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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江鹏） 近日，长汀县举办 2023 年第一期（省级资金
项目）高素质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内容有果树种植、生态养
殖等知识技术，采用“集中学习、实践指导、课堂教学、县内实训”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450多名农民参加此次培训。

“所谓高素质农民，是指爱农村、懂农业、有文化、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农民。”长汀县农广校负责人黄玉娥介绍，2020 年以
来，该县共培训高素质农民 5022 人次，输送 112 人参加高等院校学
习教育，获得大专学历证书。

长汀县把培育高素质农民作为推进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和乡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县农业农村局、县农广校不断加大培训力度，
强化培训质量，每年组织举办 6 期左右高素质农民技能培训。为确
保培训实效，培训前均组织开展培训对象调查摸底，层层筛选从事
水稻、蔬菜、河田鸡等种植、养殖业的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
骨干、种养大户等对象，并建立档案确定培训对象。通过实地考察、
征求各方意见，选择有资质的腾惠职业培训学校、金顺职业培训学
校、十八乡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作为主要培训机构。同时，县农业农
村局积极帮助培训机构聘请省内外大中专院校的专家教授、高级
讲师为学员进行集中授课。

培训期间，当地种养等行业的“土专家”、创业带头人现身说法、
分享经验、传授技术。在集中实训的基础上，机构组织学员外出考
察、实践，巩固课堂教学成果，拓宽知识视野、提升业务实战能力。

培训结束后，县农业农村局向合格学员颁发高素质农民结业
证书，并对已认定的高素质农民建立微信群，跟踪掌握学员发展情
况，及时发布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技术培训、政策服务等方面的
信息，方便学员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相互交流。对表现突出的优
秀学员，当地还给予表彰奖励，并推荐到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
高等院校深造。

这些高素质农民学以致用，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大显
身手。大同镇师福村农民魏仕斌过去一直从事食用菌种植，但传
统技术依赖消耗大量木材，经济效益低，且损害生态环境，菌林
矛盾突出。他参加了高素质农民“林下经济知识”培训后，掌握了
林下种植食用菌的技术，利用砍伐后遗留在山上的松树桩种植
茯苓，利用竹制品厂的下脚料竹屑（粉）及林地上的杂枝等废弃
物种植竹荪，让食用菌种植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如今，魏仕斌
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长汀鸿鑫食用菌公司董事长，在长汀本地
及连城、上杭等周边县域发展茯苓、羊肚菌、竹荪等食用菌产业，
建立示范基地 5000 多亩，带动 100 多户农户种植食用菌 2 万多
亩，户均年增收 3 万余元。

长汀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3年培训5000余人次

本报讯（黄小菊） 近日，由福建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学院和国
家税务总局福清市税务局联合发起的我省首个高校税收普法教育
基地在福州成立，将依托高校与税务机关的优势和特色，聚焦高校
师生关心的创业就业税收优惠、科研成果转化涉税政策等进行常
态化的宣传辅导，培养高校税法宣传志愿者，实现税收宣传与普法
教育同频共振。

当天，福建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学院、国家税务总局福清市税
务局和福建大道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还达成“税校企”合作共建
协议，促成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税务链的对接，推动政、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建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开展物流与数字化领域相关科研课题攻关及合作研
究，探讨交通物流及数字化等相关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方案，由企
业接收、指导毕业生实习，将其培养为合格熟练的技术、管理人
员并择优录用。

我省首个
高校税收普法教育基地在榕成立

“ 五 一 ”假 期 里 ，作 为
2023 年 度 福 建 省 重 点 建 设 项
目和城区新一轮缓堵重要项
目，福州市仓山区尤溪洲南立
交改造及景观绿化工程迎来
首 联 钢 箱 梁 吊 装 关 键 节 点 ，
标志着该项目匝道桥逐步转
入上部结构施工。据了解，该
项 目 预 计 明 年 完 工 ，建 成 后
将有效分流尤溪洲主桥交通
流 量 ，缓 解 尤 溪 洲 南 桥 头 的
交 通 拥 堵 ，为 市 民 出 行 带 来
便利。

