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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7日，全省深入学习“千万工
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
会在漳州市举行。连江县在会上
作交流发言，是全省现场发言的
六个典型县之一，也是我市唯一
发言区县。

为何是连江？连江在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上有何独特“打法”？
从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连日
来，记者深入连江，从一个个鲜活
故事里探寻乡村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答案，看见一幅乡村振兴的
斑斓画卷在金凤大地徐徐铺展。

山海互济的全域共富
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区

“出圈”了！
今年第一季度，连江县累计

接待游客 122.86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5.5%，旅游总收入 10.49亿元、
同比增长 24.4%。其中，环马祖澳
滨海旅游度假区吸引客流量近
半，全国各地游客甚至外国游客
寻美而来。看着客流不断涌入，
苔菉镇茭南村党总支书记林素芝
脸上洋溢着骄傲与自豪：“说起茭
南村，很多外地游客会觉得陌生，
但一说平流尾地质公园，大家都
会一致惊呼‘原来网红景点就在
你们村啊’！”

苔菉镇地处黄岐半岛最东
端，是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区
的重要点位。问及茭南村近年来
的变化，大家会不约而同说起自
己由村民变股民、红利来敲门的
故事。

平流尾地质公园陆地面积仅
0.42平方公里，能创出怎样一番事
业？茭南村创新“村集体资源入
股+村民平衡入股+全村分红”的
模式，成立茭南平流尾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走出一条以公园景区
为核心，旅游产业融合乡村建设、
休闲观光的新路径，年接待游客
50万人次。

“公司将70%的盈利分配给所
有投资的村民，剩余30%返还给所
有村民。”茭南平流尾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如说，截至去

年底，茭南村村集体收入年增收
80万元，村民人均增收2000元，带
动就业岗位300多个，实现村民与
村集体发展齐头并进，真正做到

“要让乡村美，更要让乡村富”。
平流尾地质公园是环马祖澳

滨海旅游度假区“一盘棋”中的关
键一子。地处对台前沿，有着“近
台邻马”的独特区位优势，连江没
有局限于一城一池，而是把眼光
拓宽、视野放远，通过念好山海
经、唱好对台戏，策划生成总规划
面积13平方公里的环马祖澳国家
级滨海旅游度假区，深度串联浦
口、筱埕、安凯、黄岐、苔菉等乡
镇，整合定海水下考古文化、旗冠
顶祈梦文化、宋窑文化等各方资
源，融入马祖文化元素，让“网红”
变“长红”，持续走好高质量发展
之路。

其中，“五化同步”发挥着重
要作用。“我们深入挖掘连江丰富
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推动资源景
观化、景观产品化、产品市场化、
市场品牌化、品牌效益化，打造出

更多彰显各类文化内涵的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平台，继而做大三产
带动做强二产、反哺做优一产，推
动乡村振兴和群众致富。”连江县
委书记陈劲松说。

得益于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
假区的“出圈”，如今的连江不只
是福州的连江，正成为福建的对
台窗口和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平
台。

“单项冠军”的沿链聚合
海面下方养殖自主培育的大

黄鱼、海面发展“旅游+研学”文旅
融合深度游、海面上空产出清洁
能源，在全国首台半潜式渔旅融
合深海养殖装备“闽投1号”上，纷
至沓来的游客对“汗水渔业向智
慧渔业转变”有了切身感受。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想不
到现在渔民穿着西装皮鞋就能轻
松养鱼了，更神奇的是，我们在

‘家门口’就实现了航海梦！”游客
陈美龄带着一家老小从福州市区
驱车前来感受“闽投1号”的魅力，
惊呼“大开眼界”。

这件充满“未来感”的事，发
生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
——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湾海域。
这里是福州“百台万吨”深远海养
殖工程的试验田，连江以工业化
思维打造“海上粮仓”，吸引“闽
投”“乾动”“定海湾”“泰渔”等 11
台深远海养殖平台接连落户，投
放数、投产数均居全国第一，成为
全国规模最大的海上智慧生态牧
场。

距离定海湾不远，福州日兴
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内，连江鲍鱼
极限变身——从制成冷冻鲍鱼、
即食鲍鱼，到从鲍鱼内脏中提取
天然牛磺酸、鲍鱼肽，再到从鲍鱼
壳里提取中药材、珍珠粉，正源源
不断销往全球各地。

“放在过去，要问这片海域价
值几何，恐怕大家心里都没底。

但现在，我们都能给出一个准
数。”日兴水产董事长江铭福胸有
成竹地说，“我们有多个‘单项冠
军’，这是我们的绝对优势！”

此话怎讲？作为全国海洋大
县，连江拥有 500多种海产品，全
国每 3粒鲍鱼就有 1粒来自连江，
每 3片海带就有 2片来自连江，每
4粒鱼丸就有 1粒来自连江；在全
市率先实现“岱衢族”大黄鱼规模
化育苗，做强产业链；虾皮年产量
8000吨，居全国第一。

