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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 新 高 地 竞 逐 新 赛 道
——江西九江加快推动工业数字化转型

推陈出新促进旅游消费升级

耿丹丹

北京市丰台区探索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村 里 有 了“ 金 融 副 村 长 ”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玉堂街道苏山村，盛开的桃花与大棚、民居构成一幅乡村生态新画

卷。近年来，当地政府引导群众发展桃树、草莓种植等产业，打造出以花为媒、以节会友、

以节招商的“花经济”，带动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 程 聪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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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 江 西 九

江 鄱 阳 湖 生 态 科

技城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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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浙江省湖州

市 长 兴 县 吕 山 乡 胥 仓 村

“千亩方”永久基本农田纵

横交错。近年来，长兴县

吕山乡实施全乡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复垦建设用地

1325 亩 ，垦 造 耕 地 1806

亩，新增耕地 3274 亩，形

成连片优质农田近万亩。

吴 拯摄（中经视觉）

日产 150 万只球泡灯、45 万只灯丝灯，发

往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位。在江西省唯一的沿江港口城市——九

江，昕诺飞·凯耀照明产业园 2023 年 8 月建成

投产，拥有 213 条自动化生产线，当年产值达

8 亿元，在全球照明领域拥有了一席之地。

“黑灯工厂”、数字车间、智能产线⋯⋯

从行业龙头企业到众多中小企业，从石化化

工、纺织服装、钢铁有色等传统工业到新材

料、新能源、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

兴产业，九江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乘“数”而上、向“新”发力，加速重

塑九江工业重镇新辉煌。

数智升级

日前，坐落在浔阳江畔的中国石化九江

分公司 （以下简称“九江石化”），年产

150 万吨芳烃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推进会举

行，标志着该项目从纳规核准进入实质性落

地建设阶段，成为公司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一步。

九江石化是目前江西省唯一的大型石油

化工企业，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

相隔仅数公里，但它的存在没有带来“违和

感”，却带来了“加分项”。去年底，九江石

化成功获评工信部“数字领航”企业，是石

油石化行业唯一入选的企业。在九江石化，

选择什么原料、加工什么产品、如何加工产

品等，均可借助数智系统的“分析”找到最

优答案。公司实施的 800 万吨/年油品质量

升级改造工程，采用先进的全加氢工艺技

术，加工过程由“脱碳型”向“全加氢型”

转 变 ， 截 至 今 年 1 月 底 ， 轻 质 油 收 率 由

70.4%提高至 83.6%，油品质量标准也不断提

升，实现了石油资源高效利用和油品的绿色

升级。

作为江西传统老工业基地，九江制造业

基础较好、门类齐全，不少领域走在全国前

列。如何乘“数”而上，实现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近年来，九江市委、市政府向“数”

图强，加速构建“1+3+N”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布局体系，实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倍增

工程、产业数字化提质工程、“数智新九

江”建设工程、数据价值化培基工程“四大

工程”；坚定打造“四区一高地”——打造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化重要集聚区、产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重点先行区、场景应用推广先

导区、数字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区，努力成为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位于九江德安高新技术产业园的江西德

鑫纺织有限公司，上百台纺纱设备自动运

转，偌大的车间鲜有工人的身影。“从投

料、纺纱到成品打包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

能化、数字化，整体用工量减少了 80%，流

程缩短了三分之二，产能提升了 15%。”谈

及数字化转型成果，公司副总经理李光文给

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正是得益于数字化转

型的赋能，德安县纺织服装产业聚链成势、

集群发展。2023 年，全县纺织服装营业收

入达到 208 亿元。

“数”“智”转型裂变，让九江成功跻身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百强榜。今年初，江

西省工信厅发布全省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情

况报告，九江市产业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指

数为 86.9，位列全省第一，产业数字化综合

发展水平领跑全省。

逐新提质

低空经济作为增长新引擎，已成为各地

竞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

近日，记者来到九江共青城市低空经济

产业园，在总投资 21 亿元的京飞无人机项

目首期示范区无人机组装线上，技术人员正

在组装即将面向市场的各种型号无人机产

品。“计划年产无人机 1.5 万架，实现产值

12 亿元。”江西京飞低空经济产业园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飞勇信心满满地描绘着公司

未来的发展前景。

作为新兴产业，低空经济可以充分享

受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的 红 利 。 拎 包 入 驻 、 即 产 即 试 、 园 区 办

