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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嘱托温暖的嘱托 奋进的力量奋进的力量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在乡村振兴中取得新的更

大成绩，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生活越

过越红火”……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

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

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

祝福。

闽西革命老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一

直十分关心的地方。在福建工作期间，

习近平同志曾先后 19 次到闽西，其中 7
次到古田、3 次到才溪调研，看望慰问

老红军和革命“五老”人员，瞻仰革命

遗址，追寻革命足迹。

2014 年 10 月 31 日 ，来 上 杭 参 加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习近平总书记，

专 门 把 10 位 老 红 军 、军 烈 属 和 革 命

“五老”人员代表请到古田党员干部

教育基地，同他们亲切座谈。听完大

家的发言，总书记语重心长叮嘱在座

的军地领导，要永远铭记老区人民为

革 命 作 出 的 贡 献 ，永 远 不 要 忘 记 老

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闽山闽

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对此

做了完整而清晰的记载。

牢 记 嘱 托 ，砥 砺 前 行 。近 年 来 ，

古田干部群众自觉传承和弘扬古田

会 议 精 神 ，基 础 设 施 、乡 村 振 兴 、民

生 福 祉 等 方 面 齐 头 并 进 ，一 个 极 具

特色和亮点的红色文旅小镇崛起在

红色圣地。

乡村振兴迈大步

这个春节，古田会议会址前风展红

旗如画，游客络绎不绝；袁梦村里，慕名

而来的游客让这个网红新景点人气爆

棚……据不完全统计，仅过去三天时

间，古田的游客就达到 3.5万人次。

“这几天，不少人趁着春节有空过

来旅游，我们的生意也火起来了。”24
日下午，在“福建省美丽休闲乡村”古

田镇竹岭村，竹福苑民宿老板赖春梅

忙得不可开交。

2020 年，赖春梅夫妇经营的竹福

苑民宿正式开业。三年来，他们克服疫

情影响，将餐饮民宿生意扩大到劳动

教育、户外拓展、团建培训、电子商务

等领域，实现多元化发展，年营业额稳

定在 800 万元左右。在竹岭村，这样的

农家乐还有好几家。

近年来，竹岭村利用生态优势大

力推进乡村振兴，已落地福建乡土农

业有限公司、红雨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两家企业，开展特色果蔬基地体

验采摘和中华蜂养殖，发展红色游、研

学游，推进“研学小镇”乡村红色旅游

品牌建设，生产竹家具用品、竹文化旅

游纪念品，组建并运营“胃晓得乡土庄

园”“漫博士动漫周边”等电商，成为省

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如今的竹岭村呈

现给世人的，是一幅由远山、近水、翠

竹、黛瓦等交织而成的田园山水画。

竹岭之变，得益于古田镇正全力

推进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先行示范

区建设。

古田镇党委统筹政策、资源，集中

打造试点示范；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统一流转资源、资产；镇属企业与

专业团队共同出资，成立项目运营公

司；村集体和村民以资源、资产、资金

入股，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村民变股民，探索实践促进共同富裕

的先行路径。

吴地社区袁梦村，乡村振兴项目

一期规划的餐饮、露营休闲、溯溪旅游

等设施已建成投用，成为龙岩乡村旅

游新的网红地；“福村”项目中，五龙村

将村部、民俗文化广场、黄酒博览园、

闲置地等集体资产统一打包租赁给福

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村集体年增收 6
万元……

去年以来，古田共完成 10个“一县

一片区”红古田片区重点项目建设，累

计投资 2.18 亿元；实施马坊、苏家坡、

竹岭、吴地等 4个村乡村振兴试点示范

项目 13 个，总投资 935 万元，古田乡村

振兴示范区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民生福祉更殷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

基层干部群众让我们倍感温暖，给了我

们继续前进的动力。近年来，我们牢记

嘱托，坚持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

富裕上作表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群众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上杭县委

常委、古田镇党委书记华娟说。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古田镇预计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4.79亿元，全年实现

财政总收入 5374.78万元。与此相对应，

民生成绩单也同样亮眼。提高群众收入

是最大的民生，通过休闲旅游、红色培

训、研学等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去

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012
元，夯实了民生基础。（下转第二版）

2014年 10月 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杭县古田镇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与老红军、军烈属和革命
“五老”人员代表亲切座谈。他动情地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要一如既往支持老区
建设。古田干部群众始终牢记嘱托，砥砺前行，让一个极具特色和亮点的红色文旅小镇崛起在红色圣地——

殷殷嘱托，照亮老区前行路
□本报记者 张杰 戴敏 通讯员 张锋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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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了一年，春节假期，给全家都‘补补

