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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铁路、一座座电站、一片片低

碳新区、一个个休闲福地⋯⋯今日的赣

南老区，从城市到乡村、从政风到民风、

从物质基础到精神风貌，都发生了深刻

变化，谱写出红色故都新的辉煌。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

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已有

两年。700 多个日夜里，一系列扶持措

施相继落实，一大批援建项目先后启动，

让这片红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当地的广大党员群

众也抢抓机遇，不断提升自身“造血”功

能，把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快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把地缘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两年的春

华秋实与砥砺奋进，为进一步深入推进

苏区建设增添了底气和信心。

站在两周年的时间坐标上，我们仍

要清醒地看到，虽然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振兴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初步显现，出

行、饮水、住房等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

显改善，但民生问题依然突出，贫困面

貌还未根本改变，还有许多难题亟待破

解、难关亟待攻克。要如期实现 《国务

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的若干意见》 提出的目标，唯有继续发

扬改革创新的精神，踏踏实实埋头苦

干，大刀阔斧改革创新，进一步加大贯

彻落实政策措施的力度。同时，有关单

位对口支援也要带着感情、认真履责，

落实分工责任，狠抓重点任务，共同为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将振兴蓝图化为美好现实。

（上接第一版）2012 年 6 月 28 日，《国务
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一份情注革命老
区的温暖厚礼，从首都出发抵达赣南，从
此 开 启 了 革 命 老 区 脱 贫 致 富 的 宏 伟
实践。

“《若干意见》9 个‘试点’、5 个‘试
行’、4 个‘探索’、6 个‘试验区’‘示范区’、
13 个‘重要基地’、30 个‘重大项目’、20
个‘ 优 惠 ’‘ 补 贴 ’和 133 个‘ 支 持 ’‘ 扶
持’。这是我们的‘幸福宝典’，里面的每
一条，都连接地气、切合实际，和民生相
关，与发展相连，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江西省委
常委、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感慨地说。

《若干意见》实施两年来，国务院及国
务院办公厅下发 10 个文件，38 个国家部
委出台 43 个振兴发展具体实施意见或支
持政策，39 个部委对口支援赣州 18 个县

（市、区），330 项江西省直部门联动推进
的重点建设任务⋯⋯一条条惠泽赣南“幸
福通道”的开辟，让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
政策“洼地”和发展“高地”加速形成。

强健腾飞的翅膀

“有公路的地方就有家具厂，几乎家
家户户都跟家具产业有关。”这是我们在

“中国中部家具产业基地”赣州市南康区
采访时的所见所闻。然而，经过初期的快
速发展，南康家具产业“散、乱、小”等弊端
逐渐显现出来，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境况。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南康家具
产业基地建设，让南康家具产业迎来了历
史性的转型发展机遇。”区长何善锦告诉
记者，南康家具产业 80%的木材来自进
口，高达 285 万立方米的年用量，却大都
是转自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二手货”。在
国家质检总局的支持下，该区正在推进

“进境木材检验检疫监管区”建设，这无异
于把口岸“搬”到了家门口，每年将为当地
家具企业节约 20 亿元成本。“为放大政策
效应，我们加快搭建检测、研发、物流、商
务、金融等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产业分工
合作、提质增效，力争到 2016 年将其打造
成为千亿级产业。”何善锦说。

“进境木材检验检疫监管区”的建设，
仅是国家对口支援赣南提升经济发展平
台建设的一个缩影。赣州市发改委主任
梁丁盛坦言：一个设区市，已有 3 个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 个综合保税区和 13
个省级开发区，并设立了国家离子型稀土
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国字号”技术创新平台，放眼全国也不多
见。一个个重大经济平台批准建设，构筑
起赣南产业集聚裂变的新支点。

一大批基础设施快速推进，更平添了
赣南地区的发展后劲：赣龙铁路扩能改
造，赣韶铁路即将通车，昌吉赣客专今年
开工，赣州黄金机场投入扩建，区域性综
合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凸显；12 个输变电
工程投入运营，26 个 110 千伏及以上输
变电工程开工建设，华能瑞金电厂二期和
神华集团燃煤发电加紧推进，能源综合保
障不断加强⋯⋯

把政策优势、地缘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去年以来，依托央企入赣投洽会、赣
台经贸会、光彩事业赣州行等重大招商活
动 ，签 约 项 目 269 个 ，投 资 总 额 达 到
4299.64亿元。

一桩桩、一件件，出台的是政策、制
度，提供的是人才、资金和项目，触摸到的
是中央决策与国家各部委对赣南人民沉
甸甸的厚爱和对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倾力
扶持的决心。

向阳花木易为春。数字虽然枯燥，但
往往最能说明变化。3 年来，赣州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人
均生产总值突破 3000 美元；固定资产投
资突破 1300亿元，年均增长 32%；财政总
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公共财政预算
支出实现“3 年翻番”；全市农民人均纯收
入年均增长 13.3%，增速由全省末位前移
至第 1 位；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
策以来，新增企业 6800多家，较政策执行
前增加了 67%；两年前，赣州没有投资过
百亿元的企业，如今已有 6家。

挺起自强的脊梁

行走于赣州工业园区，蓬勃发展的产
业经济以及转型升级的坚实步履，让我们
惊叹不已。从国家“输血”到自身“造血”，
赣州经济的脉搏更加强劲。

优势产业在整合中加速转型升级，
新兴产业在承接中发展壮大。有“稀土
王国”和“世界钨都”之称的赣南，已经摆
脱了仅卖“资源”的窘境，采、选、冶、加到
应用产品完整产业链格局已然形成，稀
土、钨及其应用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今年

有望实现千亿元目标。搭乘全国稀土开
发利用综合试点城市、国家新型工业化
稀土新材料产业示范基地的“东风”，赣
州正极力打造世界知名的稀土磁性材料
及永磁电机、发光材料及绿色光源产业
基地。

在章贡区，总投资 100 亿元的中国汽
车零部件（赣州）产业基地，从对接洽谈、
实地考察到签约，仅用了短短 7 个月时
间，速度之快开创该集团在全国投资的先
河。公司总裁助理李东升告诉记者，基地
计划引进 30 家制造企业，年配套生产能
力 80 亿元至 100 亿元，形成汽车与关键
零部件检测、研发与生产、汽车及零部件
市场、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等板块联动的
特色产业集群，将打造成为辐射粤闽湘赣
四省的中部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来自赣州市工业和财税部门的一组
数据，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赣州经济显现的
内生动力：2013 年，赣州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201.65 亿元，同比增
长 14.89%；全市纳税上千万元的企业有

323 户，比上年增加 60 户，占税收收入总
额的 52.8%，同比增长 31.1%。今年上半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20.57 亿
元、主营业务收入 1246.9 亿元，同比分别
增 长 13.1% 和 16.91% ；全 市 税 收 收 入
133.28 亿 元 ，占 财 政 总 收 入 比 重 达 到
81.5%，三次产业税收比重由 2013 年底
的 3∶49∶48 调 整 为 4.1∶42.6∶53.3。 目
前，全市已有各类金融机构 158 家，成为
四省周边金融机构最多、品种最全的设区
市，“磁场”效应凸显。

两年的振兴发展，赣南老区有形的变
化触目可及，无形的变化更加弥足珍贵。
赣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明生说：

“对于全市广大干部来说，振兴发展两周
年，开启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能力
革命’和‘作风革新’，变革之下，观念更
新、信心更足，能力更强、作风更实，这才
是赣南今日之振兴、明日之繁荣的接续力
量。”

大美赣南，有了自强之美，必将更加
从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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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振兴蓝图化作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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