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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沿蜿蜒的武夷山公路盘旋而上，驶抵海拔千
米处，再徒步攀登千级台阶至摩天岭顶峰，一座简朴
方正的3层小白楼赫然眼前，这里就是福建省国家大
气环境背景值武夷山监测站。

地球大气环境的“哨兵”

作为全国16个大气背景值监测站之一，武夷山
站站房海拔1139米，地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边缘，
远离人类活动和污染源地区，周边气流活跃，可精确
反映华东5省一市的大气本底状况。

从喧嚣的武夷山脚下，到安静得近乎冷清的监测
站，60公里的距离仅车程就要一个半小时，这条漫长
曲折的山路，监测人员每周至少往返两次，风雨无
阻，从未停歇。

年近六旬的监测站站长刘兰忠，已经不像建站之
初那样每天跑上跑下身轻如燕了。岁月在他的面庞上
刻下一道道皱纹，腰板也不再挺得溜直，但他坚持每
个月都要上来两三次。套上一袭蓝色工装，换上一双
拖鞋，刘兰忠进入3楼机房，熟练地调试、校准仪
器。随后，他带我爬上站房楼顶的观测平台，这里的
设备采集空气样本后，通过管道传输到3楼的仪器进
行分析，氮氧化物、二氧化硫、PM2.5等14项指标，
就会实时显示在屏幕上。
“有人称我们是大气环境的‘哨兵’。”刘兰忠很

喜欢这个比喻，“数据能反映空气质量的背景状况和
变化趋势，监控污染物输送过程，为制定环境管理政
策提供依据。刘兰忠曾在部队30多年，转业到地方
后，就在这个“哨兵”的岗位上，一待又是17年。

“一群像野猪和山羊一样的人”

“这里是无人区，是蛇的王国、野猪的天堂。”沿
千级云梯拾级而上，副站长谢松岩手里攥着一根长木
棍，不紧不慢地敲打地面，驱赶可能从树丛中窜出的
野生动物。

这条云梯安静地伏卧在巍巍雄峰之间，是站房与

外界联系的生命线，见证着站里人的付出和辛劳。
“武夷山的景色美得像幅画，但我们的工作却是

野生的。”刘兰忠说：“我们是一群像野猪和山羊一样
的人，在艰苦的条件下生存，却努力在坚守中创造价
值。”

刘兰忠还记得，一次站里接到任务，72小时不间
断地采集大气样本，却恰巧赶上电压不稳定，只能靠
柴油机启动备用电源。“90后”监测员张若宇三天三
夜几乎没合眼，每隔一小时就要给发电机加柴油，3
天里消耗了50多升柴油，都是他从山下一桶一桶背
上来的。

2015年深冬，一场寒潮肆虐我国南方，武夷山站
站房的最低气温，罕见地降至零下10.8摄氏度，山上
的水管全部结冰爆裂，供水网络陷入瘫痪。在此后的
两个多月里，站房的生活用水和监测用水，全都靠站
里的人从山下背上来。

最让刘兰忠头疼的是饮食问题。因为煎炒产生油
烟，会破坏大气环境的原始状态，站里人在山上往往
只啃干粮，很少能吃上热饭。我们上山那天，一锅清
汤寡水的方便面，一盘重新蒸过的馒头，配上几罐当
地人爱吃的辣椒酱，再简单不过的午饭，刘兰忠和站
里的人围坐一桌，吃得格外香甜。

“我们的‘魂’在山上”

“九骡马铃声永留青山，
八儒士汗铸气站一座。”一副
刻在凉亭上的对联，诉说着建
站之初劈山筑路的艰辛。

1999年，刘兰忠从部队转
业后，就接手了这件工作。当
时，国内尚无成熟的建站经验
可以借鉴，又面对武夷山苍茫
林海的阻隔，但刘兰忠没有退
缩。要在植被茂密、岩石坚固
的山林里硬开出一条路，他找
来骡马工程队，九匹骡马与机

械队联合作业；不通水不通电，他发动战友帮忙，四
处打听解决办法……

建站最初的8名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半年的拓荒之后，一条3米多宽的山路轮廓日渐清
晰，一座崭新的监测站平地而起。