图为施工方吊装钢箱梁，
最大离地高度达 24米。

谢贵明 摄

“我们的春茶产量高、质量好，效益也好，
一年收获怎么样，全看这段时间了。”3月底以
来，武平县年年春茶业有限公司制茶技术员
王新宝忙坏了，他往返于茶山和厂房，带着工
人们制作今年的春茶。

受长辈影响，王新宝从小对茶有着深厚
感情。1988 年，高考落榜后王新宝回乡开始
种茶。那个年代，武平绿茶因管理落后、品种
单一、工艺老旧，导致市场竞争力不足。

王新宝决心改变现状。他开辟 10 亩茶
园，引进名优茶品种，购置炒绿茶加工设备，
改进制茶工艺，标准化管理茶园，带头规模化
制作名优绿茶。几年下来，他做的绿茶不仅上
了规模，还有了口碑和市场。

35 年时间里，王新宝扑下身子打磨制茶
技艺，将所有精力投身到武平绿茶的培育种
植、生产制作和品牌打造。他制作的“年年春”
系列名茶多次获国家和省市县级“茶王”奖，
同时推动“柴改电”清洁化生产，推动武平走
上了电气化制茶的生态环保路子。2021 年，武
平绿茶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王新宝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第六代传承人。

走上致富路的王新宝没忘了桃溪镇新礤
村的乡亲们，“一个人富不算富，带着大家一
起富才是真正的富”。

2000 年开始，王新宝不断鼓励村民种茶。
为此，他组织村民连片开发整理荒山、荒坡、
荒地，并从浙江引进新品种，新建 300 多亩茶
叶生产基地。2006 年，武平县年年春茶业有限
公司成立，在王新宝的技术指导下，公司辐射
带动 2万余名群众发展茶叶种植。

现 在 ，王 新 宝 一 有 空 就 会 到 村 里 其 他
14 家 茶 企 走 走 ，不 仅 免 费 做 技 术 推 广 ，还
指 导 茶 企 引 进 先 进 加 工 设 备 ，研 发 出 更 多
高 品 质 的 精 品 茶 叶 ，做 优 做 强 做 大 武 平 绿
茶产业。

如 今 ，绿 茶 产 业 已 成 为 桃 溪 当 地 村 民
的支柱产业。特别是新礤村，全村 220 户农
户共种植茶叶 3000 多亩，70%村民收入来自
绿茶产业，村子被评为省“一村一品茶叶专
业 村 ”，共 获 全 国 和 省 市 县 茶 叶 赛 事 奖 项
100 多项。

这 几 年 ，王 新 宝 对 绿 茶 产 业 的 探 索 没
有 停 下 ，茶 叶 的 品 种 改 良 、提 质 增 效 都 是
他 努 力 的 方 向 。与 此 同 时 ，依 托 良 好 的 生
态 ，王 新 宝 推 动 村 里 启 动 实 施 了“ 桃 韵 茶
乡·山水画廊”乡村旅游景区建设 ，通过茶
旅、茶研、茶赛等拓宽茶产业发展空间 ，推
进茶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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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庄严 通讯员 陈雅
芳）“有了扶手，上下楼、起居都可以搭
把手，走路胆子也大了，方便又暖心。”近
日，家住福安市溪柄镇田头岗村的残疾
人谢女士在谈及自家无障碍改造情况
时，赞不绝口。

谢女士因病致残，平时活动只能依
赖拐杖，上下楼多有不便。福安市残联工
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联合施工团队根
据其生活习惯、活动区域，量身定制了一
套无障碍改造方案，解了生活不便之忧。

福安有残疾人口约 2 万人，近年来，
该市高度重视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工作。2023 年，当地以溪柄镇为试点，按

照“一户一案，一户一设计”的要求，由
市残联联合施工团队深入残疾人家中，
根 据 服 务 对 象 意 愿 和 实 际 需 求 ，对 灶
台、坡道、扶手等设施进行精细化改造，
让更多残疾人能够自主、安全、便利地
居家生活。截至目前，该市共完成 100 余
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总投入 40 多
万元。

