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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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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福 建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
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首

《如梦令·元旦》，是毛泽东创作于1930年1月红军挺进
闽西时。开篇所指，正是福建省宁化县。

宁化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点县，从1929年到1934
年10月红军长征前，宁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和中央红军兵源、财源、粮源最有保障的重要
基地。如今，宁化是福建省 23 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
一。近年来，宁化以“贫困村整村扶贫、贫困户脱贫
增收”为目标，深入开展以百个农业重点项目、百亿
现代农业产值为主的“双百”活动，摸索出一条产业
脱贫、精准扶贫的特色道路。

一本号谱话今昔

福建宁化革命纪念馆内，一本1932年印制的《中
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

“这本号谱是镇馆之宝，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最完
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号谱。”纪念馆原馆长张标
发介绍，军用号谱，不仅记载着指挥战斗、安排生活
的各类曲谱，更有许多红军部队的番号、作战口令。

“一首号谱就是红军的一个密码。”
小小号谱，无声讲述着红色岁月。
据记载，1934 年 6 月，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出指

示，要求“紧急动员 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宁化县
在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集粮食7480担，超额完成了
任务。在 8 月间，仅半个月的时间又收集粮食 3.4 万
担。

作为“红色粮仓”的宁化，当时也是中央苏区的
扩红、支前模范区。1934 年 10 月，中央主力红军 8.6
万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
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长征。仅有13万人口的宁
化，参加红军的就有 13700 多人，为革命壮烈牺牲的
就达6600多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宁化籍红军指
战员仅存58人。

“韭菜开花一杆心，割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
万岁，割掉髻子也甘心。”传唱至今的扩红歌谣《割掉
髻子当红军》，展现的是宁化儿女争先恐后参加革命的
情怀。

“湘江战役，是宁化县永远的伤痛。”张标发说，

其中以闽西子弟兵为主的红34师是湘江战役中唯一成
建制基本牺牲的红军主力部队。“如果没有整师牺牲，
也许宁化籍的开国将军会多出不少。”

曾经著名的革命老区，如今是福建省扶贫开发重
点县之一。如何让老区人民奔小康成为宁化的新挑
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集结号，已在这片红色土地上
吹响。

小村庄的致富路

“当年村里去长征的几乎都在湘江战役中牺牲了，
我二爷爷和三爷爷也是在长征途中被国民党的轰炸机
炸死的。”淮土镇禾坑村的廖氏家庙前，村支书廖罗金
讲起了他的家事，“当年他们就是在这座老祠堂里吃完
最后一顿饭踏上了长征路。”

宁化县淮土镇禾坑村，是宁化 204 个革命基点村
之一，村里许多人的祖辈都曾经参加过红军，走过长
征。

从 1994 年开始，福建连续 20 多年实施“造福工
程”——茅草房改造和船民上岸定居等易地扶贫搬
迁，禾坑村也将山上的农户整体搬迁，走出了一条脱
贫之路。如今，村民住上了新房，用上了水电，村里
的基础设施、道路、绿化等修整一新。

“为了进一步精准扶贫，村里的党员干部想了很多
办法，目标是到2018年全部脱贫。”廖罗金信心满满。

杨尤炳所在的石壁镇杨边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精准扶贫后，杨边村以龙头企业带动脱贫。
2011年8月，投资3000万元的石壁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成立，引导村民种植葡萄、草莓、哈密瓜等特色水果。

“自从有了公司，我们在家门口就业，收入更有了
保障。”杨尤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往自家主要种植
烟叶，“靠天吃饭，一年收入只有 1万多元”，如今家
里两亩多地以土地入股的形式租给公司，每年拿租金
2000 多元，自己在公司打工，每月工资 3000 元，“一
年下来，仅我一人就有近4万元收入。”

依托企业带动，杨边村全村年人均收入从2013年
的5610元增长到2015年的10560元，村财政从曾经的
零收入成为如今每年固定收入15万元以上。

近年来，宁化县把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作为推进精
准扶贫、提升脱贫“造血”功能的重要工作。按照

“一村一品”“一村多品”“多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宁
化县依托薏米、河龙贡米、油茶、小黄瓜、辣椒等多
个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促进贫困户就业和发展生
产，增强自我脱贫能力。

截至目前，全县建立了10万亩河龙贡米基地、18
万亩淮土油茶基地、5万亩宁化薏米和6个贫困村獭兔
养殖基地，带动1000余贫困人口从事特色产业经营。

一碗小吃的能量

30多岁的淮土镇侍边村村民温利兰，只有小学文
化，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一家 4口人全靠丈夫在外打
工的收入过日子，十分贫困。

不过，她却没有整天愁容满面，因为“宁化客家
小吃培训中心”让她有了重新找到工作的希望。“我现
在已经会做松丸子、勺子粉了，我想学好后，在家门
口开一家小餐饮店，这样既能照顾孩子，还能为家里
减轻负担。”手拿锅勺、头戴厨帽的温利兰说。

宁化客家小吃源自中原一带汉族先民饮食习俗，
距今有 1000 多年的历史，300 多种小吃均为就地取
材、手工制作而成，是宁化客家人千百年来烹饪技艺
的结晶。

2012年初，宁化县委、县政府为推动农村剩余劳
动力自主创业、带动就业，决定发展宁化客家小吃产
业。至今，培训中心共开办培训班 158 期，开办宁化
客家小吃店 3023 家，小吃店辐射 16 个省 36 个城市，
合计年营业额达 7.58 亿元。其中，培训贫困学员 752
人，占学员总数的 8.6%，贫困人员开店 167 家，带动
430户贫困户约1500人脱贫。

