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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明福建三明：：

““碳票碳票””变变““钞票钞票””山城满绿幸福来山城满绿幸福来
■人民网记者 欧阳易佳

青山绵延、碧水长流。在
福建三明，成片的茂林修竹，是
百姓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
提款机”。

从上世纪80年代率先拉开
全国林改大幕，再到新时代在
全国率先试行林票、林业碳票
制度，作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策源地之一，近年来，三
明瞄准“两山”转化路径，先行
先试，勇于突破，继续在深化林
改上走前头、作示范，推动林业
发展、林农增收、林区繁荣，让
林改春风吹绿万顷山林，探索
出一条生态惠民的康庄大道。

近日来，人民网记者走进
福建三明，看三明如何画好“山
水画”，写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绿色答卷。

林票制度盘活市场

2021年5月，全国首批三
明林业碳票在常口村举行首发
仪 式 ，常 口 村 领 到 编 号

“0000001”的碳票，被誉为中
国碳票“第一村”。

2022年，常口村村民收到
了村集体首次碳票交易所得，通
过碳票获得经济交换和补偿。

林业碳票是林地林木的碳
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相当于

每片林子的固碳功能可以作为
资产、进行交易的“身份证”。常
口村这张碳票共涉及全村3197
亩生态公益林，被折算成碳减排
量12723吨，以现金的方式发放
给全体村民，每人分红150元，
实现了“碳票”变“钞票”。

林业碳票是三明推动林改
的重要举措之一，要问林改给
林农带来什么？那一定是绿色
效益不断放大，生态和经济的
双赢。

“2019年底开始，三明市开
展以‘合作经营、量化权益、市场
交易、保底分红’为主要内容的
林票制度改革。”福建沙县产权
交易有限公司讲解员王丽敏介
绍，针对现有林，推出出让经营
和委托经营两种模式；针对采伐
迹地，推出合资造林和林地入股
两种模式，具体采取何种模式，
由农民自主选择，不搞一刀切。

沙县区自然资源局不动产
登记中心主任黄腾飞告诉人民
网记者，近年来，三明市沙县通
过完善林权流转机制，出台《三
明市优化林权办证若干措施》，
推行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共享联
办、全程免费”服务，加快解决林
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明晰林
地产权，促进林权流转。推动林
地适度规模经营，开展与村集
体、林业大户、林农合作经营，
加快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培育。

“通过深化林票制度改革，
在国有林场与村集体、林农合
作经营制发林票基础上，加强
与央企省企合作，以国家储备
林为载体，扩大林票制发规
模。修订完善林票管理办法，
明确以人工商品林中的新造
林、近熟林、成过熟林为主体开
发林票，确保林票价值长期合
理稳定。”三明市林业局副局长
潘子凡说。

潘子凡介绍，通过实施林
业碳汇“三建两创”行动，即建
好森林碳库、建立林业碳汇项
目开发机制、建设区域碳汇交
易体系、创新林业碳票制度和
创建碳汇应用场景，推进林业
碳汇提质增量。

目前，三明市已在11个县
（市、区）356 个村试点，面积
24.2万亩，制发林票总额5.8亿
元，惠及村民1.96万户、7.8万
人，带动试点村集体每年增收
5万元以上，实现了国家、集
体、林农三方共赢。

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

两山学堂、云衢山漂流、常
上湖观光竹筏……8月的高唐
镇常口村，风景如画，游客纷至
沓来。

村里的“邱姐擂茶馆”，是
游客热门打卡地。邱彩立家是

村里多年的生态标兵户、2021
年省级绿色家庭。近几年，随
着来常口村参观学习的游客增
多，邱彩立在自家庭院里开起
了擂茶馆，在家门口端上了“生
态碗”、吃上了“旅游饭”。

“这些年，村里的变化可以
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常口村原
党支部书记张林顺告诉人民网
记者，村集体年收入从20多年
前不足 3万元提升至目前的
185万元，人均年收入从不足
2000元提升至3万元以上。

生态富民强村理念越发深
入人心，绿水青山持续释放出
生态红利。“这些年，村容村貌
在不断变美，村民生活质量在
不断提升，但是‘青山绿水是无
价之宝’的理念一直没有变。”
张林顺说。

据了解，三明市坚持护、
管、建相结合，全面深化河（湖）
长制，形成“河长牵头、部门协
作、分级管理、全民参与”的流
域管理新模式。2022年全市
综合水质指数1.5381，较上年
改善4.7%，连续三年蝉联全省
第一，“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美好愿景正步步实现。

如今，连绵群山层峦叠翠，
金溪沙溪碧波荡漾，绿地园林美
丽舒适，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
城绿意，诗意生活”的唯美画卷
在三明的山水之间徐徐展开。