货’！”大年初二，市民张女士和家人在福州东

百中心逛了一上午，买化妆品犒劳自己，买几

件衣服孝敬父母，给女儿买了萌态可掬的“金

兔宝宝”手镯。“女儿本命年，给她挑选个金

饰，过年喜气洋洋！”张女士高兴地说。

记者在福州各大商场看到，像张女士一

样热衷“买买买”的顾客络绎不绝。“春节期

间，在‘惠聚榕城 福兔迎春’跨年购促消费活

动拉动下，商场人气旺盛，销量大增。”福州东

百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福州东百中心为迎接春节消

费旺季，组织推出“恭贺新禧，兔年大吉”年

货节系列活动，包含兔年年货一条街、积分

大转盘抽新年好礼、一线美妆直降、云商城

抢限量美食爆品、任意抢地铁商城通用券、

新年狂欢音乐节等促销活动，以及舞龙舞

狮、财神巡游等民俗活动，聚人气、促消费。

作为东百商圈餐饮业态代表，福州聚

春园酒店的年夜饭消费市场同样火爆。为

满足市民订餐需求，酒店线上线下联动，推

出年夜饭堂食、预制菜、宅急送等服务，满

足多样化需求。

“集团旗下 12 家酒店共推出 75 款年夜

饭堂食套餐，合计 467 道经典闽菜，预订人

数达 3785 人次。”福州聚春园集团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集团还研发了年货预制菜

产品 80余款，整体销售同比增长 27.8%。

春节期间，火热的消费气氛覆盖福州

市各大商圈。东百中心、万达广场、东二环

泰禾广场、万象九宜城、宝龙广场、福州正

荣财富中心、世欧广场、融侨外滩壹号等商

圈纷纷推出跨年购促消费活动，市民开启

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

据悉，仅除夕至大年初一两天，福州共开展线下促消费活

动 209 场次，吸引客流超 200 万人次，销售额超 2 亿元，兔年春

节消费喜迎“开门红”。

为进一步拉动消费，假日期间，福州计划开展 1000
场直播带货，鼓励市场主体以消费券、支付满减、立

减、补贴等形式让利 20 亿元以上，全面激发消费活

力、潜力。

“初一当天，全市开展直播 195 场，网络零售

额 2.4 亿元，同比增长 17.5%。”福州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州各大电商平台、企业

全面发力，通过满减、抽奖、X 元特价、发

放优惠券、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持续

激发大众消费热情，促进春节期间

线上销售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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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山公园人流如织，东

街口商圈灯火辉煌……兔年春

节，福州开展“惠聚榕城 福兔

迎春”跨年购活动，其中线下促

消费活动 209 场次，吸引客流

超 200 万 人 次 ，销 售 额 超 2 亿

元。这是春节期间我省掀起消

费热潮的一个缩影。

浓浓的烟火味，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绕梁年稔白芦

葭，爆竹声中兑酒茶。”自古以来，春节就是消费的节日。

今年春节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节，压抑

已久的消费欲望得到释放。我省择机而动，加强引导推

动，让节日消费旺起来。

春节前夕，我省启动“全闽乐购·福兔迎春”消费季暨

海丝博览会海交会线上展会平台“全球促销”活动。根据

活动安排，省市县、政银企联动组织开展 2000 多场覆盖

城乡、线上线下融合的主题促销活动，有条件的地市配套

发放消费券 3000 多万元。这些举措，瞄准群众的刚需，既

让消费者得了实惠，又帮助商家烘托了气氛，刺激消费的

效果显而易见。

消费是最基本的需求，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和经济

韧性。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

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

要举措，也符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春节消费热起来，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应当拿出更

多的有力举措，保持势头，让消费一直旺下去。当前，消

费呈现出新趋势，商品消费更重品质、体验消费更受欢

迎、绿色消费更受青睐。新趋势里有新商机。期待相关部

门、企业和商家与时俱进，不断推出更多高质量产品和

服务，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

让消费一直旺下去
□黄云峰

新华社福州1月24日电 在福建自贸试

验区福州片区的台资企业福建优你康光学有

限公司，无菌车间内生产线运转不停，一片片

隐形眼镜完成包装后从这里发出。

“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在大陆发展的潜

力。”公司董事长梁彪说，企业从落地到投产

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现在 5 条生产线满负荷

生产后，将实现月均 1100 万片隐形眼镜的生

产能力。

这只是闽台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两岸经贸合作中，福建是大陆台资企业最

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最密切的地区之一。截至目前，福建现有台资

企业 1.1万多家。

业内分析认为，当前闽台产业对接领域

不断拓展、结构不断优化，正从劳动密集型产

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

在位于漳州市南靖县丰田镇的台企泰峰

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数

台电焊机器人挥动“手臂”不停作业，生产线

上是工人们忙碌的身影。这家扎根当地 20 多

年的台企以生产钢管家具、家用五金、烤肉炉

等产品为主，长期以来对品质的严格把控为

其赢得良好的口碑和稳定的客源。

“订单充足，公司全力稳生产。”公司总经

理柳庆祥说，大陆市场广阔，再加上营商环境

越来越好，让他更加看好大陆经济持续发展

的机遇。

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长苏

美祥认为，当前闽台产业融合正迈向全领域

全业态。他说，闽台产业优势互补性强，进一

步加深合作，将有助于形成层次有序、优势互

补的闽台产业合作布局。

“目前台湾在集成电路、机械装备、生物

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上还具有明显优势，提升

闽台产业融合将有利于提升福建省产业现代

化水平。”苏美祥说，福建应拓展闽台产业合

作领域，继续引进一批“补短板”的台资项目。

闽台产业合作持续走向深入

正月初三，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 2023“福到

喜气盈”新春贺岁系列演出拉开帷幕。来自中歌爱乐

室内乐团的艺术家在演出前即兴演奏了《春节序

曲》，为市民献上新春祝福。

据悉，春节期间，该艺术中心将有

10 余场精品演出轮番登台，进一步激发

福州文化市场消费活力。

本报记者 林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