“阿伯，你看看晾衣架装在这个位置
方便使用吗？”“阿伯，你过来试一下扶手
椅装在这个高度顺不顺手？”在溪柄镇楼
下村，施工团队耐心询问残疾人的改造
需求。团队负责人张水华说：“每个家庭
的建筑构造、使用人情况都差很多，我们

必须对每个家庭进行详细勘察，确认改
造需求后才动工。”

量身定制，前提在“量”。“家庭无障
碍改造应该怎么改、改哪些，使用者最有
发言权。”福安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陈炜说，当地创新推出“六同步”工作机
制（入户同步、评估同步、录入同步、审核
同步、验收同步、签字同步），不仅在前期
动工时征询残疾人的改造需求，还在工
程结束后请他们填写满意度调查表，获
得签字验收后才算竣工。

改动虽小，提升却很明显。楼梯两侧
扶手的安装，残疾人自己就可以上下楼；
对门槛进行坡化处理，轮椅可以轻松进

出家门；卫生间安装了方便残疾人自行
如厕、沐浴的升降淋浴器、洗浴椅。每户
改造的家庭内都贴有“家庭无障碍改造
项目公示牌”，改造项目、维修电话、监督
电话等内容清晰显示。“改造项目在使用
过程中出现问题，使用者可以随时和施
工单位联系，申请维修。对维修结果不满
意的，也可联系我们，真正让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工程发挥实效。”福安市残联
工作人员杨政介绍。

据了解，2021 年至 2022 年，福安共
对 375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今年计划分两批次对 624 户残疾人家庭
进行无障碍改造。

福安：为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无障碍改造

本报讯（陈国孟）“现在，家
里有了无障碍扶手、盲人语音电饭
煲、坐便器等无障碍设施，基本可
以生活自理了，连做饭都能轻松搞
定。”近日，仙游县榜头镇桃源村的
视障人士陈元藻高兴地说。

目前，仙游县持证残疾人有
3.2 万多人，其中重度视力或肢体
残疾人就有 8000 多人。该县残联
今年出台了《2023 年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补贴实施方案》，具有
仙游县户籍，持有效第三代残疾
人证，且有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
5 年内未获得过无障碍改造补贴
的三大类残疾人可申请，包括重
度肢体、重度视力残疾人，身高不
超过 130 厘米（侏儒症）的成年残
疾人和享受低收入保障或特殊供
养户的重度视力、听力、言语、智

力、精神障碍残疾人等。目前，经
过前期摸底了解，该县残联在榜
头镇整镇推进无障碍改造 98 户，
其他乡镇（街道）19户。对这 117户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对象，县残联将在上门入户验
收审批、财政审定等相关程序后
进行补助。

此次改造内容包括铺设盲道、
地面平整及坡化、房门拓宽，安装
低位灶台、坐便器、扶手、猫眼，安
装智能灯控设备、智能音箱、升降
晾衣架等 50 多种项目，立足残疾
人需求和提升宜居舒适度，量身定
制“一户一方案”无障碍设施，突出
个性化、智能化服务，以辅具适配
与家庭环境改造相结合，最大程度
保证残疾人利用辅具的便利性和
安全性，做到不同的残疾人精准享

受相对应的无障碍改造项目，以切
实解决他们的做饭难、如厕难、洗
澡难等问题。

“对于一个肢体残疾人来说，
没有辅助器具，很难从容洗漱、沐
浴和如厕，夜间起床解手格外犯
难，家庭无障碍是残疾人迫切要
求解决的基本问题，实施无障碍
改造可以改善残疾人生活环境，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仙
游县残联理事长陈春泉介绍，为
确保每一分项目补助资金都用在
刀刃上，该项目启动后，该县残联
完善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项目线上线下申请办理工作
流程，规范“最多跑一趟”工作程
序，安排专职工作人员精准实施
改造方案，确保改造质量安全可
靠，资金使用合规有效。

