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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跨越 新期待R

3 分钟，一份网约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即可在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办结。通过全国首推的智能辅助审

批创新应用，审批业务向“零人工”

服务模式转型升级，系统自动分析

后 只 需 1 秒 即 可 生 成 智 能 审 查 报

告。自 1991 年“一栋楼”办公开创

全国集中审批先河，如今，“即办即

享”成为福州提升服务效能的着力

点。目前，福州累计共推动 2223 项

“承诺事项”提升为“即办事项”，即

办比例达 84.3%；

2021年 5月 18日，将乐县常口村

党支部书记张林顺代表全村领取了

全国首张林业碳票。作为林地林木

的碳减排量收益权凭证，碳票进一步

破解生态产品难抵押、难交易、难变

现等难题。全国首创的背后，更折射

出福建努力将生态优势化为发展优

势、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

换通道的生动实践；

2012 年 2 月，三明市从虚高药

价、过度诊疗切入，开启医改之路。

走过 10 载，三明医改迈入“以健康

为中心”的 3.0 版。“小病不出村，健

康有人管。”如今在三明，居民健康

档案上传到一体化健康管理信息平

台，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分类、分级、

分片、分标管理。推进医改再出发，

三明的全新改革举措，着力在基本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上，探索

解决“看好病”和“大健康”问题。

从办事窗口，到葱郁森林，再到

看病就医，场景变换，却同样以百姓

获得感为标尺，展现不忘初心、为民

服务的公仆情怀；数字赋能提升效率、立足优势点绿成

金、深化改革守护健康，做法各异，却同样以改革创新

激活发展动力，共同汇聚出时不我待谋发展、全力以赴

惠民生的时代担当。

新时代饱含新期待，新征程呼唤新作为。“在加快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

大突破，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

篇章。”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

提笔新答卷，始终厚植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致

力于解决基层群众所急所盼，用心用情做群众的贴心人，

在平凡奉献中践行初心使命。今天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

的理解，不仅是温饱，而且是更有品质的生活。新时代

的福建正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扬帆新征程，始终勇于自我革命，激发澎湃动力。

攻坚克难、勇毅笃行，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

问题。新时代的福建正以创新思维寻求攻坚之法、破

难之策，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应时

代呼唤和人民期盼，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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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旁，火花四溅，在宁德市周宁县浙江青

山钢管福建分公司的厂房内，一批焊管即将出厂。

“产品主要销往欧美、中东和国内北方地区，

月 产 量 能 达 到 3000 吨 以 上 。”公 司 负 责 人 蔡 勇

强说。

周宁，福建省海拔最高的山城小县，曾经工业

底子薄，发展条件弱。近年来，周宁县产业发展迈

开大步——2019 年引进的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

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年产值超 250 亿元。

周宁之变，正是宁德跨越式发展的缩影。“多上几

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加快跨越式发展。”党的

十八大以来，宁德广大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培育形成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

料、铜材料等四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

集群。

如 今 ，行 走 闽 东 大 地 ，沿 山 向 海 ，处 处 涌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活 力 。 宁德时代、宁德新能源科

技龙头领舞，宁德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

基地。在沿海蕉城，上汽宁德基地智能化程度国

内最高，最快 53 秒下线一台车。在山区寿宁，三

祥新材料“老树发新枝”，投身锆镁合金产业，主

动融入锂电池原材料产业链，开启“换道加速”

新征程……

龙头引领，集群发展。如今的宁德，四大主

导产业集群辐射山海、纵贯全域。2018 年至今，

宁德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30%以上，增速已连

续 7 年 位 列 福 建 省 第 一 位 ，2021 年 产 值 超 3600
亿元。

始终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做强做优做

大制造业，福建不断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

基础。2021 年，福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9.9%，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达 21 个。

龙头引领 实现跨越发展
本报记者 刘晓宇

“超出预期！”为旗下 42 家合作品牌门店很快

申领到新营业执照，贝壳找房（福州）科技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黄丹妮对相关服务连连称赞。

“42 家门店分布于全市 5 个区县，量大面广。

按常规流程，全部办下来至少得大半个月，没想到

10 个工作日就全部完成。”黄丹妮说。

这一切得归功于福州市推出的跨部门、跨行

业“六合一”服务模式，企业在一个窗口一次就可

完成印章刻制、发票申领、“五险一金”等业务。在

福州，企业开办时间由 2018 年的 8.5 个工作日压

缩至如今的 3 个工作小时。今年 6 月，福州再次升

级服务，试点由银行网点协助办理企业开办全流

程登记，将“六合一”服务延伸至银行网点。

主动靠前服务、不断提升效率，小小窗口为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写下生动注脚，更折射出福

建强化政治建设、促进作风提升的不懈实践——

“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

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常抓不懈

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让干部一身泥土香，解了

民忧，暖了民心；

“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

历久弥新的“四个万家”实践活动，将“围着轮子

转”“隔着玻璃看”，变为实实在在了解诉求、回应

关切。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

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久久为功，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福建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福建