证，共青城市正加快建设 11 万平方米的无

人机研发制造基地、13 万平方米的科技孵

化基地、6 万平方米的创新技术研发成果

转化基地，进一步完善功能和服务，力争

在未来 3 年到 5 年内打造全国一流的无人机

生产制造基地。

面对产业加快迭代升级的挑战，九江向

“新”发力、提“质”前行，集中有限资

源，做大做强新兴产业活力板块，构建体现

九江优势和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塑造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九江最西端的修水县，这里不沿江、

不靠湖、不通铁路，一直秉持着“大山深处

办工厂、石头缝里办企业”的信念，高起点

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培育新兴产业。2022

年 7 月，全县引进百亿元模具数字产业园项

目，项目完全建成后可实现产值 100 亿元以

上，实现年利税 15 亿元。修水县政府相关

负责人介绍，百亿元模具数字产业园将按数

字化智慧工厂来规划、建设、管理，同步投

资建设模具产业集群平台，实现模具产业的

高度集聚、深度融合、快速发展。

近年来，九江新能源、信息技术、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等加快创新突破。华为、

科大讯飞、生益科技等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

纷纷落地九江；德福科技、欧克科技等本土

企业强势崛起。为打造全省新兴产业集聚高

地，九江提出力争到 2025 年，全市电子信

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营

业收入均达到 2000 亿元以上。

赋能聚力

江西蓝科半导体有限公司 2018 年落户

九江经开区。早在多年之前，为了提升企业

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就开始着手以数

字化为主攻方向，推动转型升级。“要怎么

改？从哪里入手？一开始我们也是比较茫

然，迫切需要政策助力。”公司生产部经理

熊义强回忆说。

得知企业想法后，当地工信部门邀请专

家团队主动上门“出诊”、现场“把脉”、开出

“良方”，破解企业“不会

转”难题。2023 年，该企业

投入 3000 余万元进行生产线智

能化改造，生产综合效益提升 20%

以上。

围绕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九江专门

出台了数字化改造、工业互联网应用等支持

政策，对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给予设备投

资 5%到 20%的资金支持；同时在企业上云

入网进平台、“两化”融合示范、专精特新

建设、数字化车间、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政

策赋能。

“针对不少中小企业表现出的不愿转、

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九江通过综合施

策，设立每年 1 亿元的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扶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有力推动企业与产

业快速发展。”九江市工信局局长娄琦介

绍，近年来，九江选树 218 家综合试点企

业，重点推动改造提升，技改投资占工业投

资 比 重 由 2019 年 的 30.6％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45.4％。同时，大力实施企业梯次培育行

动，累计培育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2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32 家，独角兽、瞪羚企业 44 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648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547 家，数量均居江西省前列。

