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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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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罗霄展新颜
——湘赣边区域合作发展观察

随着笛声长鸣，一列满载原材料的
货运专列，驶入罗霄山间江西省湘东工
业园铁路专用货站。

“湘东区货运物流发达，有7条铁
路专用线。现在湘赣边区域合作不断
深化，越来越多的湖南企业将毗邻的湘
东区作为转运枢纽，降低企业物流运输
成本。”湘东工业园负责人周合军说。

湘赣边区域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
界地带，是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
义的发生地和井冈山精神的诞生地。
这里群峰耸峙、溪谷纵横，也是长江流
域的重要生态屏障。然而，这里发展基
础仍相对薄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老区振兴发展怎么抓？湘赣两省
在探索中认识到，湘赣边区域山水相
依、人文相融、产业相近，要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

区域融合，交通先行。经过多年合
力建设，湘赣边区域内目前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达到900多公里，所有县市均实
现30分钟上高速公路，规划的8个高
速公路省际通道已建成6个，“高路入
云端”的场景比比皆是。

随着内畅外通、立体互联的综合交
通体系建成，湘赣边产业进一步协同融
合发展。

湘赣边区域是全国烟花爆竹主产
区，拥有1000多家相关企业，产值高达
400多亿元，承载着老区40多万人的
家庭生计，但也面临加强安全生产、加
快环保升级的迫切转型需要。

2021年8月，应急管理部批复同意
湖南省、江西省依托浏阳、醴陵、上栗、
万载4县（市）建设全国烟花爆竹转型
升级集中区。借力政策利好，湘赣边成
立烟花爆竹产业发展委员会、建立标准
化生产统一长效机制、联合开展行业自
律交叉检查……

在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工业园，很多
企业深度参与湖南长株潭先进制造集
群。如萍乡高恒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高端精密光学复合薄膜，主要供应长株
潭；鑫通机械为长沙三一重工提供配
套；雪狼数控科技为位于株洲的中车集
团提供配套产品……

“我们以‘主产在长沙，基地在上栗；
研发在长沙，配套在上栗；生活在长沙，
休闲在上栗’的模式，打造长株潭地区的
产业协作配套区、科技成果转化区、旅游
休闲度假区。”上栗县委书记利军说。

202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
案》。湘赣边区域合作“朋友圈”涵盖了
湘赣边24个县（市、区），总面积5.05万
平方公里。随着50余个不同层次合作
协议签订，实干行动全面铺开——

湘赣边24个县（市、区）的供水企
业齐聚湖南省汝城县，成立合作联盟共
同守护供水安全；湖南省平江县、桂东
县等地不断加强与江西省邻近县的协
作，大力发展文旅、生态茶等产业；建立
医保互认、医院药店互联机制，更好服
务山区群众就医需求；推动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
一声“老表”，道出湘赣地缘人缘血

脉亲情；一方“热土”，写照湘赣开放协
作互促风貌。如今，湘赣边区域合作示
范区建设的力度、广度、深度不断拓展，
一幅鲜活的协同发展画卷正绵延铺开
…… 据新华社

作别连日的风雨，朝阳映照下的鄱
阳湖多了一抹诗情画意。只见远处，江
豚三三两两，时而追鱼捕食，时而追逐
嬉戏，其跃动的身影，好似踏浪而来。

“我们和江豚的关系就像邻居，它
们生活在水底，我们生活在水面。”江
西都昌江豚救护队队员正乘快艇巡
湖，49岁的占柏山是他们的队长。今
年“五一”假期，他和队员们坚守岗位，
每天四人一班在鄱阳湖上开展巡护。

因嘴角微微上扬像在“微笑”，憨
态可掬的江豚被称为“微笑天使”，是
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其中在
鄱阳湖“安家”的江豚，几乎占长江流
域江豚总数的一半。都昌位于鄱阳湖
畔，北通长江，是江西省湖泊湿地面积
最大的县，这里拥有鄱阳湖区数量最
多的江豚。

占柏山家祖祖辈辈都是渔民，过
去一直以船为家，以湖为生。2008
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进行江豚
研究，找到渔民占柏山协助工作。从
那时起，他就成为一名江豚救护志愿
者，感受到救助江豚的紧迫性。

“鱼越打越少，水质也变差了，很
难看到江豚成群结队出现的场景。”占

柏山和渔民们明白，传统捕捞方式已
难以为继。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渔业部门
曾进行普查，当时湖区鱼类共有158
种。而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鄱阳湖鱼
类减少了30余种。鲥鱼、胭脂鱼等濒临
灭绝，四大家鱼也越来越少，这也导致
没有足够的资源维持江豚的种群数量。

人上岸、船回收、网销毁……随着
鄱阳湖开始十年全面禁捕，消失的螺、
蚌、鱼、鸟等开始回来了，可观测到的
江豚种群数量也在变多。

“现在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江豚出
没，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表明鄱阳
湖生态越来越好。”占柏山说，禁捕前，
湖面渔船来来往往，螺旋桨和渔网往