经过 10 余年耕耘，武夷山站已在业内小有名
气。2016年1月至8月，武夷山站各监测项目平均有
效数据获取率达98％，走在国内前列；环保部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等机构，也向
武夷山站伸出了橄榄枝，发出合作邀约。

然而，在声誉日隆的同时，武夷山站也面临新的
难题。因为工作环境枯燥，6年来已经有8个年轻人
离职，这让即将退休的刘兰忠忧心忡忡。有人离开，
也有人选择坚守。谈及未来的打算，已经进站11年
的苏彬彬说：“我们的‘魂’在山上，我从未想过要
离开。”

在摩天岭半山腰，一块巨石上刻着两个鲜红的大
字“气魂”。“这块石头长久屹立在这里，我把他看作
一个长者，我觉得他看得到站里点点滴滴的变化。”
刘兰忠说：“即使人离开了这里，这块石头也不会
倒，我们的‘气魂’永远都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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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 （李珂、吴江
波）《福建省信息通信业“十三
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据当
地媒体报道，规划提出，到2020
年，福建省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将
不断完善，基本建成高速、移
动、安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信息通信产业结构将不断优
化，产业创新活力充分释放，新
兴业态和融合应用蓬勃发展，网
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健
全，同时信息通信强省影响力显
著提升。

规划提出，到2020年，福建
全省信息通信服务收入将达到
1050亿元，规划期内年均复合增
长率达 15%。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累计完成投资600亿元，进一步增
强信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社会的
基础支撑能力。信息通信基础设
施将进一步完善，宽带服务能力
再上新台阶。光网和4G全面覆盖
城乡，城市家庭宽带接入能力高
于100兆比特每秒，农村家庭宽带
接入能力高于30兆比特每秒，建
制村光纤通达率100%，互联网省
际出口带宽达到 15太比特每秒，
IPv6流量占比超5%，5G启动商用
服务。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
83%，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
90%，M2M连接数达8000万，宽
带应用不断提升，域名数达350万
个，网站数达40万个。

未来5年，信息通信业将实施
十大重点工程，即城市光网工
程、新一代移动通信工程、网络
架构升级优化工程、电信普遍服
务工程、“互联网+”示范工程、
窄带物联网工程、“双创”平台能
力提升工程、闽台信息产业合作
工程、网络与信息安全工程和应
急通信工程。

福建省将创新光纤接入及老
旧小区改造激励模式、推进解决
光纤建设过程中的进场难和违规
收费等突出问题；在全国率先实
验和推动NB-IoT技术商用和重
点项目落地，进一步扩大对台开
放增值电信业务力度、推进在福
州（平潭）深入开展两岸产业合
作无线城市试点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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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无人区的大气环境“哨兵”
王 成

红军标语、红军医院、红军桥……当笔
者走进“中央红军村”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
石碧村时，仿佛又被带到那如火如荼的革命
战争岁月。

客家祖地革命老区

石碧村位于闽赣交界处的宁化县西部，
是闻名遐迩的客家祖地所在地，也是著名的
革命老区基点村，现有在册烈士90名，是三
明市革命烈士最多的村，被称为三明市“革
命烈士第一村”。

1932年8月，红军独立第七师成立，第
二年在石碧村张氏宗祠设立红军独立第七师
野战医院，得到当地村民的大力支持。在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碧村仅有118户
980人，就有138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1933
年，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石碧村有28人参加
红军，被评为“扩红模范村”。
“当年，曾出现父送子、妻送夫、兄弟

双双当红军的感人场面。”石碧村党支部书
记张河斌说，革命战争年代，石碧村在人
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红军大力支持，
多次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报《红色中
华》的表扬。

要致富离不开党支部

离石碧村村委会不远处，有一座建于
2001年 10月的丰碑，最大的石碑高约2米，
两侧刻有“二战时期革命烈士英名”和“纪
念碑墓志”。张河斌说，碑中所刻的90名烈
士，除 3人标有身份外，其余人只刻了名
字，有些烈士只有乳名或小名。

