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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上的新崛起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江西篇

红色，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染

就的江西革命老区底色。这片红

色的土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

的牵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赴江西考察，把脉定向，指

引江西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上勇争先。

“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山路蜿蜒，峰峦连绵。

井冈山茅坪镇神山村昔日贫

困户彭夏英家，日子早已焕然一

新：家里办起农家乐，新房子改成

民宿，家庭年纯收入达 10 多万元。

革命老区脱贫、老区群众生活

水平提高问题，一直是习近平总书

记心中的牵挂。

2016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神山村了解精准扶贫情况。

在彭夏英家，总书记一间间屋子察

看，又坐下来同夫妇俩算收入支出

账，问吃穿住行还有什么困难和需

求。习近平总书记说，在扶贫的路

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

一个贫困群众。

三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再赴

江西，来到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

潭头村看望红军后代，察看村容

村貌；走进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

了解蔬菜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

我这次来江西，是来看望苏区的

父老乡亲，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有

没有改善，老区能不能如期脱贫

摘帽。

“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为

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

巨大贡献。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

生活改善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

能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

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习近

平总书记说，要“让老区人民过上

幸福生活”。

深情话语温暖人心。

“扶贫、脱贫的措施和工作

一定要精准”“要把乡村振兴起

来”“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

争力”……从罗霄山脉到于都河

畔，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指引方向。

牢记指示，为民造福。江西把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第一民生工

程，精准识贫、精准施策、精准退

出，25 个贫困县顺利摘帽，接续推

进乡村振兴。2021 年全省脱贫人

口人均纯收入达 14391 元，老区群

众走上平坦路、住上安全房、用上

卫生厕、喝上干净水。

“总书记到访前，村里人均年

收入不足 3000 元，年轻人能走的

都走了。现如今，人均年收入达 2.6

万元，21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年

轻人又回来了，常住人口从不到 40

人增至 170 多人。”神山村村支书

彭展阳说。

“推进农业现代化，多渠道增

加农民收入，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水平，让农业农村成为可以进

一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习近

平总书记对江西农业农村发展寄

予厚望。

距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不远

处，新建的于都硒博馆内，富硒蔬

菜、富硒大米、富硒脐橙等产品琳

琅满目。“富硒产业正成为希望产

业。”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主

任刘禄生说，目前全县有四五万人

从事富硒产业，种养面积达 15 万

亩，产值超 6亿元。

一户户零星的种养变为规

模产业、一座座现代农业园区拔

地而起、一个个旅游新村破茧而

出……通过做大优势主导产业、

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强农产品

加工业，赣鄱大地广袤的乡野正

成为振兴热土。

“作示范”“勇争先”
老区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

书记念兹在兹。2019 年 5 月 22

日，在听取江西省委和省政府工

作汇报时，总书记要求江西“努力

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

示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

争先”。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命根子。”

走进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门口的一行字，让

员工们时刻铭记三年前的温暖一

幕，激励着他们不断创新。

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这家公司考察。他强调，

要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

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抢占

行业发展制高点。

“抓住创新的命根子，企业就

有蓬勃的生命力。”公司副董事长

吕锋说，牢记总书记嘱托，公司

在节能、环保领域持续加大研发

力度，近三年先后投入研发资金

3.28 亿元，掌握了行业领先的晶

界渗透技术，生产的磁钢产品在风

力发电、新能源汽车、变频节能空

调三个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聚焦主导产业，加快培育新

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抢

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积极参与

长江经济带发展，对接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以大开放促进大发

展”……两次赴赣考察，习近平总

书记深入农村、企业、高校，为江西

高质量发展定向指路。

2016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南昌大学国家硅基LED 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实验室，了解实验室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等

情况。

“总书记的到来给了我们莫

大鼓舞。”中科院院士、南昌大学

副校长江风益说，“我们按照总书

记要求，继续加大攻关力度。总书

记考察后不到 100 天，团队在黄

光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推动我

国LED 技术从‘国际并跑’到‘国

际领跑’。”

今日南昌，已成为LED 产业

“重镇”：LED 芯片产能已跃居全

球前三，跻身国内最大的大功率

LED 光源生产基地，手机闪光灯和

移动照明出货量全球第一。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加快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通