光有总量只是“胖”，提高质
量才是“壮”。为了在更大范围内
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整合
提升，在连江政府部门的牵线搭
桥下，多家企业与省外甚至海外
市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产
销合作意向。“海边货”搭乘“海上
风”进入中高端市场，“海连江”渔
文旅区域公共品牌在全国的知名
度越来越高，助推一二三产业融
合，带动渔民全面增收致富。

为了让连江海产更具竞争
力、美誉度，不久前，在北京举办
的“世界渔都·连江福品”连江产
业推介周活动中，“海连江”区域
公共品牌运营中心携手中国物品
编码中心、长威科技推出全国首
个区域公共品牌食品数字标签，
实现产品从海区到餐桌的食品安
全全程可追溯。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
括日益丰富的餐桌。我们深入践
行大食物观，坚持因地制宜、久久
为功，用工业化思维打造‘海上粮
仓’，切实把‘靠海吃海，发展特色
产业’这出戏唱响唱好，同时紧盯
市场前沿、打造产业生态、沿链聚
合、集群发展，构建生态型创新型
高增长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陈
劲松说。

富美乡村的形神共美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连江县在念好“土”字诀、打好

“特”字牌、唱好“产”字歌的同时，
对乡村提出更高要求——形神共
美。

何为形神共美？就是要尊重
乡村原有肌理，不破坏地形地貌、
不改变河道自然流向、不拆传统
民居，下足绣花功夫，推进乡村微
改造、精提升。

御风，枕海，听涛声。在黄岐
镇古石村福人号召文创基地，台
胞陈柏菁内心安定且欢愉。在这
里，他找到广阔人生舞台——和
当地政府一拍即合，以驻村陪护
式服务活化利用当地特色石屋，
并始终坚持修旧如故、应保尽保，
保护开发与活化利用相结合，从
规划、设计、营造美丽乡村，到创
意、营销、带动产业发展等全程参
与，深入挖掘当地乡土文化和发
展潜力，将古村落颜值变为经济
价值。

陈柏菁团队来了，来自台湾
的黄德祐、张瑜心团队也来了，为
古石村乡村振兴和闽台乡建乡创
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在大家共
同努力下，古石村入选 2024年闽
台乡建乡创合作省级样板村。“村
庄名气越来越大，大家的腰包越
来越鼓。”村民老陈喜不自禁。

走访中，记者发现，连江县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条重要经验
就是因地制宜，集中力量抓好办
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

“这里原来是废弃鲍鱼养殖
场，现在政府要打造成可研学、可
展览、可阅读、可食宿、可造梦的
滨海文旅休闲空间，真正实现变
废为宝。”在平流尾地质公园临海
处，村民陈举走进一处与周边岩
石融为一体的崖壁空间，不时用
手抚摸着崖壁。

“这是我们的岸线生态修复
试点项目，以‘生态+’形式，构筑
集绿色生态、历史文化、休闲旅
游、海洋经济于一体的复合生态
型海洋景观设计，带来环境颜值、
生态价值和地区产值的多重提
升。”苔菉镇工作人员说，考虑到
周边岸线受损，资源低效粗放利
用、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一定程
度上影响海洋生态环境和群众宜
居美居，因地制宜打造“最美岸
线”提上议事日程，最终目的是实
现“水美、岸美、产业美”。

形神共美之下，连江“山海通
道”更加广阔。

“我们将深化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持
续提升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实
效。”陈劲松表示，通过实施乡村
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红色文化、海
洋文化、畲族文化、温泉文化等标
志性“金名片”；让群众在“一条
鱼”“一粒鲍”“一根海带”产业链
上鼓足腰包、涌现创新创造创业
活力；用好“近台邻马”优势和全
国海洋大县资源禀赋，为两岸游
客带来更多“诗和远方”，打造一
个产业融合发展、气质开放包容
的连江。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
员 王至莹）时下正是蓝莓采摘季，
在长乐区金峰镇首台村宏源开心
农场的蓝莓园，圆润饱满、色泽鲜
亮的蓝莓如蓝宝石般点缀在青枝
绿叶间。众多游客手提果篮穿梭
在蓝莓树间，享受采摘的乐趣。

“来尝尝我们的蓝莓，和超市
里卖的可不一样。”游客在果农的
引导下，将熟透的蓝莓放进嘴里，
咬开娇嫩的果皮，饱满的浆汁在舌
尖蔓延，酸甜可口，果香四溢，满足
了味蕾，更愉悦心情。

“我们专程从福州开车过来，
现在是蓝莓成熟的季节，在这里不
仅可以尝到新鲜可口的当季水果，
还能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游客
陈女士和朋友摘了不少蓝莓，打算
回家为孩子做蓝莓果酱和果汁。