80多年前，石碧村在中国工农革命史
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80多年后，在新
中国的建设发展历程中，石碧村的红军精神
并没有褪色，反而越来越鲜艳。

石碧村长期流传着一首民谣：“农村要
致富，离不开党支部；农民要赚钱，离不开
共产党员。”1970年，为缓解石壁镇水资源

匮乏困境，政府决定修建隆陂水库，担任总
指挥的是当时的下放干部谷文昌。当时，担
任石碧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恩裕是一名烈士后
代，他立即响应号召，带领300多名青壮年
劳力奔赴建设第一线，于1979年建成水库，
至今发挥着灌溉和防洪作用，还是全镇近4
万人的安全饮用水源。

发扬长征精神奔小康

被石碧村民誉为“干事业的核心人，为
民排忧解难的贴心人”的已故支书张仁和，
始终积极带领村民致富。任职10年，他带领
村里的党员、群众从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入
手，兴修机耕路，新筑排洪沟，铺设U型
槽，建起排灌站。2004年10月，在修建通村
道路工地上，张仁和指挥施工时不幸被汽车
撞倒，他的生命定格在38岁的盛年。

这些年来，石碧村在稳定巩固烟、粮等
传统产业基础上，不断完善农业产业结构，
2011年，石碧村200亩土地成功流转，建起
一座现代葡萄观光采摘园基地，实现每年近
150人次的村民家门口就业需求。

2015 年，石碧村通过精准扶贫帮扶模
式，成立了石壁现代农业合作社，目前，已有
36户社员通过土地入股或土地使用权出租
的方式，从中获得租金和就业两方面的直接
受益，当年即让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石碧村“90后”青年张腾，忙得不可开
交。“双十一”临近，作为石碧村“村淘”
服务站合伙人，他将薏米、茶油、茶叶、花
生、萝卜干等当地农特产品放进淘宝店，帮
助村民增收，将电商做得风生水起。
“现在我们村的人均收入已超过万元，

下一步要充分发挥党支部领导核心和先锋模
范作用，加快建设‘边贸重村、文化名村、
和谐新村’。”张河斌说，今后要继续发扬不
怕吃苦、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带领村民奔
小康。 （据新华网）

压题照片：石碧村是三明市首批“中央

红军村”。

宁化石碧村—

“红色基因”引领村民奔小康
王 雄

11月13日，一年一度的金秋菊展在福州西湖举行，众多游客扎

堆赏菊，场面壮观。据悉，此次菊展共展出大小菊花2万余盆400余

种，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8日。

图为游客全家赏菊拍照。 李南轩摄（中新社发）

福建厦漳同城大道西溪主桥近日

成功合龙，顺利贯通了厦漳同城大道

沙洲岛特大桥，成为目前落成的世界

最宽单塔斜拉桥。

厦漳同城大道是连接厦门、漳州

两地的一条现代化城市快速路，此次

贯通的大桥全长3.12公里，于2014

年7月开工，大桥建成后将实现厦漳

两地半小时内互通，对加快闽南地区

城镇化建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意义重大。 柳长兵摄（新华社发）

世界最宽单塔斜拉桥合龙

本报龙岩电（王开富）近日，来自台
湾彰化县定光佛庙的20多位台湾参访团成
员，来到福建龙岩武平县岩前镇均庆院定
光佛祖庙，举行第五届两岸定光文化旅游
节赴台定光佛金身开光、圣火采集送驾仪
式。由此开启11月15日至21日首次在台湾
彰化举办的两岸定光文化旅游节。

定光佛是“客家保护神”，祖庙均庆院
是海内外客家人的朝圣之地，定光文化是
闽台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为进一
步发挥定光文化的作用，持续提升两岸定
光文化品牌和岩前均庆院作为定光佛祖庙
的影响力，两岸定光文化旅游节被列入重
点对台交流项目。

台湾参访团成员、彰化定光佛庙管委
会主任委员黄安顺表示，此次前来恭请定
光佛金身并采集圣火，目的是为了进一步
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更好地办好定光文化
旅游节。

定光佛缘联两岸，千年圣火传情谊。
闽台借助定光古佛文化，积极举办各种特
色活动，两岸交流合作将书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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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雪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