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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民投身现代农业

十八大以来，我市着力实施大项目引
领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固定资产投
资持续较快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交通事业得到了稳步发展。

2016 年，全市公路通车里程 20256 公
里，比 2012 年新增 1286 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 683 公里，比 2012 年新增 203 公里，实现
了县县通高速。

沿江港口货物吞吐量实现三年翻番，
提前跨入沿江亿吨大港行列。继2015年首
次突破亿吨后，2016 年长江港货物吞吐量
达到1.13亿吨，是2012年的2.35倍，年均增
长 23.9%。2016 年，全市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达到 27.39 万标准箱，是 2012 年的 1.71
倍，年均增长14.4%。九江—重庆国际集装

箱直达航线开通运营，获批国家物流标准
化试点城市。

今年3月，九江高铁新区项目服务推进
机构成立，这意味着九江没有高铁的客运
时代即将结束；今年 8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
撤销九江县，设立九江市柴桑区。

随着高铁新区建设的稳步推进，柴桑
区也将成为“交通枢纽”和“投资热土”。有
专家学者认为，通过九江县撤县设区，将迅
速拉大九江城市框架，从而能提高九江在
区域发展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提高九江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竞争力。柴桑区的
规划建设、交通基建，将纳入九江市的整体
城市规划，在九江城区框架不断拉大的同
时，更增强了城市发展后劲和竞争力。

交
通

“高铁时代”助推发展加速

2016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56.78亿元，是2012年的1.71倍，年均增长
14.3%。2017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21.36 亿元，同比增长 13.1%；2017
年 1∽8 月份，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204.27亿元，同比增长17.2%。近年来 ，九
江市加大对消费、流通等服务业领域的政
策扶持，坚持在调整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环
境、引导企业发展方面下大功夫，使全市消
费品市场发展走在全省前列，消费领域对
全市经济发展贡献不断加大。与2012年相
比，2016 年批零住餐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
比重提高了0.17个百分点。

家住柴桑春天的婷婷是个 80 后辣妈，
生了孩子后一直赋闲在家。这几年她看见
朋友做微商卖甜品挺有意思，就也做了起
来。“因为一直有这个兴趣，后来看大家也
都喜欢这个，我就报名学了甜品的做法。”
和很多人不同，婷婷的甜品店虽然没有实
体店，但是她却去相关部门注册了，也办了
食品经营需要的证件。“这个手续不能少，
规范一下比较好。”婷婷说这几年人们的消
费观念有很大变化，不少人都愿意选择在

微信朋友圈上购买东西，“原料比较好，都
是看得见的材料。卖得比量产的贵一些，
但是九江人的消费能力越来越跟得上了，
就愿意选择一些自己觉得品质更好的产
品。像甜品，吃惯了饼店里千篇一律的蛋
糕和面包，就想尝试下新的东西。我现在
这个班戟和千层盒子卖得最好。”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无店铺零
售的商家数量日益增多，形成多种业态共
存、线上线下销售融合发展的开放型、竞争
型新格局，共同繁荣九江市消费品市场。

商业繁荣带动百姓创业

十八大以来，我市紧紧围绕“百姓更加
幸福”的工作着力点，协调发展各项社会事
业，充分让老百姓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2016年全市9.12万人脱贫摘帽，117个贫困
村退出。

“十二五”扶贫攻坚以来，特别是在产
业扶贫资金的助推下，我市扶贫产业发展
迅速，产业覆盖面和带动力明显增强。截
至目前，全市共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6673 万
元，带动社会资金 3.7 亿元，扶持产业项目
1518 个，集中打造了修水县何市镇、马坳
镇，都昌县西源乡、左里镇等 4 个千亩产业
示范基地，发展产业覆盖扶贫重点村 302
个，辐射和带动贫困农户 5.1 万户，有 21.43
万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九江市
新生代企业家商会的成员们也积极涌入到
帮扶的队伍中，一个个实例，一处处变化，

为我市扶贫工作添砖加瓦，同时也让更多
人看到贫困乡村的希望之光。

就在不久前，厦门美亦健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九江新生代商会副会长
王斌前往都昌县吕岭小学进行了捐赠学
习物资的仪式。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类
捐赠物资共计 13 万元，其中包含课桌
椅、书包、保温杯、空调等实用性强的物
资。

近年来，九江市新生代企业家商会多
次开展“扶贫帮困爱心捐赠”公益活动，尤
其在捐资助学方面，新生代企业爱心人士
的善举得到了社会的好评。

捐资助学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崇高事业，九江新生代商会的成员们希
望，能够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尽一点微
薄之力，更希望通过年轻一代企业家的实
际行动，带动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倾注更
多的爱心和支持。

第一根火柴、第一颗钉子、第一块肥
皂、第一艘轮……九江是江西的老工业基
地，曾经诞生过江西省多项工业第一。

十八大以来，全市经济总量不断壮大，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面对传统产业增长乏
力，盈利能力下降，在工业经济面临爬坡过
坎之时，九江变“以守为攻”积极推动新型
工业化进程，把工业做“新”做“精”。