往会对江豚造成威胁。禁捕后，江豚
因此受伤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

近年来，江西成立了水生生物保
护救助中心，吸纳了2000多名志愿
者，组建了203支护渔队，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江豚巡护救助网络，定期开展
长江江豚专项监测、巡护、救助。近三
年，江西已累计帮助7头搁浅遇险江
豚重回鄱阳湖。

十多年的志愿者经历，让占柏山
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对生态环保的
认识，他逐渐成为一名江豚救护专家，
经常主动向湖区群众宣传保护鄱阳湖
生态的重要性。

“有些江豚误入浅水区，水退了就
会搁浅。遇到这种情况，先要看水面大
小、水多深、江豚大小，从而决定需要调
用多少人。”占柏山和队员们都是有经
验的渔民，他们不仅熟悉鄱阳湖的水情
水势，而且对江豚习性也很了解。

如今，在鄱阳湖区，保护江豚的意
识越来越深入人心。湖滨学校是都昌
县创设的江西省第一所“保护江豚示
范学校”。学校通过开设江豚科普知
识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从小接受生
态文化、湿地和江豚保护等知识教育。

“为了鄱阳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坚持保护下去，为子孙后代守
住这一湖清水。”占柏山说。据新华社

护航“微笑天使”守住一湖清水

在江西鄱阳湖都昌朱袍山水域拍
摄到的江豚。 新华社发

30多年砥砺奋进，中国蔬菜之乡
山东寿光市从“一棵菜”发力，成为“买
全国、卖全国”的蔬菜集散地；如今，寿
光以蔬菜为龙头的农业动能持续增
强，迈出乡村振兴新步伐，并向着城乡
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前进，
绽放时代新气质。

“一棵菜”蹚出乡村振兴之路

智能化灌溉设备根据植株灌溉
需求实施最佳灌溉模式；空气温湿
度、土壤PH值等传感器，可以采集
对应的环境和作物数据，实现精准控
制……在寿光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
生产示范园，蔬菜大棚的智能化管理
让人惊叹。

“用手机种菜，现在一点也不新鲜
了。”稻田镇崔岭西村村民崔江元说。
寿光是全国乡村电气化示范县之一，
在崔江元这个4亩多的大棚里，卷帘、
温度、通风在手机上就能搞定。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从
1989年三元朱村17个黄瓜大棚开始，
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发展奠定了寿光

“蔬菜王国”的地位。
近年来以种业研发、现代农业园

区、全国设施蔬菜综合服务基地为标
志的转型升级，让寿光加快向农业现
代化迈进。2020年，以寿光蔬菜为核
心的千亿级蔬菜产业集群入选全国首
批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人才是源头活水。瑞航家庭农场
负责人郑景渠“子承父业”，从事蔬菜
行业已10多年，他的父亲是从寿光走
出去的最早一批农艺师。

“我之前在山西等地发展蔬菜基
地，如今回来希望把产业做大做强。”
像郑景渠一样的“棚二代”在寿光不断
涌现。

“三产并进”踏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蔬菜著称的寿光市，二、三产业
发展更为出色，占比已近9成。

由农业起步，寿光构筑了三产交
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当前正谋划
新跨越：瞄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重点发力，打造设施蔬菜产业“新高
地”；对接市场加快应用，推动蔬菜产
品实现“优质优价”；引领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寿光标准”输出走向全国，在
全国认定27个试验示范基地。

寿光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少大企业是根植于寿光深厚农业底
蕴的，比如寿光纳税大户联盟化工的
前身就是寿光县化肥厂。

据了解，围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
业、医药化工等重点产业，寿光筛选了
蔬菜产业集团、坤隆股份、祥生科技等
21家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数据显示，2021年，寿光市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953.6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银行机
构存贷款余额首次突破双千亿。同
年，寿光市入选首批国家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创建名单。

“城乡均衡”探索共同富裕之路

走在洛城街道于家尧河村平坦宽
阔的柏油村道上，一盏盏路灯笔直挺
立，一栋栋别墅错落有致，一棵棵景观
树成行成排，美丽乡村令人心旷神怡。

“以前羡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反
倒羡慕我们村里人过得舒坦。”村民郑
洪亮说。

驱车游览寿光，县城有现代农业
高新技术集成示范区、寿光蔬菜高科
技示范园，村里有现代化建筑和花园
式商品房——寿光正建设现代化品质
城市，城乡百姓共享均衡发展成果。

寿光还把教育、医疗、环卫、交通
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初步构建了
均衡普惠、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产融合、城乡一体和整县推进
是“寿光模式”的本质和特点。市委书
记赵绪春说，寿光将把“全市当排头、
全省争前列、全国进位次”作为目标，
在更高质量发展上攀登突破。

据新华社

山东寿光市洛城街道于家尧河村。新华社发

中国蔬菜之乡的“新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