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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客户端 消费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步骤一：扫码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
步骤二：打开应用点击上方“订阅”

步骤三：选择“添加订阅”后搜索“消费日报”
步骤四：点击右上角“+关注”即可

《消费日报》搜狐新闻客户端订阅流程：

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

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总第8302期
第5361期
今日4版

CONSUMPTION DAILY

A 版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管主办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7 ■ 代号81-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丰工商广字第0054号

● 消费日报社出版 ● 副社长、总编辑：赵 曦 ● 副总编辑：刘 丁 张丽娜 ● 实习编辑：刘 元 ●新闻中心电话：67605550 ● http: //www.xfrb.com.cn ● 北京市丰台区定安东里20号楼 邮编：100075
● 监督电话：67600827 ● 总编室：67605115 ● 广告处：67604888 ● 发行处：67604545 ●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 照排：网络照排中心 ● 零售价：1元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南昌县是江西省第一个全国百强
县，第一个县级全国文明城市，第一个
经济总量破千亿、财政收入破百亿的县
区，同时也是江西人口第一大县。

南昌县拥有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
生县城、全国百强县、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全国绿化模范县、“中国高质量发展
十大示范县市”“中国营商环境百佳示
范县市”“全国产粮大县”“中国十大社
会治理创新典型”等国字号荣誉。

位于鄱阳湖之滨的南昌县，在赣中
北部，呈上弦月三面环绕省会南昌。全
县土地面积 1810 平方公里，下辖 16 个
乡镇、2个管理处、1个管委会、1个街道
办，主管 1个国家级小蓝经济技术开发
区，行政区域总人口 145.25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南昌县始终
紧扣“全市领军、全省领跑、全国领先”
的使命担当，铆足发展定力不放松，立
足资源禀赋和县域实际，攻坚克难，踔
厉奋发，深耕产业发展，不断推动汽车
和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医药医器等
三大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持续壮
大，集成电路、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新
能源等三大新兴产业蓄势发力；以人民

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为根本
出发点，持续推动“文明城市”向“城市
文明”发展，厚植人民福祉，建设大美昌
南，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12秒内4种车型切换生产

——“链式”思维促产业指数级扩增之变

12秒，一瞬而过。但在位于小蓝经
开区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富山工
厂车间，12秒内能实现 4种车型的快速
切换生产。

在这个工厂的总装车间里，300 多
台全自动化机器人全速运作，从焊装、
涂装到总装，新生产线已大面积实施

“机器换人”。
与 2013 年投产的江铃小蓝工厂相

比，富山工厂焊接自动化率从 55.2%提
升至 98%，产能提升了 50%。在汽车生
产效率提升的同时，质量把控也更加精
准，质量工程师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
精益管理系统，可以实时查看生产状
态、物料库存等情况，如出现焊接质量
不达标、油漆未烤干等情况时，系统会
精准识别并互锁停机，以保障每辆车的
产品质量。

作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绿色
节能、数字化、智能化”标杆工厂，富山
工厂智能化技术的运用，不仅使车间的
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大幅提升，也让江
铃汽车的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2021
年，江铃集团整车销量突破 40万辆，同
比增长 6.02%，营业收入 1041.2亿元，同
比增长 10.06%，利润、税收均实现两位
数增长。

作为南昌工业企业的排头兵，江铃
集团的快速发展是南昌县实现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见证和真实写照。

10年时间，南昌小蓝经开区实现了
从 5 个整车和 83 个零部件项目到 7 家
整车企业和 205 家零部件企业的跨越
式发展，完成了 80 万辆整车和 62 万台
汽油、柴油发动机的产能布局。南昌小
蓝经开区先后获批成为国家双创升级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示范区、国家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省汽车零部件新型工业
化产业基地，唱响了“江西汽车看南昌，
南昌汽车在小蓝”品牌。

如今翻开南昌县的重点产业版图，
在“3+3+N”产业体系基础上，汽车及新

能源汽车、食品医药、建筑、商贸、陆港
经济等“五大千亿产业集群”加快打造；
以小蓝经开区为龙头，以向塘陆港为引
擎，以武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千亿建
筑科技产业园、南新滨江工业园等为支
撑的“一区一港、多点支撑”产业布局基
本成型。与之相应的创新平台、创新要
素、创新动能，也已围绕产业核心全面
展开，金湖科创谷、富山高新技术产业
园等创新平台建设正深入推进。

