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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是三明的基因，风展红旗如画。
绿色，是三明的底色，好生态变成好风景换

来好“钱景”。
产业，是三明的底气，11 条特色产业链正在

“延链补链强链”。
沪明合作，是三明的机遇，革命老区与国际

都市携手向未来。

生态三明，点绿成金

“来，大家快吃点水果！”夏日炎炎，将乐县常
口村的游客却是一批接着一批，村民邱彩立忙着
招呼客人纳凉消暑。

有“中国碳票第一村”美誉的常口村通过发
展生态游，吃上了生态饭，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增
长到 185万元。

全力推动文旅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这是“青
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在三明的生动实践。

文旅产业是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富民产业、
幸福产业。6 月 27 日，三明市召开文旅经济高质
量发展推进会提出，以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建设注入新动能。三明还印发《三明市
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方案》，以“放心游福
建·满意在三明”为目标，提出了 4 大任务、16 项
具体措施，力争在今年年底前解决一批影响旅游
服务质量的突出问题，推动三明旅游的品牌价值
和综合效益明显提升。

这一切的前提，是全力以赴保护好、利用好
“绿色”这一比较优势。

治水，河湖长制谱新篇。三明市不断完善河
湖治理体系，各级河长深入挂包流域巡河履职，
2022年以来，市、县、乡三级“双河长”巡河 1.23万
人次，协调解决河湖水生态环境问题 956 件，事
件处置率 100%；391 名政协委员河长参与河湖治
理民主监督，累计巡河 9.4 万公里；三明市与福
州、南平等 6 个流域相关设区市深化闽江流域联
席会议机制，2022 年以来开展联合巡河 40 余次，
共护闽江流域水环境。

“活水”，体育文旅闹河川。桨板、皮划艇、蹼
泳、水球……金溪百里画廊不时被运动员、体育
爱好者的热情与活力点燃。将乐县先后投入 2 亿
多元，建设水上运动训练场、赛事观光栈道，吸引
20 余支专业运动队慕名前来集训，举办大型水
上体育赛事，全县旅游业平均游客量增长 20%，
酒店业平均入住率增长 20%以上，带动旅游等相
关产业增收 2 亿元，5 家农家体育民宿年增收 35
万元，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三明市与文旅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大力发展
商务旅游、水上运动、森林康养、研学培训等新业
态，开发环大金湖旅游度假区，发展休闲垂钓、健
康疗养等富民产业，建设休闲渔业主题公园、示
范基地等，促进村集体、村民“双增收”。

植绿，生态底气砍不断。“林长邀你来种树”
活动以“林长赠苗+群众种树”形式带动群众“见
缝插绿”“锦上添花”。2022年，全市完成植树造林
22.7 万亩，森林抚育 63.22 万亩，封山育林 18.79
万亩，建成省级森林城镇 8个、森林村庄 147个。

护绿，林长以脚量深山。全面推行林长制工
作机制以来，三明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近五年，
三明市整合设立 56 个基层林业执法中队，实现
护林员“岗哨发现”、林业站“技术鉴定”、执法中
队“立案查处”无缝衔接。

兴绿，“两山”转化路更宽。随着林改深化，三
明漫山遍野的“绿”活起来、兴起来，“空气”能卖
钱，不砍树也有收入。三明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推
进林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促进林业大市迈
向林业强市；精准制定出台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措施。

去年 9 月，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揭牌，新交易系统启动运营，沙县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升级为全省首个区域性农村综合产权
交易平台，截至目前交易量突破 4 亿元。三明还
入选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市、2022年度全国全面推
行林长制工作成效明显激励市，林长制工作考核
位居全省第一。

产业集聚，入园强链

6 月 29 日，福建海西联合药业有限公司以仿
制 4 类报产的吸入用七氟烷（120ml、250ml）获批
上市，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海西药业成为全国第五家吸入用七氟烷过评企
业，填补我省吸入式麻醉剂空白。

海西药业所在的明溪县，是《福建省加快生
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的福建
省原料药及中间体重点布局区域。

2001年，明溪县引进复旦大学紫杉醇提取技
术，成立南方生物有限公司。2007 年，公司改组，
后更名为福建南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南方制药在紫杉醇研发上取得关键性突破。2014
年，南方制药成为三明市第一家“新三板”上市企
业。依靠这棵“大树”，上下游企业向明溪聚集，这
里成为全国最大的紫杉烷类化合物生产基地。

近年来，明溪县先后引进培育 17 家生物医
药企业，逐步构建起“红豆杉种植—植物提取—
紫杉烷类抗肿瘤原料药生产销售”“六氟异丙
醇—七氟烷中间体及原料药—七氟烷制剂研发
生产”等全产业链。

资源丰富，技术创新，三明的氟新材料产业
如日方中。

从清流到明溪，从东莹化工到海斯福，从萤
石矿到含氟医药农药中间体、含氟新能源精细化
学品、柔性显示与半导体用氟聚酰亚胺单体……
近年来，三明市依托丰富的萤石矿资源和扎实的
氟化工产业基础，全力延链、补链、强链，加快打
造国家级氟化工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目前，全市拥有三元黄砂新材料循环经济产
业园、明溪氟新材料产业园、清流氟新材料产业
园、吉口循环经济产业园等 4 个氟新材料专业园
区，培育出海斯福、三农新材料、东莹化工等 3 家

年产值超 10亿元的区域龙头企业。
日前，省重点技改项目——海斯福高端氟精

细化学品项目的 4 万吨电解液生产线一次性试
生产成功，标志着海斯福已具备液体锂盐槽车来
料、自配液态锂盐等工艺流程，锂电电解液的技
术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生产效率再上台阶；十年
磨一剑，省级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柔性新型
显示材料氟聚酰亚胺及关键单体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实现突破，氟聚酰亚胺关键单体年产能达到
200吨，产品质量得到下游应用验证和认可。