仙游一户一策改造残疾人家庭

让生活有“爱”无“碍”
近年来，越来越多城市将无障碍设施建设作为城市品质提升

工程来抓，纳入文明城市创建考评体系，如：公共停车场有无障碍
停车位，公共厕所有无障碍卫生间，人行道上的盲道持续更新完
善，图书馆、地铁站、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新建坡道……可以说，
在城市建设方面，对无障碍设施的重视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无障碍改造直接关系到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也是残疾人平
等融入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更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程
度。除了公共场所以外，在居家这种不容易被社会大众看到的
场景里，残疾人还存在着诸多生活不便。对正常人来说非常简
单的如厕、洗澡等日常需求，对残疾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困难。

我们可以从福安和仙游正在进行的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工作看出，残疾人的需求十分个性化。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
施建设需要普适化，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则要像福安和
仙游残联的同志那样，到残疾人家里去，耐心征询使用人的意
见，下足“绣花功夫”。

此外，无障碍改造不是一锤子买卖，残联和施工团队要像维
护忠实客户那样，不断收集用户的反馈，不断提高无障碍设施的
可靠性、舒适度、智能化程度。要畅通监督渠道，把无障碍工程这
一民生工程做好做实，真正做成残疾人群体中的“口碑工程”。

编后>>>

把关爱精准送到残疾人身边

（上接第一版）
“来福建 露营去”2023年福建省帐篷露

营季，有效带热露营旅游消费，德化夏日露营
奇遇季、鼓岭柱里露营之旅、“乐活厦门 畅玩
山海”露营之旅等露营线路人气旺盛；

南平武夷山茶乡疗愈采茶制茶体验
线、最美风景道自驾线等精品旅游线路广
受欢迎，围炉煮茶、汉服跟拍、点茶体验等
新业态“吸睛”又“吸金”；

在平潭，“蓝眼泪”成为爆款 IP。“五一”
期间，平潭环岛路沿线随处可见“追泪”大
军的露营帐篷，周边民宿预订量同比 2019
年增长 14倍。

文旅融合“盛宴”点燃假期

位于福州市长乐区江田镇的下沙海滨
度假村曾承载着福州人关于大海的美好记
忆。自 1986 年夏该度假村区域首次对外开
放后，“东方夏威夷”“南国北戴河”的赞誉接
踵而来，给当时的八方游客留下了许多美好
回忆。度假村内的标志性建筑海螺塔和海蚌
厅，更是随着明信片走向世界，盛极一时。

5 月 1 日，整饬一新的福州新区下沙海
滨度假村重新开放，福州年度音乐盛事“夏
沙音乐节”同时在度假村举行。《下沙》《恋
上一个人》《愚人码头》《火柴天堂》等经典
歌曲，伴随游鸿明、熊天平等知名歌手的演
唱，引来现场观众的热情互动。这场在海边
举行的音乐节，融合海滨森林、沙鸥振翅、
碧波卷浪、海塔耸立的美好体验，吸引众多
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除了“夏沙音乐节”，“五一”前后下沙
海滨度假村还持续举办多场文旅活动——

“梦栖滨海 踏浪追风”首届沙雕艺术节，22

个栩栩如生的单体沙雕伫立在下沙海滩，
每个高约 6 米、长宽均为 8 米，作品包括武
夷山、土楼、马上成功（郑成功）、镇海楼、闽
江之心、罗星塔等；“房车奇遇记”，在下沙
度假村沿海岸线规划配套“城市房车轻旅
行基地”，打造集房车租赁、房车车友会、露
营、派对为一体的城市旅行基地；“踏浪赶
海节”，通过不同主题活动，将民俗文化、海
洋知识科普、自然保护等内容相结合，寓教
于乐，加深市民对海洋文化的认同感。

“原本以为新开放的下沙只是有沙滩
和海景，没想到还增添了这么多有意思的
文旅项目，而且修旧如故的海螺塔、海蚌
厅、沙堡等当年下沙的标志性老景观都如
记忆宝石般复现。这个‘五一’假期，感觉我
们离不开这里了。”游客郭女士说。

福州古厝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未来下沙还将打造集文创、美食、民俗、沙
滩游乐、霓虹夜市等多种互动元素于一体
的多元市集，并开展露天电影、音乐乌托
邦、后备厢集市等活动，把福州新区下沙海
滨度假村打造为风光优美、度假氛围浓厚、
产品体验丰富和设施配套完善的国际滨海
旅游度假胜地。