33.82平方公里连接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开”思维促通江达海式“大合”之局

33.82平方公里，是南昌向塘国际陆
港的规划面积。尽管尚在建设之中，但这
里开行的班列，已覆盖了 30多个国家和

地区。
不 沿 江、不

靠海，位于南昌
县向塘镇的南昌
向塘国际陆港，
为“江西制造”搭
建了迈向全球的
便捷通道。

“真幸运，能
赶上这趟列车。”
江西展宏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与发

车点一墙之隔，公司总经理高昕一大早
就来等着列车起运。“以前主要走铁海
联运，先通过铁路运输到宁波或厦门
港，再走船运到泰国等沿海国家，再转
关到老挝，手续繁琐、耗时长。”高昕说，
公司客户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国家，现在
开通铁路直达班列，极大减少了企业出
口的时间与成本。

向塘镇素以我国南方最大的交通
枢纽重镇而闻名，有全国第二、江南最
大的向西货运编组站，江西南部地区
70%的货物必须经过向塘进入省会南
昌，并通过向塘发往全国各地，是南昌

乃至江西重要的物流节点和货物集
散地。

伴随南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
市以及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
设的推进，向塘国际陆港谋篇布局，在

“区域联合”的赛道征程按下快捷键。
“这里目前已设置商品汽车区、集

装箱作业区、大宗货物集散区、铁路口
岸区、冷链服务区、保税物流中心（B
型）等六大板块。”南昌县向塘镇党委书
记万耀华在规划图前，踌躇满志。

南昌向塘国际陆港建立了“东西双
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国际国内大

通道，形成了集铁、公、水路于一体的多
式联运体系，目前已常态化开行 9条中
欧（亚）班列、9条铁海联运班列，覆盖了
3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服 务 出 口 企 业
1200余家。2021年，南昌向塘国际陆港
开 行 班 列 828 列 ，比 2017 年 增 长 近
5倍。

成为国家一级铁路物流基地、纳入
国家铁路发展规划、入选“十四五”首批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能级提升，
见证着向塘物流老枢纽焕发出的新活
力，而物流业态的多元化、智能化，则让
老枢纽增添了新动力。

在京东“亚洲一号”向塘物流园，仓
库里机器人往来穿梭，将货物运送到分
拣人员面前，“人找货”转变为“货找
人”。

“除了独有的平台优势、独特的区
位交通优势，我们选择落户这里，还看
中了这里明确的产业定位、产业集聚效
应以及口岸建设成果。”京东向塘“亚洲
一号”电商物流产业园项目负责人说。

京东向塘“亚洲一号”电商物流产
业园，规划面积 400 亩，投资总额约 10
亿元，一期项目预计明年 4月完工。这
一项目包括现代化智能仓储、分拣中
心、配送中心、转运中心、订单结算中心
和配套设施等。

看准向塘物流发展机遇的企业，纷
纷抢滩落户。如今，走进向塘镇，物流
中心相关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总投资 5
亿元、占地 193亩、建筑面积达 8万平方
米的平安物流南昌物流中心项目全面
建成并投入运营；总投资 3 亿元，占地
面积 98亩、建筑面积达 3万平方米的招
商局物流南昌配送中心项目也已建成
投入运营；总投资 20 亿元的苏宁电商
物流、传化物流和 10 亿元的菜鸟网络
相继签约落户。

此外，按照“进境与沿海同价到港、
出境与沿海同价起运、通关与沿海同样
效率”的“三同”要求，南昌县正加码对
标，与铁路部门、运营企业、船舶公司和
港口进行对接，争取最优运价，积极推

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标准版建设和实
施，提升通关效率。

未来，南昌国际
陆港将以加快国家物
流枢纽建设为契机，
加强枢纽谋划和存量
设施建设，完善功能
布局，积极构建连接
东西、衔接南北、通江
达海、辐射全球的国
际运贸服务网络，助
推南昌“4＋4＋X”产
业腾飞，将南昌国际

陆港打造成为中部地区重要国际供应
链组织中心和“一带一路”产业要素资
源配置中心。

26名农民种下万亩田

——“科技”思维为农业添“智慧”之翼

智慧农场实现了机器换人，上万亩
农田只雇用 26名农民就能完成管理种
植……

布设在耕地里的传感器，不仅能监

测传输温度、湿度、风速、光照等信息，
还能依托物联网技术辅助无人农机，设
定其路线参数……

一位种粮“老把式”单靠人力一天
只能收割一两亩水稻，农机手开收割机
每天能收割水稻五十亩左右，而无人收
割机每天能收割水稻七八十亩……

与以往人们对农民的印象不同，如
今种田不仅收入不低，无人机、传感器
等也成为常见农机，从事农业正成为一
件很酷的工作……

在传统农业大县南昌县，插上科技
的“翅膀”正让农业变得更加炫酷起来。

在江西南昌县泾口乡东莲村，3000
多亩的高标准农田刚刚完成了数字化
建设，分布在各个田块的 100多个物联
网设备实时将数据传回后台的指挥调
度系统，构建起覆盖全域的农业数字地