为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九江市

持续开展“千个部门进千企，精准帮扶促发

展”活动，每年安排市、县两级 1000 个以上部

门，对全市所有规上企业实行一对一帮扶；实

施“千企技改”转型行动，5 年来共实施重大

技改项目 1432 个，一批企业实现产能扩张、

技术升级；纵深推进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一号

发展工程”，全面打响“工业互联网、数智新九

江 ”特 色 品 牌 ，企 业 工 业 设 备 上 云 率 达

17.4％ ，工 业 互 联 网 平 台 应 用 普 及 率 达

23.5％，竞争发展新优势日益凸显。

如今，旅游成为人们休

闲娱乐的重要方式，旅游消

费也因此成为促进经济增长

和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最

近，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各地

“ 赏 花 热 ”成 为 旅 游“ 热 搜

款”，“赏花+露营”“赏花+市

集”“赏花+体育”等融合业

态持续升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

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

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如何培

育消费增长点？不妨从紧盯

旅游市场新需求、创新旅游

产品、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特

别是提升旅游服务智能化水

平等方面拉动旅游消费。

旅游消费不断创新高，

是旅游市场持续“回暖”的信

号，也从侧面反映了旅游产品

越来越丰富。同时也应看到，

旅游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传

统的观光旅游已不能满足游

客的多样化需求，门票减免、

住宿优惠、交通补贴等不再是

大多数游客的首选因素，更多

的游客开始追求个性化、高质

量的深度旅游，这也对旅游服

务提出了新挑战。

旅游产品持续创新是吸

引游客的关键。不断“推陈

出新”，才能吸引更多游客。

这就需要各地结合自身的自

然和文化资源，突出地方特

色，通过举办节庆活动、文化

体验活动等，深度挖掘文旅

资源潜力。比如，湖北省武

汉市在赏花季推出“春游武

汉十大推荐线路”，举办赏花、国风、艺文、郊游四大“浪漫武

汉”系列文旅活动，培育形成自身的文旅 IP，有效拉动了旅

游消费。

提升服务质量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游客对一个地

方的美誉度提升，才会更好激发消费热情。行程规划、导游

服务、住宿餐饮等全环节都要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让游客

能够享受到愉快、舒适、安全的旅游体验。近期，甘肃省天

水市的麻辣烫继淄博烧烤、“尔滨”冻梨后登上“热搜”，大量

游客前去品尝。当地通过更新城市基建、提供志愿服务、开

通公交专线、设置外地旅游车辆临时停车点等举措，提升了

服务水平，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

数智赋能旅游产品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基础。在数字化

时代，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旅游

服务智能化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比如，通过智慧旅游平台，

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推荐、在线预订、智能导览等；再

如，在文化旅游景区推出 VR 体验、4D 还原历史场景等，运

用科技丰富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享

受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与乐趣。为此，应进一步重视新

技术在文旅及其配套行业的应用，顺应旅游消费升级趋势，

更好地激发旅游消费市场潜力。

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深度参与。为有

效破解农村发展人才“荒”、产业升级融资“难”、集

体经济增收渠道“窄”等问题，北京市丰台区在全

市率先探索创新金融服务模式，聘任 70 名来自金

融机构的“行长”成为“金融副村长”。通过强化政

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发展，真正打通金融支农、助

农、惠农的“最后一公里”。

“接过聘书，就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不久前，北京银行丰台支行行长助理门晓璐又多

了一个身份——“金融副村长”。她告诉记者，

“‘金融副村长’的服务模式，能让我们进一步

加深对农村地区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的了解，

为丰台区农村和集体经济组织提供更深入的金融

服务”。

门晓璐表示，已了解到部分村集体企业因历

史遗留成本较高、项目资金占压大且尚未形成有

收益的集体资产，导致日常支出压力较大需要资

金支持。“我们将定制多样化信贷方案，为各村落

实扶持项目、争取惠农资金，持续研发专门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案，加大对农村金融产品的投放与推

广，为村集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丰台区是首都核心功能承载区，共有 26 个街

镇。其中，涉农街镇 21 个，包含 56 个行政村、70

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随着北京南城发展计划落

地，丰台区大力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以

“三大铁路枢纽、四大商务新区以及多条地铁商

圈”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丰台区集体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优

化升级的关键期。”丰台区委组织部部长牟晓春表

示，“金融副村长”是丰台区在探索创新金融服务

模式、推动金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方面的一项重

要举措，旨在加强金融服务农村实体经济的能力，

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到乡村基层，盘活利用好农村

集体资金、资产、资源。

与 门 晓 璐 一 同 上 任 的“ 金 融 副 村 长 ”共 70

名。他们来自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等 12 个金融机构，将走进丰台区 56 个行政村

和 14 个集体经济组织，协助开展农村产业培育、

招商引资、风险防控等产业发展工作。

“金融副村长”的主要任务有 3 个：一是当好

“信息员”，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帮助村民了

解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金融诈骗等，守好百姓的

“钱袋子”；二是当好“勤

务员”，了解村集体和村

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

后 一 公 里 ”；三 是 当 好

“辅导员”，以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为工作重点，

帮 助 各 村 落 实 扶 持 项

目、争取惠农资金、办理

理财产品等。

卢沟桥街道张仪村党总支书记吴学民表示，

“聘任‘金融副村长’为推动丰台区村集体经济

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张仪村将主动与对口金融机

构进行深度对接，培养专业化的金融村干部，不

断优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业布局，推动高质高

效的招商引资”。

为助力“金融副村长”发挥作用，丰台区还制

定出台了《关于聘任兼职“金融副村长”推进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搭建起农村和金融机构

的桥梁纽带，把金融“活水”直接引进田间地头，更

好发挥金融赋能农业农村发展的功能作用，切实

发挥金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最大效用。

“通过聘任‘金融副村长’，丰台区进一步完善

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

效率，为产业振兴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丰台区

委农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丰台区将进一步

加大培养力度，提高“金融副村长”专业素质和综

合能力。同时，加大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关注丰台农村发展，为乡

村全面振兴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