文旅演艺市场火热升温

“福山福水天地降，捧出福茶给福人
享。诚迎五湖四海客，一杯香茗祝吉祥！”假
日期间，福建京剧院新近创排的京歌《福地
茶香》在闽江之心青年广场唱响，清新福建
的风景人文与传统戏曲文化、茶文化交相
辉映，为观众奉上饱含“福”文化和福建人
文特色的动听旋律。

取材于《西游记》的京剧《真假美猴王》

是福建京剧院的经典之作。智勇双全的孙
悟空、活泼可爱的猪八戒在 5A 级景区福州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舞台亮相，演员动
作矫健，表演举重若轻，高超的京剧武戏技
巧获得游客阵阵喝彩。

“我们把京剧传统经典带到景区，希
望用好美、好潮、好玩的方式，让更多市民
游客了解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之美，了解福
建人文之美。”福建京剧院负责人孙劲梅
表示。

在武夷山，山水实景演出的“印象大红
袍”假期单日演出场次和门票销售量均创
历 史 新 高 。“ 每 天 演 出 4 场 ，观 影 人 数 近
9000 人。”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彬说。

我省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组织
的文化演艺、街头展演、主题音乐节、非遗
展演等活动轮番上演，“旅行+演艺活动体
验”成为这个假期的出行热潮——

“2023 年莆田市音乐生活节”“莆阳爽
夏·欢庆‘五一’”音乐大赛等活动为市民游
客带来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世遗古城”泉州频频出圈，文艺演出、
文创集市等活动精彩不断，全国南戏展演、
古城体验游人气高涨；

福鼎市举办《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
福鼎站全国巡演、牛郎岗沙滩音乐节等，吸
引近万名游客参与；

三明永安市小陶镇五一村将百人旗袍
秀、特色美食、传统婚嫁习俗体验等群众文
化活动纳入旅游文化节，拉满节庆气氛；

沉浸式演艺产品热度不减，除武夷山
“印象大红袍”外，福州烟台山的沉浸式戏
剧《雀起无声》、厦门“来疯喜剧”等演艺产
品门票销售火爆。

非遗特色游备受青睐

舞台上，木偶小沙弥亦步亦趋跟随木
偶艺术表演者登场，数十根悬丝在表演者
的十指操纵下此起彼伏，一出《小沙弥下
山》木偶戏随即上演。

“摔倒后挣扎着起身的动作，简直就像
真人一样。”“顿时就被吸引到了，小木偶就
像活了一样，让人大开眼界！”……活泼逗
趣、诙谐生动的表演，引得台下观众喝彩不
断，直呼过瘾。演出结束后，孩子们还可以
与木偶艺术表演者互动，沉浸式体验木偶
表演艺术，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五一”假期，以“御见宋元集 宋韵泉州
肆”为主题的首届“宋潮文化生活节”在泉州
举办，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每天开展的非遗
演出活动，许多游客会依据表演时间早早围
拢在舞台区周围，等待好戏轮番上演。

本届文化节非遗表演项目，不仅有精彩绝
伦的提线木偶戏、婉转悠扬的南音雅乐、勇猛快
速的螳螂拳表演，还有“城门讲古”、“海丝小艺
苑”、“走进世遗·遇见非遗”展演、“唐风宋韵”南音
习唱会，让游客全方位、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

夜幕降临，全省各地特色游活动随夜
色铺陈开来，市民游客赏夜景、看演出、逛
夜市、品美食——

龙岩市新罗区在未来城开展水上惠民
演出，通过展示新罗国家非遗龙岩采茶灯、
省级非遗龙岩山歌戏等，将新罗的人文历
史和传统文化在水上舞台精彩呈现；

漳州推出“‘偶’遇古城，奇妙‘五一’”
木偶嘉年华活动，古法新绎的沉浸式木偶
创意大秀、文创集市震撼来袭，吸引众多市
民游客相约古城共度“五一”奇妙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