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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全国最大革命根据地……座座红色地标，

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崇山峻岭间，矗立起

彪炳史册的丰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深入原中央苏区考察调研，对老区群众始终

记挂在心：“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好

了，一定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

要忘了中央苏区的老百姓们。”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彻底摆脱绝

对贫困！如今，原中央苏区的乡亲们同全国

人民一道，如期迈入全面小康，正阔步走向

新征程……

行走在这片红土地，在苍翠绵延的山岭

间，在锦绣如画的大地上，在繁忙运转的工

厂设备旁，在幸福洋溢的张张笑脸中，都可

以领略到新时代的原中央苏区新面貌。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接续奋斗新征程

大山环抱的赣南地区，自然条件差，经

济底子薄，贫困人口多，曾是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之一。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鳞次栉比

的蔬菜棚延伸到远方……大棚里，绿色秧架

下，颗颗番茄圆润鲜红，村民林秀花熟练地

采摘着果蔬：“一月能赚 2000 多元。”这个富

硒蔬菜基地，成为她如今生活的新希望。

5 年前，丈夫患了重病，治病欠了不少

钱，林秀花成了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好政策“兜”住了这个家：2018 年，帮扶

干部介绍她的大儿子到于都县的服装产业

园做工，又为她家申请了低保补贴和教育补

贴，还介绍林秀花到蔬菜大棚就近工作。“离

我家很近，干完活，还能照顾家里……”林秀

花说。

生活好起来的，远不止林秀花一个。2012
年，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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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原中央苏区

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

群众获益最多的时期。在赣州，114.3万农村

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奔上了小康路。

在梓山镇潭头村有一面墙，上面绘满了

村民的笑脸。指着墙上自己的笑脸，73 岁

的孙观发高兴地说：“生活这么好，我要跟儿

女们一起过上更好的日子。”

仲春时节，步入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

燕子窠生态茶园，茶农杨文春聊起今年的光

景：“初春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雪，今年的春

茶特别好！”

种上生态茶，用上智能化生产设备，探

索清洁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过去一

年，杨文春的茶叶优质率、精制率不断提升，

收购价也提高了不少。“茶一直是我们这里

的支柱产业，我们还要努力提高茶产业的科

技化水平。”杨文春说。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接续奋斗，老区群众有了新期

盼……

绿色招牌越擦越亮，
生态饭越吃越香

武夷山国家公园物种“大家庭”，又添新

成员。今年初，武夷山国家公园对外公布生

物资源本底调查阶段性成果：武夷林蛙、无

凹带蜉金龟、武夷山毛泥甲等 6 个新物种被

首次发现。至此，武夷山新发现的物种数量

已达 11 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秀美的生态

环境，也是原中央苏区重要的资源优势和

品牌。

旭日初升，阳光洒进江西省抚州市资溪

县马头山生态公益林场。护林员吴新民一

边打开手机里的“林长通”APP，一边走进莽

莽青山……

如今，抚州市 1541 名专职护林员的日

常巡护情况都在智慧平台实时显示；乱砍滥

伐、乱采乱挖、乱征乱占等情况可被及时发

现。森林资源监管全天候、一体化，已经迈

入“云”时代。

从林长制、河长制，到法治化保护、智能

化监管……原中央苏区人民的生态保护意

识越来越强。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万安镇养蜂能人

钟亮生对此有真切的体会：“养蜜蜂关键在

蜜源。以前，砍树多，蜜源少，一箱蜜蜂产不

了 10 斤蜜。现在，林子密了，蜜源多了，产

量也翻了一番多。”

养 蜂 16 年 ，钟 亮 生 的 养 殖 规 模 多 达

2300 箱，“前不久，蜂蜜丰收了，我们通过直

播带货卖得很快，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从福建发起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动

了人们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有效控制了森林

资源消耗。林改后，“山定权、树定根、人定

心”。武平全县造林面积超过此前 25 年的

总和，森林覆盖率高达 79.7%。百香果、象

洞鸡、乡村游……绿色经济风生水起。

行走在原中央苏区的大地上，但见绿色

招牌越擦越亮，群众的生态饭越吃越香。

加强创新引领，老区
产业提质增效

一条传输带将搅拌好的混凝土有序运

送至生产车间，在智能生产线系统的控制

下，装配式生态框、装配式路基板等绿色建

材产品不断地被生产出来……

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新塔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装配式生态框、装配式路基板等

各种绿色建材，成为建材市场上的热销品，

畅销珠三角地区。眼下，蕉岭县正着力打造

“建材循环经济产业园”，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打造绿色建材产业链。

广东省提出，推动老区苏区产业提质增

效，鼓励省属企业、民营企业投资带动发展，

支持梅州等地创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广东省财政 5 年新增 210 亿元支持老

区苏区振兴发展，对落地老区的中央预算内

投资项目同步予以支持。

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蛟洋新材料产业

园，一个个强强联手的企业组合引人关注。

吉利科技集团、巴斯夫杉杉等企业“牵

手”，投资组建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主做锂电三元前驱体材料。“吉利科技集

团有丰富的废旧动力电池原料，巴斯夫杉杉

有技术优势。多家企业联合，共同参与新能

源科技创新。”负责人石小东说。

凭借产业协同配套的先发优势和前瞻

性布局，上杭的新材料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 ：2020 年 产 值 过 百 亿 元 ，2021 年 则 接 近

200 亿元。

抓举、抬臂、绕线、充磁、组装，几十台蓝

色的六轴工业机器臂各显身手，一条无人自

动化智能生产线上，稀土永磁伺服电机正源

源不断地下线……这款电机由中科拓又达

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智造’显身手、延伸产业链，我们的稀

有 金 属 产 业 有 信 心 在 高 质 量 发 展 中 迈 向

1000 亿元的规模。”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委

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今年 3 月，国务院批复

同意建设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打造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样板”

