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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
一的福建省宁德市，因地制宜厘清发展
思路，选定突破口集中发力，大念“山
海经”，走出了一条百姓富、生态美的特
色扶贫开发新路子。

青山绿水成脱贫“金饭碗”

行驶在“全国扶贫第一村”福鼎市
赤溪村，一幅淡墨素描的山水画卷渐次
展现在眼前。草木馥郁，青绿满眼，让
人心旷神怡。

30年前，赤溪村深山里的畲族村民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当时，赤溪村
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姥山西麓9平方公里
的大山里。1994 年，当地创造性提出
“整体搬迁”，随后350多户畲族群众陆续
迁至赤溪行政村所在地。

挪了穷窝，如何改掉穷业？“山高林
密、地薄土贫，青山绿水可是赤溪人的痛。
怎样把无价山水变成真金白银？”村支书
杜家住说，这困扰了当地人多年。“下山
后，村里一度留不住人，年轻人远走异乡
打工，贫穷、落后依然是赤溪村的梦魇。”
“绝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在当

地政府的帮扶下，赤溪村因地制宜，以
生态资源优势为突破口抓发展。2011
年，赤溪村被确定为省级整村推进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村，连接外部世界的道路
宽了，好山好水开始显露旅游价值。如
今，赤溪村引进了两家旅游公司，开发
生态运动乐园、七彩农场等项目。

在当地开发旅游的万博华公司董事
长庄庆彬说，去年赤溪及周边景区的游客
达到2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1500多万元，
旺季时在旅游公司务工的村民有 600多
人。依托旅游业，当地村民增加了养殖业、
白茶种植、餐馆住宿等多种类型的收入渠
道，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1.3万元。

精雕细琢巧念“山海经”

宁德之穷，穷在“穷山恶水”。多年
来，宁德历任党政领导班子坚信，宁德
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在治山治水上下
‘笨’功夫，念好“山海经”。

在福安市穆云乡虎头村村口，刻着
“天下第一桃”字样的巨石赫然在目。村
民敢夸海口，是因为这里桃子个大味甜
名声响，最贵时一斤能卖到60元。

村主任吴树灿种着十多亩桃林。20年
前，他住在深山里，靠砍柴和种水稻过活。
一次下山卖米，发现市场上桃子卖得很
火，便买了十几株桃苗，开始种桃。
“我爸说桃子不能当饭吃，威胁我说

要是种了他就拔了。”吴树灿笑着说，

“后来桃子这么值钱，我爸也跟着种
了。”多年来，吴树灿学习修剪、嫁接等
各种技术，自己也成了“种桃专家”。

如今，村子里到处是像吴树灿这样
种桃为业的村民。近年来，当地政府还
出台帮扶政策，免费为贫困户提供苗木
和补贴，如今全村桃树种植面积达1200
多亩，村民户均增收2万多元。
“以船为家”的连家船民，是宁德另

一个困难群体。随着“造福工程”的推
进，2.5万多连家船民也陆续上岸。

福安市下岐村是宁德面积最大的
“连家船民”集中安置点。船民王红进承
包了20亩鱼塘养殖跳跳鱼和鲈鱼，产品
远销上海、浙江等地。

村党支部书记郑月娥说，目前全村有
200多户船民从事水产、餐饮、服装等商贸
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渔村变成了热闹
的商埠集镇，人均年收入1.6万多元。

攥指成拳确保绿色导向

欠发达地区，面临既要保护生态又
要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如何解决这一
突出矛盾？“把产业问题解决好，就可以
找到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结合点。”宁
德市副市长黄建龙说，比如产业选择上

就要因地制宜，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
面面俱到，不能盲目跟风。

多年来，宁德瞄准自身禀赋，着力发
展现代农业、林下经济、海洋渔业等特色
产业，围绕特色产业的服务、深化、提升等
做文章，包括品牌建设，提升产品的市场
认可度。至2015年，全市农民人均年纯收
入达1.2万多元，脱贫率达96％。

一般认为弱势的农业，却是宁德的
一大优势。宁德市政府长期重农兴农，
现代农业成为宁德脱贫的“加速器”。
2012年，宁德将小城镇综合改革、美丽
乡村建设、千亩设施农业、山地综合开
发、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等5项工作整合起
来，五位一体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势头
迅猛。目前全市共有11个千亩高优农业
示范园区和234个现代山地农业开发示范
点，专业合作社5000家。