■徐晓薇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南
丰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需要，坚持人才强县发展战略，
立足实际实施“三大行动”，推
动人才智力资源向一线聚集，
助力乡村振兴。

实施企业家入乡行动。以乡
情为纽带，以平台促交流。广泛

挖掘事业有成、心系家乡发展的
在外企业家人才579人，通过组
织开展“双招双引恳谈会”“看家
乡变化”等活动，推介招商项目、
畅谈合作意向，动员乡贤人才以
捐资助力、投资兴业、搭建桥梁
等方式回报家乡。截至目前，企
业家人才帮助招引项目31个，
协助引进各领域人才138人。

实施能人回乡行动。为进
一步发挥本土技能人才，聚焦南

丰县农业产业需求，依托县高层
次人才服务团开设“柑桔工匠学
校”“南丰县甲鱼学校”，将“技能
人才下乡”计划作为智力下沉、
服务扩面的重要载体，采取“专
技人才”集中讲习、“土专家”田
间演示的培养模式。截至目前，
开展各类技术培训50余次，培
养新农人121名，惠及3211余
人，助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实施大学生到乡行动。为

解决村干部队伍文化水平不
高、年龄老化、结构不优的问题，
创新实施“社区干部”“大学生村
干部”选聘工程，打破了以往只
从本地选聘村干部的陈规，将报
考人选范围扩大至抚州籍或抚
州生源地大学生，两年来，吸引
1700余名大学报名。截至目
前，为12个乡镇、11个社区成功
选聘153名社区（村）干部，获得
基层群众广泛好评。

山东胶州：美丽乡村建设
提高生态振兴获得感

■新华社记者 王 凯

近年来，山东省胶州市
胶莱街道以全域景区化为目
标，重点夯实“美丽乡村、人
居环境、基础设施”三大基
础，全力打造上合新区北部
生态屏障。

在胶莱街道韩哥庄新村十
五亩地网格，路面宽阔、道路整
洁。但在此前，这里一直是当
地村容村貌的基础薄弱村。对
此，胶莱街道统筹新村力量，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现在的十五
亩地网格，彻底清理了全村柴
草堆、残垣断壁、垃圾积存等，
村貌焕然一新。

胶莱街道按照“一村一
品、一村一景”原则，将村庄划
分为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
色保护三类，进行规划设计。
针对建设年代久远、建设时结
构等级较低的路面，胶莱街道
开展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工程，
统筹推进沈海高速、胶平路、
胶莱路等10条主干道改扩建，
总里程65公里，惠及80个网
格村庄。

目前，胶莱街道已累计投
资6000余万元，完成改造提升
62个村庄，改造提升村庄比例
达62%。同时，按照“路域美、
配套全、颜值靓”标准，先后完
成宋家屯、瓦丘埠等村庄和李
孟路、经三路、经八路等道路
两侧绿化工程，绿化面积约37
万平方米，累计打造省级美丽
乡村5个、青岛市级美丽乡村
11个。

此外，胶莱街道还取缔12
家“散乱污”作坊，完成12处黑
臭水体治理，为70个村庄建设
垃圾分类配套设施，涉及52个
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全面施
工，推进整治工作由村内向村
外延伸、由村域向路域拓展，实
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俺村这几年来的变化很
大，路平整了，河塘也干净了，
墙上的绘画宣传标语都弄得很
好，生活在村里很舒服。”胶莱
街道宋家屯村村民杨家栋说。

“我们今年建立了党建引
领全域统筹五级管理网格化、
规范整治标准化、考核奖惩制
度化、绣花精神精细化、长效管
理常态化的人居环境整治‘五
化’管理新模式，党群齐发力，
共画人居环境整治‘同心圆’，
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胶莱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井
哲说。

据胶州市副市长徐栋良介
绍，胶州市着力建设极具“生态
范”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
区，先后创建2个国家级森林
乡村、3个省级森林乡镇和9个
省级森林村居；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100%；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率达68.5%；完成14
万户改厕任务，成为全省首批
农村改厕全覆盖市。

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

““三大行动三大行动””厚植乡村振兴人才沃土厚植乡村振兴人才沃土

低碳文明集体婚礼在山东青岛举行

近日，一场以“我在你身边·金沙滩之恋”为

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低碳集体婚礼在山东青

岛金沙滩啤酒城“爱情海湾”举行，12对新人自

驾新能源汽车来到婚礼现场，互戴结婚戒指，许

下爱的誓言。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将节俭家风与文明

习俗相结合，提倡“喜事新办、新事简办”，引导人

们积极践行时代新风。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张进刚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