将不断巩固深化政治建设、作风提升成果，以新作

风展现新活力，树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风

正气。

提升作风 优化发展环境
本报记者 钟自炜

连排的骑楼被灯光点亮，行人与电动车穿梭其

中，街头艺人吹响悠扬的萨克斯乐曲，两侧小吃店

里，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

这里是泉州中山路的一角。一条中山路，半部

泉州史，串联起泉州众多历史遗迹和文化记忆。

2016 年 2 月，泉州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古城保护

发展工作协调组，对包括中山路在内的 20多条街巷

进行集中的保护提升。

保留传统风貌，修缮老旧建筑，引入新生业态

……在中山路附近的水门巷卖面线糊 40 多年，老

板谢锡国目睹了这条街的今夕变迁：“道路变得整

洁又好看，人气更旺了，连带着自己的生意也越来

越好。”

中山路见证着泉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

年来加强文化保护的新作为。出台地方法规，以

法律手段守护文化遗产；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人

才梯队，发挥传承人的引领作用；建立泉州海丝史

迹志愿者服务队，让保护常态化、全民化……一年

前，在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

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泉州加强文化保护的最佳印证。

福建特色文化众多，闽南文化、红色文化、朱

子文化、客家文化等文化形态各具特色。近年来，

福建不断推进文化强省战略，文化事业蓬勃发

展。据统计，目前全省拥有世界遗产 5 个，位居全

国第二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45 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69 处。全省有 8 个项目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名册）。

守护历史 传承文化记忆
本报记者 王崟欣

三明市将乐县总医院高唐分院诊疗室里，常

口村村民付明玉正在进行膝关节康复理疗。今

年，这位 70 岁老人被确诊为膝关节退变，“总医院

的主任每月来分院坐诊，我再定期检查和理疗，现

在膝盖好了不少！”

不仅如此，付明玉的个人健康电子档案也被

纳入将乐县总医院的全民健康管理平台，有县乡

村三级医务人员组成的健康管理团队为其提供一

体化服务。“这么多人管着我的健康，心里踏实着

呢！”付明玉说。

“医疗资源均衡分布、流动顺畅，基层患者的

就 医 体 验 自 然 提 升 。”将 乐 县 总 医 院 院 长 聂 立

雄说。

三明市自 2012 年启动医改以来，经历“治混

乱、堵浪费”“建章程、立制度”，目前已迈入“治未

病、大健康”的 3.0 版。2017 年，三明市在全部县

（市、区）组建了总医院，将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整

合为医共体；医保基金按人头、年度打包支付给各

县总医院，“超支自负、结余留用”，引导医疗服务

向预防端口前移。

“除了在总医院参加年度培训，专家下乡巡诊

的时候我还能学上几招。”谈起医共体建立后的变

化，高唐分院常口村卫生所乡村医生高发旺打开

话匣，“自己的能力提升不少，为村民们提供的服

务内容也更加丰富。”

如今，高发旺大部分时间都背着健康一体机

走村入户，为村里的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

务，“现在主动服务患者，把患者健康管得越好，收

入越高。”

推广三明医改经验，福建加快构建分级诊疗

体系，既着力打造福州、厦门两个医疗服务高地，

又注重拓展乡镇卫生院功能，加快发展社区医

院。眼下，紧密型医共体已在全省全面铺开，基层

诊疗量占比较 2015 年增加了 4 个百分点。

加快医改 完善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施 钰

车行龙岩市武平县，满眼皆绿。走进捷文村，

千亩紫灵芝散落林间，拨开地面的落叶，新生命在

菌棒的顶端萌动。

“我有青山，林下有宝。”捷文村党支部书记李

财林兴奋地说，紫灵芝收益高，当年种植，当年可

收两次，但也很“金贵”，对生态要求很高。有了紫

灵芝的助力，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2.8 万多元。

来到上镇村，养蜂场内群蜂飞舞，“甜蜜”产业

带来甜美日子。

“林子长得好，林下的产出就多。”上镇村养

蜂能人钟亮生说，当年父亲养一箱蜂年收蜜七八

斤，现在每箱能收 20 多斤。 10 年来他的养蜂基

地从 1 个发展到 6 个，还为外省提供蜂种。他牵

头成立养蜂合作社，去年合作社总收益 1300 多

万元。

林花、林菌、林果、林药、林禽……林下经济在

武平风生水起。林下物产百香果、象洞鸡摆上厦

门金砖会议的国宴，代言“福建味道”；富贵籽产量

占全国 95%以上……

好生态激发了新动能。武平林改经验推

广到全省后，激活了八闽群山。截至目前，福

建省森林覆盖率达 66.8％，连续 43 年居全

国首位；新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 个；培

育各类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近 1 万家；商

品林赎买等 9 项改革做法，被推广到

全国。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从林

改时的 635.9 亿元，增长到去年

的 7021 亿元，居全国前列。

深化林改 享受生态红利
本报记者 连锦添

图①：武夷山九曲溪。

武夷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福建大力推进“一县一

品”特色农业发展。图为屏南县

高山花卉基地中，花农在给文心

兰喷水。

卓育兴摄（人民视觉）

图③：宁德市宁达汽配园内，

工人在焊接汽车零部件。

张文奎摄（人民视觉）

图④：福州滨海新城。

姜 亮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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