的重任，又落在了这片红土地上。

消息传来，原中央苏区的干部群众鼓起

新干劲：“一定继续发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奋力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中走好走

稳！”原中央苏区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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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过高大的龙门吊，阳光洒在五

颜六色的集装箱上。随着一声嘹亮的汽

笛，4 月 8 日，赣州国际陆港今年第六十列

中欧班列正满载着货物，缓缓驶出……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曾经是原中央苏

区全红县之一。如今 坐 落 于 南 康 区 的 赣

州 国 际 陆 港 ，日 吞 吐 量 600 标 箱 ，中 欧

（亚）班列覆盖中亚五国及欧洲 20 多个国

家 100 多个城市。

赣州港的发展，还要从南康家具产业

说起。家具是赣州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但所需木材 80%依赖进口。乘着《国务院

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

干意见》的东风，当地有了一个想法：把木

材入境的口岸就放在南康。

2015 年 1 月 19 日，赣州进境木材检验

检疫监管区直通运营，进口木材可以从深

圳盐田港直通南康。

受益于赣州港的直接带动，南康家具

产 业 产 值 从 建 港 前 的 百 亿 元 增 长 到 超

2000 亿元。“外贸规模越来越大，功能也越

来越全面。”赣州陆港铁路运营公司总经理

刘立平说。如今，赣州港已成为集国际物

流、海关监管、保税仓储、数字经济等为一

体的综合性内陆口岸。

“我们尝试铁海联运模式，主动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刘立平说，“和盐田港共

建赣深组合港，同港同价同效率，建设深赣

港产城特别合作区，常态化开行深赣欧班

列 。 如 今 老 区 牵 手 特

区，乘风而上，曾经的开

放末梢成了开放前沿。”

江西赣州国际陆港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振兴发展 乘风而上
本报记者 杨颜菲

一款名为“寻味俞邦”的特色小吃包时

下颇为走俏：它集纳了面条、辣酱等十几种

来自俞邦村周边的美食。半年不到，网销

量突破 10 万份。福建三明市沙县区夏茂

镇长阜村面干厂厂长罗奋忠抑制不住内心

的喜悦：“片区小吃更丰富了！”

罗奋忠口中的“片区”，是指夏茂镇的

俞邦片区。近年来，被誉为“沙县小吃第一

村”的俞邦村，知名度日渐彰显，年游客量

突破 20 万人次。

如何让品牌效应延伸到更广范围？“我

们的答案是依托‘跨村联建’农村党建模

式，实现‘抱团发展’。”夏茂镇党委书记张

卫华说。夏茂镇以俞

邦村为联建主体，联

合 周 边 5 个 村 党 支

部、2 个经济合作社党支部，成立俞邦片区

党委。

着力破解村庄规模小、经济基础弱、人

口老龄化等问题，2017 年起，三明市探索组

建以强带弱型、产业主导型、村企共建型等

类型的联村党组织，走出了具有老区特色的

发展道路。截至目前，全市共有联村党组

织 194个，覆盖 717个村，占总数的 41.3%。

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村党支部书记林

上斗正忙着为“通汶联村农副产品集散中

心”建设方案奔波……他从部队转业后当选

了村支书，与乡亲们一起团结奋斗。经过几

年发展，如今的半山村已然焕然一新。

据了解，三明市同步实施“人才回引”

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回村任职，在乡村振兴

中发挥“头雁”作用。

福建三明探索实施“跨村联建”农村党建模式——

建强战斗堡垒 汇聚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刘晓宇

■喜看老区新变化R

在江西瑞金，九堡镇产业基地的脐

橙花香，油茶喜人；在福建三明，沙县小

吃探索转型，尝试新工艺，传承老味道；

在广东梅州，智能化生产线紧张作业，

绿色建材产业链逐渐形成……在赣闽

粤原中央苏区这片红土地上，一幅高

质量发展的新画卷正徐徐铺开。

脱贫之后谋振兴，苏区广大干部群

众都铆着一股劲。从历史走来，向未来

进发，苏区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

富，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开

拓进取，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让红色基因永不褪色、代代相传。

近年来，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党委

政府精准施策、主动创新，破解发展难

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以实

干赢得实绩。在赣州经开区，每个干部

的工作牌上都印着一句话：“始终把做

好服务作为自己最大本分。”从改善基

础设施，到加大帮扶力度；从支持发展

特色产业，到鼓励探索机制改革；从保

护生态资源，到发展绿色经济……一切

工作都要真抓实干做出实效，才能“创

造第一等工作”，开创发展新局面。

赣南曾经传唱着一首山歌：“正月

里来是新春，红军发我土地证，四四方

方一张纸，圆圆巴巴一颗印。”歌谣唱出了当年老乡拿到土地

证的喜悦。如今，歌词又添新内容：“喜连连来笑连连，山林天

地再确权，感谢党的政策好，农民吃了定心丸。”在确权的土地

上，原苏区人民创新思路，盘活资源，发展产业，实现了脱贫摘

帽，正在奋力振兴发展！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1933 年，中央苏区曾发布一

份《中央政府修路计划》所附干路图，以瑞金为中心，22 条干

路向四周延伸。如今，干路图已从图纸变为现实。道路一通

天地宽，原中央苏区驶入了发展快车道，老区人民群众正意气

风发地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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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江西贵溪市发动机关键技术及机理研究工作站内，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测试。 卓忠伟摄（影像中国）

图②：福建三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城发广场分园，孩子们在

做游戏。 范乐凯摄（影像中国）

图③：广东大埔县青溪镇红色遗址棣萼楼，吸引不少游客前

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④：江西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新貌。

朱海鹏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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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感悟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