过拥抱创新、扩大开放、绿色发展，

江西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结出“硕

果”——

中国稀土集团、宁德时代、格

力电器、吉利汽车等众多行业巨头

落户；物联网、虚拟现实、大数据等

新经济快速发展，全省数字经济规

模超 8000 亿元 ；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成效显著，35 项改革成

果列入国家推广清单……

“十三五”以来，面对复杂严峻

的内外部环境，江西主要经济指标

始终保持稳定增长。今年一季度，

江西以 6.9% 的GDP 增速跃居全

国第二。

向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

东对接长三角地区和海峡西岸

城市群、向西对接长株潭城市群

和成渝城市群……江西充分发

挥连南接北、承东启西、通江达

海的区位优势，在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上积极作为，加快打造长江

中游城市群战略支撑区，与中部

地区其他省份在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

化，区域协同发展美好蓝图正加

快变为现实。

“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
永不过时”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

土地。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八角楼

革命旧址群、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

念馆……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到江

西考察，都会前往红色旧址追忆革

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井

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

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

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不竭精神动力。”

红土地上的干部群众牢记总

书记嘱托，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

正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井冈山

整体脱贫之后，当地干部群众拧

成一股绳，正在高质量发展中进

位赶超，今年一季度GDP、工业用

电量等 4 个经济指标增速跃居全

省前列。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

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锤炼

忠诚干净担当政治品格，当好人民

勤务员”“逢事想在前面、干在实

处”……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

察、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多次对加强干

部作风建设提出要求。

牢记总书记要求，江西以干

部创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

力。“当年苏区干部夜打灯笼访贫

农，今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选派

年轻干部到企业挂职，他们和工

人们一起扑在工地，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在服务企业中锤炼

作风、增长才干。”于都县委书记

黄法说。

万名干部入万企、半天开办

一家企业……江西正形成“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干部创先”的生

动局面，流淌在老区干部血脉中

的红色基因在新时代迸发出巨大

力量。

面向未来，4500 多万赣鄱儿

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作示

范”“勇争先”，用真抓实干的奋斗

姿态，创造新的时代荣光。

（据新华社）

产业+电商
——重庆秀山隘口镇“出山”记

产业种植面积接近 4 万亩；农

产品加工厂从无到有，开到 25 家；

硬化路修建达 250 余公里……重

庆市秀山县隘口镇人大主席杨胜

宿向记者介绍镇里近年来发生的

变化。

“隘口镇乡村振兴以产业发展和

农村电商为抓手，形势喜人。”他说。

隘口镇地处重庆、湖南、贵州

三省市交界处的红色革命老区重

庆秀山县，因位于狭隘关口之地而

得名，境内有红三军司令部旧址、

倒马坎战斗遗址等多处革命历史

遗迹。过去，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产

业结构单一，曾是重庆市 18 个深

度贫困乡镇之一。

为了摘掉深贫帽子，隘口镇从

产业发展破题，选定以中药材、茶

叶和核桃为重点发展项目，制定

了 3 个万亩产业发展目标，成立了

11 个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并依托全

县农村电商发展基础，逐渐形成了

“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经

营体系。

隘口镇东坪村党支部书记叶

茂忙碌于中药材黄精的新产品研

发。他大学毕业后在秀山县一家中

药材公司工作，得知家乡产业发展

面临困境，决定回乡发展中药材产

业，并向村民们免费提供了自费采

购的 10 万余株黄精种苗，主动上

门讲解中药市场需求和国家政策，

传授培训经验和技术。如今，东坪

村种植黄精达 500 亩。同时，在产

品深加工上做文章，联合农业科技

公司建起了加工车间，生产黄精

酒、果脯等产品，使产品附加值得

到进一步提升。

“只有发展产业，村民们才能

有稳定的收入，才会更有劲头。”叶

茂说。

“90 后”何江华是隘口镇规模

最大电商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

司专门收购当地土特产，年销售

额超过 2700 万元。

何江华说，过去当地土特产

很难卖到山外去，市场和农户之

间缺一个“中间商”，自己看到了

这个商机。

他在镇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月

的乡村电商人才培训班，之后和

培训班的两个同学凑了 3 万元

创办了电商公司。积攒经验后，

2019 年三人又成立了山水隘口电

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从隘口镇

11 个村社及周边乡镇收集各类土

特产。当地产的金丝皇菊、大米、

土鸡蛋一“上网”，就成了“抢手

货”，供不应求。

走进隘口乡村扶贫产业园，

宽敞明亮的电商展示大厅内，各

种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 ；电商人

才培训室很是热闹，助力电商人

才培训和网店孵化……记者了

解，为了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

大山，当地建成了隘口镇电商研

发中心，将具有品质优势的特色

农产品商品化、品牌化、市场化。

“电商研发中心项目建成后，

产品销售额逐年上升，促进了当地

产业发展，实现了为群众创收的目

标，走上了充满希望的乡村振兴

路。”杨胜宿说。

（据新华社）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的果蔬种植基地（2021 年 4 月 29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隘口乡村扶贫产业园内展示的特色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