为进一步呵护青山绿水，宁德还发
挥政绩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实行农
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
式，建立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
设责任制，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用制度手段让各级党委政府担起
生态环境“第一责任人”，看好自己的
“责任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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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泉州电（记者钟
自炜） 红白喜事大操大
办、互相攀比，曾是闽南
沿海地区的普遍现象。如
今，走进闽南晋江市，传
统陋习却在悄然改变。

前不久，晋江市磁灶
镇钱坡村内喜气洋洋，村
民苏振佳的孙女出嫁了。
不同于以往的大操大办，
这次婚礼办得简单而隆
重。“是我提出的不要大操
大办，孙女也十分赞同。”
苏振佳说，办婚礼节省下
来的钱，他还拿来给村里
老人发了红包。“想借着家
里喜事，既慰问老人，也
将做慈善的理念传达给子
孙。”

苏振佳的选择，是近
年来晋江移风易俗的一个
缩影。
“无论优序良俗还是陋

风流弊，都孕育于民间，
遵循于乡里。”晋江市文明
办主任陈多多表示，晋江
的392个村（社区）都制定
了移风易俗的村规民约。
“顺应群众想变又不愿出
头、盼改又不敢主动的心
理，通过公议、公订、公
示村规民约，把群众意愿
转化为共同意志。”陈多多
介绍。

如何提高村规民约的
可操作性，晋江同样下了
功夫。如磁灶镇大埔村就
对红白喜事做出了相当详细的规定，并以村民代
表大会的程序进行表决、制定罚则。
“加油、加油……”今年5月2日，晋江市东

石镇塔头刘村的文化广场上，一场拔河比赛正在
进行。这天恰逢农历四月初四，是传统习俗中的
“佛生日”。如今，村两委牵头把“佛生日”办成
民俗文化节，拔河比赛就是文化节的重头戏。
“以前每到这天，每家每户都在操办宴席、铺

张浪费。”塔头刘村党支部书记刘永进说，办成文
化节，一年就可省下300多万元的开支，还丰富了
村民的文化生活。
“所谓不破不立，移风易俗难在‘破’，重在

‘立’。”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表示，晋江注重传承
和弘扬地方文化习俗中优良、合理和有益的成
分，并努力以新的文化成分来剥离、取代其糟
粕，在破除旧俗陋习的同时，促进文明新风的树
立。针对闽南传统的“普度日”，晋江引入文体、
科普、环保等元素，把“普度日”变成“文体活
动日”“志愿服务日”“扶贫济困日”；加强古村
落、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建立更加科学有序的
生活秩序，规范村民的行为准则；结合新型城镇
化建设，打造“文化生活圈”，让市民的精神追求
有了更多选择。

过
去
比
操
办

现
在
比
文
化

晋
江
制
定
村
规
民
约
移
风
易
俗

生态优势铺就特色脱贫路
董建国

走下颁奖台，来自台湾中山大学
的林怡贞高兴之余，也有小小的遗憾。

前不久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厦
门）“梦想工场”青年科技创新创业
大赛中，她和同学组成的“宠一生项
目”团队夺得优秀奖。

此项赛事今年首度设立台湾赛
区，总计有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共
500多个团队参赛，评出金银铜奖各
两个和14个优秀奖。“宠一生项目”成
为4个夺得优秀奖的台湾团队之一。

不仅如此，在颁奖仪式上，林怡
贞的“宠一生项目”还和两个金奖项
目一起，获得了向多家投资基金和创
业园区代表现场路演的机会。这是主
办方精心安排的环节，获得青睐的项

目将上台现场签约。
“大陆的创业氛围太好了”，林怡

贞感慨道，这种全社会鼓励青年创业，
为其提供舞台，在台湾是没有的。

林怡贞团队的“宠一生项目”，计
划为宠物提供如同手环的“电子项
圈”，通过电子项圈，监控宠物的心跳
等健康指标，并将这些指标回馈至他
们为宠物打造的“电子病历”，让宠物
主人更好地照护宠物健康。

令林怡贞遗憾的是，项目虽然得
到投资基金的关注，还有投资人现场
和她进行探讨，但现场未能实现签约。

不过，还是有创业园区当场邀请
她们入驻，并在办公场所等方面提供
优惠。创业园区负责人表示，台湾创

业团队有和大陆青年不一样的思路，
希望能通过台湾创业团队的入驻，为
园区内大陆团队注入新的发展思维。
“我们当然会来大陆发展”，有备

而来的林怡贞出示了一组数据：大陆
去年在宠物食品上的消费就达到350
亿元人民币，2020年预计将达到1200
亿元，“这个市场远远超过台湾”。

除了良好的创业氛围和巨大的市
场，林怡贞也看重两岸青年在创业中
可以携手互补。

路演中，投资人建议项目团队进
一步修正商业模式，才能更好找到盈
利点并吸引投资。林怡贞坦言，台湾青
年长于创意，思维活跃；而大陆青年善
于构建成熟的商业模式，“十分精实”。
“未来在大陆发展，我们希望团队