2016 年，全市生产总值 2096.13 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比2012年增长46.1%，年均
增长 9.9%。全市人均生产总值 43338 元，
比2012年增加13553元。

曹军波是江西同荣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的一个技术员，这几年九江重视“新工业”，
曹军波十分高兴，“我主要负责的是节能减
排和绿色环保，提供的是空压机系统的合
同能源管理服务，即针对客户高能耗的空

压机机电设备进行节能改造，通过减少能
耗成本，为企业和国家的节能减排做贡
献。”五年前，曹军波大学刚毕业，和很多大
学生不同，他很希望毕业后就回到九江，但
是又担心家乡没有合适他的工作。当他参
加了大型招聘会后，发现九江现在已经跟
得上新产业发展的步伐，尤其是近两年的

“新新工业十年行动”不但让曹军波所学有
了用武之地，还让他的技术不断精进。当
年的愣头小子现在也成长成了公司的技术
骨干。

经济增长带给曹军波的红利还不止这
些，依靠自己的能力在九江买了房和车，距
离工作的园区很近，他说计划明年和女朋
友结婚，“婚纱照我们十一假期已经拍好
了，生活已经向着我们想象的方向一步步
前进。”

产业工人分享发展红利

九江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产业的
条件得天独厚。十八大以来，我市立足名
江名山名湖名城这一特质，着力打造“世界
知名的山水文化名城和旅游度假胜地”。
以庐山旅游体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创新
发展理念，加快旅游资源整合，推动旅游转
型升级，旅游产业实现了较快发展，旅游经
济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为顺应大众旅游发展趋势，我市高位
推动九江旅游业向全域、全季、全业拓展，
激发旅游发展活力。武宁县的老百姓就实
实在在地感受到“全域旅游”给自己生活带
来的大变化。近年来，从武宁县委、县政府
的决策层，到全县的广大百姓，都已全面形
成了抓旅游产业的共识。把旅游业摆在最
重要的位置，大力推进园区、城区、景区的
互动。如果说过去抓旅游仅仅是停留在一

个发展旅游项目、开发旅游景区建设的层
面上，那么该县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共识
——抓全域旅游。全域旅游，不仅仅是地
域概念，更多的是全行业和全民的广泛参
与。有效整合县域内的各类旅游资源并将
其充分利用，着力打造春夏秋冬各具特色，
吃住行游购娱多点支撑的全季节、全产业
链条。以此来推动旅游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构建新型旅游发展格局。
2013年以前，武宁县还没有任何A级景区，
在短短不到三年期间，该县就创建了2个国
家4A级旅游景区，2个3A级旅游景区，1个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4A乡村旅游点）,9个
3A级乡村旅游点等。全县接待旅游总人数
从 2011 年的不到 100 万人次到 2016 年 458
万人次，保持高速增长势头。通过几年的
发展，武宁的山水形象已深入游客心中。

“全域旅游”勾画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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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三农”工作，始终将其摆在重中之重的
位置加以推进。全市各级农业部门紧紧围
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聚焦保供
给、保收入、保生态，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业特色产
业加快发展，农业园区建设全面加速，农业
农村改革有序推进，农业安全形势持续向
好，农业生态治理扎实有力，农业科技应用
显著增强，实现了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持续
增收、农村和谐稳定，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2016 年，全
市规模以上农业企业546家，其中国家级龙
头企业5家，省级龙头企业84家，市级龙头
企业 299 家。实现销售收入 941.8 亿元，同
比增长 11.1%。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
5507 家，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 114 万户
（次），农户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户均增收
2616 元。2016 年，全市新增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1878家，创建省级农业示范园区9个。

1986 年出生的卢丹，大学毕业就和同
班同学邹玲丽返回修水老家，扎根农村。

经过一番筹划，卢丹夫妇投资 5 万元，建成
200 余平方米的猪舍，饲养生猪 60 头，5 个
月后全部出栏。这次虽然没有挣到一分
钱，但他们学到了养猪技术。2008年，他们
又从安徽购进 20 头瘦肉型母猪，平均每头
产子13头，9个月后全部出栏，当时正赶上
生猪市场行情好，不到一年时间，获纯利
100余万元。

生猪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经过深思熟
虑，卢丹夫妇决定走生态发展之路。他们
从太湖、通城等地引进生猪品种，与当地的
杭猪进行杂交，培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幕
村黑花猪”，于2014年10月1日成功上市销
售，并已获得农业部颁发的绿色无公害农
产品证书。

如今，卢丹夫妇的生态农场每年出栏
幕村黑花猪8000多头，放养场面积1000多
亩，种植面积 100 多亩。流转山地面积近
2600 亩，涉及 200 多户，解决当地人员就业
60 余人。党建+精准扶贫寄养母猪涉及 20
多户，合作农户 100 多户，收益的农户近
500户。

咱们身边的那些喜人变化……咱们身边的那些喜人变化……
身边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