农场负责人陈尚慧说，农场蓝
莓种植面积 11亩，有优乐卡、薄雾
等 5个品种，亩产量约 100公斤，每
年4月至8月是采摘期，每年蓝莓的
销售额在五六万元。

是什么让这里的蓝莓如此美
味？答案就在土地里。“首台村的
土壤与其他地方不同，里面含有
铁、锌等微量元素，土质疏松、透
气，非常适合种植蓝莓，在原产地
一棵结果1.5公斤的蓝莓树，在这里
可以结果 5公斤。”陈尚慧说，蓝莓
进入采摘期后，他请周边村民进行
摘果与日常管护、检验，带动大家
就近就业增收。

除了种植蓝莓，近几年，陈尚
慧不断流转土地，陆续种植了水蜜
桃、树葡萄、七月瓜等 20多个品种
的水果，由水果制成的蓝莓汁、杨
梅酒等产品也备受游客青睐，农家
乐的生意愈加红火。

通过打造特色产业，首台村不
仅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提升了农
产品附加值，还促进了农民增收，
绘就一幅乡村振兴的甜蜜“丰”景。

市委党校与9所高校共建
“3820”大思政课教学基地

本报讯（记者 林晗）28 日，为巩固
“3820”大思政课进高校的教学成效，扩大
“3820”战略工程实施 30周年成就展作为福
建省“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影响力，福
州市委党校联合省市高校开展“3820”大思政
课教学实践，并签约共建基地。

教学实践由福州市委党校“3820”战略工
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讲解老师、“3820”战略
工程亲历者、资深教授共同完成，以“讲解+
互动+授课”的体验式教学形式，重温习近平
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
大实践，引导广大高校师生深刻把握“3820”
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
进力量，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
和情感认同。

同时，福州市委党校分别与福州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医科大
学、闽江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
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 9 所高校签订基
地共建合作协议，推动教学资源共享，为
广大青年大学生提供高质量的研学实践
教育平台，打响具有福州特色的思政工作
品牌。

闽侯白沙10栋古建筑
将“活”起来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李煜晗）
记者昨日获悉，闽侯白沙镇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改善提升街巷打造及风貌提升项目已完
成规划设计方案。

白沙镇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有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县
级文物点22处。“白沙镇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古建筑出现屋面渗
漏、墙体破损等情况，需要及时修缮。”项目
经办人郑振雄说，此次工程将修缮新坡村、
上寨村、林柄村的 10栋古建筑，并有序推进
活化利用。

新坡村江氏古厝（又称永奋永襄厝）有
近 300 年历史，占地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
是福建省保留较完整的大型清代建筑之
一。“修缮古建筑的同时，我们将整治永奋
永襄厝周边的主街，提升整体风貌，打造特
色古街巷。”郑振雄说，在保护街巷历史风
貌的前提下，白沙镇计划引入符合街巷特
色的多元业态，使传统文化与经济效益相
得益彰。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 通讯
员 叶宇婧）28日，在永泰县白云
乡北山村民住宅小区，相关部门
现场受理申请并发放27本不动产
权证书。这是永泰首次下乡现场
办证。

北山村民住宅小区项目用
地面积 488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760平方米，按 80平方米联排式
建设 24 栋房屋，解决了 28 户当
地村民建房需求。村民相对集
中居住，有力促进乡村集约化用
地，构筑起较为集中的乡村生活
圈。

聚焦“政务服务就近办、群众
办事不出村”的服务宗旨，北山中
心村党委为村民统一办理农转用
程序，统一收集群众审批材料；乡

政府统一规范村民建房审批手
续，发放相关许可证书。项目建
成后，由乡、村针对建房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联审联办，组织集
中验收、统一整改。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领到农村建房的相关规划
许可证、宅基地批准书、不动产权
证书等证件。

“以前审批办证流程要我们
自己去跑，会浪费许多时间，现在
村里面牵头解决了这个问题，真
是太好了”“证到手，心里一下子
就踏实了”……当天，在白云乡北
山村民住宅小区联合办证现场，
拿到不动产权证的村民们相互分
享心中的喜悦，大家脸上洋溢的
笑容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期待。

我省从五方面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集群发展水平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29日，省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决定》，这是省人大常委会通过行
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汇聚全省上下推进新型
工业化合力的行动。

《决定》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五
方面重点任务，即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集群发展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决定》指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推动各类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优化集群发展布局，培育
县域重点产业链，深化园区标准化建设，构
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生态，主动融入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工，促进区域、闽台
融合发展；巩固提升支柱产业，改造升级传
统产业，积极培育新产业新赛道，前瞻布局
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大
力推进制造业“智改数转”，深入实施智能制
造，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循环供给体系；提升产
业体系自主可控能力，统筹好产业发展和产
业安全，提高协同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链条。

按照《决定》，到 2035年，我省工业现代
化水平大幅提升，率先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总体目标。

为全力保障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决定》还提出五方面的保障措施，包括加
强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完善用电、用气政
策等。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还表
决通过《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这是对原法
规的修订，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条
例》明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落实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将安全生产考核结果与奖惩
措施挂钩。未参加工伤保险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从业人员死
亡的，除由该单位向死亡者近亲属按照工伤
保险待遇标准支付相关费用外，还应当一次
性支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赔偿金，给予人文
关怀。

来自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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