中能增加更多大陆青年”。林怡贞说，
相信这能令团队发展的更加坚实。

林怡贞说，通过参赛，不但收获
奖项和创业园区签约意向，更令他们
知道了项目进一步完善改进的地方，
这就是参赛的意义。

福州人的健身乐园
福州飞凤山

奥体公园将打造

成智能化公园，

其中福州首条马

拉松无障碍环山

赛道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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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体公园二期休

闲步道效果图。

陈建国摄

“我们当然会来大陆发展”
钟 欣

本报福州电（石伟）福建自贸
区日前推出的第8批30项创新举措
中，有15项为福州自贸片区首创，
其中属于全国首创的有 5 项。至
此，福州自贸片区全国首创举措增
至27项。

据福州自贸片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些举措在企业通关便利化及
保护企业知识产权方面有着积极和
现实意义。如全国首创的电子检验
检疫“双模申报”主干系统，企业
能够通过福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自
主选择操作模式进行货物报检业
务，申报企业可通过互联网随时随
地使用及查询相关数据。这一举措
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人力成本、时

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货物申报录入
项减少了36%，进出口货物申报时
间从4小时减少到5至 10分钟；船
舶申报录入项减少40%，申报时间
由50分钟缩短为5分钟。

新推出的船舶进出境“一单 4
报”和数据共享举措，可帮助企业
通过单一窗口一次性递交口岸监管
部门要求的船舶出入境信息并接受
材料初审，口岸监管部门办理结果
可直接反馈到单一窗口，企业在一
个窗口就可办妥船舶出入境手续。
这一举措使企业由过去分别向海关、
检验检疫、海事、边检4个部门提交
申报单改为一次申报，4个口岸监管
部门能够共享申报信息，交换各自审

批结果，实现船舶快速通关。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由福建

自贸区福州、厦门、平潭3个片区
共同建立的专利、商标、版权“三
合一”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和管理机
制，为企业免费提供“知识产权网
络侵权预警与存证云服务”，这一举
措改变了以往专利、商标、版权分
散管理和执法模式，解决了维权职
责不清和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提高
了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效率。

据统计，福州自贸片区挂牌以
来，已累计推出 8 批 92 项创新举
措，其中4项创新举措已在全国复
制推广，17项创新举措被福建省列
为改革创新成果在省内复制推广。

福建自贸区再推30项创新举措
其中5项为全国首创

本报电（钟欣） 2016“清新福
建?生活的艺术”旅游推介会近日在
东京举行。中国驻日使馆总领事王
军、参赞陈三虎、中国国家旅游局驻
东京首席代表罗玉泉、福建省旅游局
局长吴贤德、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
一郎、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颜
安、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陈
秀姐等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据悉，此次推介会以“清新福

建?生活的艺术”为主题，以清新福
建世界茶乡、神奇土楼、绿色生态、
梦幻海洋、庙宇朝圣、海丝纽带、闽
台同根、温泉养生及多元文化为推介
核心，重点推介清新福建的旅游资源
和产品，打造福建旅游的国际名片。

推介会上，主办方展示了客家擂
茶的制作，请全场观众品尝独特的茶
香；还表演了采茶舞、《惠女风情》
等精彩节目。

闽在东京举行旅游推介会

本报龙岩电（谢建师）日前，
福建省第29届钓鱼比赛在龙岩市连
城县冠豸山垂钓基地举行。今年以
来，连城旅游部门通过举办大型垂
钓比赛，吸引了包括省内各地及广

东、江西、台湾等地的钓鱼爱好者
前来交流切磋，带动了连城旅游经
济发展，提升了当地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中国“垂钓文化”历史悠久，

近年来，连城县旅游部门以发展休
闲垂钓产业为着力点，将垂钓与旅
游、文化有机结合，依托当地丰富
的水资源和渔业资源，投资建设集
健身休闲、生态观光、餐饮娱乐、
旅游度假于一体的冠豸山垂钓基
地，大力开发垂钓休闲旅游产品。
围绕休闲“垂钓”，该县形成了一个
多元化的旅游发展格局。

连城发展垂钓休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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