据了解，培训中心实行免费培训、免费吃住、免
费发放一套厨师服装、免费发放中式烹饪初中级职业
资格证书，贫困人员免健康证体检费。而且，优先推
荐贫困学员就业。培训中心负责人表示，现在已经有
两个公司愿意长期招收贫困学员，能保证有需求就业
的贫困人员就业。

一碗小吃，发挥了巨大的能量。
在各方持之以恒的努力下，目前宁化已有35个村

走出了自有收入为零的窘境。全县贫困人口由2000年
的 4.64 万减少到 2015 年底的 1.86 万；贫困发生率由
13.4％下降到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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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光辉 钟自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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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宁化县石壁镇杨边村客家文化休闲公园参观。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闽允许高校学生休学创业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刘姝君） 福建省政府日前出
台《关于促进高校科技能力提升的若干意见》，提出一系
列激励政策，释放高校科研创新潜力。

在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和促进高校师生创新创业
方面，探索建立高校首席研究员制度和专职科研队伍，
福建省人才专项经费每年给予 30 万—50 万元科研津贴。
高校科研人员在福建省内转化自主研发成果的，离岗创
业年限可从3年延长至5年；建立健全高校弹性学制管理
办法，允许在读大学生休学创业。

在扩大高校科技研发创新平台等基本建设项目管理
权限方面，对高校利用自有资金、不申请政府投资建设
的科技研发创新平台等基本建设项目，由高校自主决
策，报主管部门备案，不再审批。

在推进科技成果在福建转移转化方面，除涉及国家
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外，高
校自主决定转移其持有的科技成果，不需审批或备案，
成果转移收入全留归单位。

4年前，去日本旅游的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南门学
校校长陈卫国，被当地小学生们春游时的文明有序深
深触动。4 年后，陈卫国在南门学校发起的“举手之
劳”公共行为文明教育已卓有成效，成为南门学校德
育教育的一张“名片”。

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省特级
教师，陈卫国在教育一线工作了 40余年。2011年，他
到日本旅游，在东京一所公园里，偶遇到一群春游的
小学生。职业习惯让陈卫国仔细留意起这群孩子的行
为举止：在没有老师指引的情况下，这群孩子以班级
为单位，自觉地站成了几排，没有人喧哗打闹。5分钟
后，老师来了，她发了一个指令，学生们安静地散
开，掏出自己准备的饭盒开始吃饭。饭后，孩子们又
迅速整理行装、收拾垃圾、排好队伍，在老师的带领
下，有序地离开了公园。

“100 多个孩子，在整个午饭过程中，没有一人大
声打闹，没有留下一片垃圾。”旅游中无意间看到的这
一幕，让陈卫国感触良多。回国后，他在南门学校发
起了“举手之劳”的公共行为文明教育课程。

作为一所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的综合学校，
从幼儿园娃娃班到初中毕业班，南门学校坚持每周上
一节行为习惯教育课；7000 多名师生人人要有“弯腰
意识”，看到垃圾杂物“弯弯腰”；坚持开展课外文明
实践“志愿者”活动，让孩子们在生活中注意发现和
纠正不文明行为，自觉成为文明的传播者……

陈卫国说，现在不管是集体郊游还是社会实践，
学生走出校门，一举一动都带有“南门特色”，做到

“当文明人、说文明话、做文明事、行文明礼”。
“他们走出学校，代表的是学校的荣誉；等他们长

大了、走出国门，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陈卫国说。

本报北京电 （记者申少铁） 记者日
前随国家卫生计生委调研组赴福建调研
获悉：福建省整合医保管理体制，成立
医疗保障办公室。该办公室归拢了福建
省人社厅、卫计委、物价局、民政厅、
商务厅等医保职能，相对独立运作，主
要承担医疗保障相关政策制定、医保基
金监督管理等职责。国家卫计委体改司
司长梁万年认为，福建率先设立医保办
公室，有利于整合医保管理体制，减少
行政层级和多头管理，提高医保管理的
效率。

据介绍，福建省在推进医疗改革中
发现医保管理体制存在政出多门、职能
分散等弊端，导致管理碎片化、医保与
药品采购分离、医保与医疗价格不能有
效衔接等问题。今年7月，福建省政府成
立医疗保障委员会，归拢其他行政部门
的医保职能，减少医保管理“九龙治
水”的问题。

据了解，福建省在成立医保办的同
时，将推动全省医保机构整合。要求各
区市参照省级医保机构整合模式，成立
市医疗保障管理局，形成全省统一的医
保管理体制。

日前，福建省首张定制的农村普惠金融精准扶贫卡
在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发放。该卡集储蓄、结算、授信
等功能于一身，为宁德辖内建档立卡的 2.12 万贫困户提
供诸多优惠政策。图为村民吴坤城在展示扶贫卡。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2016中国 （集美） AEMI世界气球艺术节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00位国际顶尖
气球艺术家联手合作，用创意和双手把40万只气球变成一场精彩绝伦的气球艺术节，吸引了众多市
民前来体验。 曾德猛摄 （人民视觉）

宁德发行精准扶贫卡

闽籍全国劳模校长陈卫国：

让孩子带着文明出游
李慧颖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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