图，实现了水稻生产全过程的智慧决策
与管控。

早上 7时，江西南昌县泾口乡东莲
村的种粮大户涂传弟和往常一样散着
步来到“农情调度室”，通过实时大屏查
看水稻的生长情况。

“我做梦都想不到，现在能坐在办
公室里种田了。”涂传弟看着显示屏上
自己承包的 508亩金灿灿的早稻，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

在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里，陈列
着设置好点位就能沿着指定路线作业
的无人驾驶旋耕机，用于喷洒农药的无
人飞机，外形酷似火星登陆车的无人植
保机……得益于无人农机的推广应用，
这个智慧农场实现了机器换人，上万亩
农田只雇用 26 名农民就能完成管理
种植。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南昌县立足资
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科技赋能，推进智
慧农业建设。该县三年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 52.48 万亩，水稻种植综合机械
化率从 62%增长到 80%以上，成为全国
首批商品粮基地、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
范区、全国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县、全
国产粮大县，粮食生产创造“十八连丰”
的成绩。

5天建好一层楼

——“加数”思维换建筑业“乘数”之势

5 天建好一层楼，100 天建好一栋
20层楼，既见不到飞扬的尘土，也听不
见刺耳的噪声，更没有横流的泥水，高
楼建造起来就像“拼积木”一样高效精
确、绿色环保。在“中国建筑之乡”南昌
县，这样的场景正在众多装配式建筑工

地上演。
在江西，说起建筑大县，非南昌县

莫属。这里共有建筑企业 359家，其中
特级企业 6 家，占全省三分之一，一级
企业 93家，占全省六分之一，建筑相关
从业人员达 25万余人，业务广泛，市场
已走出江西拓展至国外。

以“量”而论，南昌县在江西数一数
二。“但与东阳、诸暨等江浙建筑强县相
比，存在着大而不强、多而不精、全而不
优等问题。”南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长廖峰介绍。

把企业集聚起来，以产业协同促进
抱团发展，是南昌县建筑产业做大做强
的关键一步。为此，南昌县在全省率先
规划建立了千亿建筑科技产业园和武
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两大承载平台。

其中，千亿建筑科技产业园面积 1100
亩，聚焦建筑业“总部经济”，打造规划
设计、工程咨询、工程监理、金融服务为
一体的产业园区。目前，园区已入驻企
业 43家。

武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是江西省
首个以装配式建筑产业为定位的工业
园区，形成了 BIM 设计、生产、施工、装
修、建材等全产业体系。2020年，产业
园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级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成为江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
园区。

从物理空间上的集聚，到协同链条
的抱团，南昌县下了一番功夫。南昌县
组建了江西省首个装配式建筑产业联
盟，推动装配式建筑产品及企业统一使
用“昌南装配”标识，鼓励装配式企业抱
团发展。

从信息共享、技术支持，到共同开
拓市场，产业联盟整合各自优势，实现
规划设计、生产施工、装饰装修等环节
共同发力。南昌县装配式建筑产业联
盟总顾问熊明泉认为，产业联盟以企业

“相加”促进产业资源“相乘”，促成行业
资源整合产生裂变效应。

每年80%新增财力用于民生

——“大手笔”绘就城乡“大美”之景

2014年，南昌县还没有一条人车分
流的城市道路，如今，近 10个境内高速
出入口，30分钟直达昌北国际机场、南
昌西客站，105国道、316国道、320国道
以及京福、沪昆、昌宁高速等主干路网

“纵横交织”。地铁风驰穿梭全城、地面
车辆川流不息、铁海运输入江入海，交
通之变，改变区域内外发展格局。

（下转A2版）

江西省南昌县江西省南昌县：：产城融合产城融合 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前8月全社会货运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11.7%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1至8月，全社会货运量较2019年

同期增长11.7%，其中，铁路货物发送量、公路货运量、水路货运量、邮政快递业务

量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18.1%、11.2%、10.1%和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