在清流氟新材料产业园，福建中欣氟材高宝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氟苯、年产 3万吨无水
氟化氢改建项目竣工投产，年产 5000 吨六氟磷
酸钠项目破土动工；总投资 2.34亿元的省重点技
改项目——东莹化工六氟磷酸锂项目安全有序
推进，预计 8月份投产。

智能制造，转型升级，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总投资 95.1亿元的三钢智能制造及产

能提升改造建设项目正有序推进，将带动三明市
钢铁产业冶炼装备向绿色化、智能化、大型化进
一步提升。

在闽光大数据中心一楼管控中心大厅的LED
大屏上，“原料进厂—生产运行—成品出厂”全流程
可视化作业界面一览无余。某类原料有多少在铁路
运输中，多少在港口库存，多少已经进厂卸货；高炉
主要指标是否异常，炼钢、棒线、中板产线是否有非
正常运行机组；哪个成品库房“爆满”，成品库存结

构和库存趋势如何……这些都一目了然。
由此，三钢将从生态圈协同、集团管控及共

享、产业经营管理、产业制造管控和智能装备等
五个层次开展顶层设计，打造管控中心和智控
中心两个智慧“硬核”，架起“云—边—端”三级
架构大数据体系。该项目涵盖管控中心建设投
运、三明基地信息化、智慧中心和大数据中心上
线以及应用推广覆盖等多个步骤，将分两期工
程，实现集团内数据共采、数据共享、系统共建
和功能共用。

双向奔赴，沪明同行

6 月 29 日，三明城市形象展示中心——上海
三明大厦在上海市杨浦区揭牌设立，一批总投资
90 亿元的沪明对口合作重点项目现场签约；6 月
28 日，“同话沪明情 四季游三明”假日专列载着
200 多名乘客从虹桥站出发；6 月 16 日，历时 6 天
的“上海媒体三明行”集中采访活动收官……沪
明合作动作频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支援福建工业基地建
设和“小三线”建设，18 家上海企业迁入三明，留
下了一段沪明情深的佳话。

新征程上沪明再续前缘。去年 5 月，国家发
改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
案》，明确上海与三明正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此
后，上海市政府与福建省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市

与三明市对口合作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两地围绕 10 个重点领域开展专项合作，互访交
流已达 140余批次。

风景如画的三明正在成为上海人的“后花园”。
今年“五一”假期，上海成为三明市第一大省

外游客市场。两地共同策划“上海三明周末游”、
“三明红歌遍申城”、首届沪明非遗美食文化旅游
节等主题活动，持续组织上海红色主题教育、工
会游、疗休养团队等前往三明。

泰宁大金湖旁，沪明对口合作迄今投资体量
最大的单体项目——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已
进入土方开挖及桩基施工阶段。6 月，沪明两地
林业部门初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支持已开发的
存量“三明林业碳票”纳入上海碳普惠体系，市场
的跨区域连通有望提升碳票变现的效率。

产业合作，互利共赢同向未来。
“明品入沪”高效对接，优质农特产品走进上

海。400 多款三明农特产品登陆上海“百县百品”
等 25 个线上线下销售平台，通心白莲、永安黄
椒、熏鸭等 39 款特产摆放在上海西郊国际消费
帮扶馆三明专区；三明市农林集团在上海设立鲜
笋档口、举办社区推介会，销售鲜笋 391.2 吨，销
售额达 934.5 万元；三明五香卷等预制菜产品进
入上海社区团购。

特色农业新增“引擎”。以上海市农业生物基
因中心罗利军教授命名的节水抗旱稻工作室在
建宁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挂牌成立，该中心已
在建宁县建立节水抗旱稻科研基地 10 亩、种子
生产基地 5000 亩。5 个总投资超 7.5 亿元的现代
农业项目开工建设。

沙县小吃再壮大。今年春天，沙县小吃华夏
行走进上海市环球港，沙县拌面、梅子根鸡蛋和
沙县小吃专属配料等产品摆进东方明珠广播电
视塔城市广场，沙县特色农产品进入上海工会福
利采购，上海市民和游客一次次被沙县小吃勾动
味蕾。4000 多家门店、1.2 万从业人员，年营业额
超 28 亿元，沙县小吃已进驻部分上海市高校、机
关食堂，参与上海早餐工程。沪明两地共同探索

“上海企业+沙县资源”“上海研发+沙县制造”
“上海总部+沙县基地”等模式，在沙县区规划建
设 1000亩预制菜产业基地。

5日，在尤溪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集中区，尤
溪六融运动服装制造产业链项目一派繁忙，一旁
的 1#车间里设备正加紧安装，预计 8 月可投入试
生产。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是一个从锦纶纺丝
到运动品牌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工厂，实现锦纶、
织造、染整、印花、制衣、品牌 6道产业链闭环。

“该项目既是沪明合作项目，又是‘以商招商’
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尤溪经济开发区招商策划
科科长纪蓉蓉说，去年，通过摸排位居全球锦纶纺
丝行业产能前 5名的福建鑫森合纤科技有限公司
的上下游企业，发现其下游企业“上海优泰嘉盟制
衣有限公司”和“上海至纤至悉公司”有合作意向，
经过招商，项目于今年2月开工。

人才互通，干事创业结伴而行。
3 日，三明选派 26 名优秀干部人才赴上海市

挂职、跟班学习、访学进修，为推动对口合作各
领域工作走深走实、结出硕果贡献力量。此外，
三明上海商会人才驿站建成，上海沪闽人才交
流中心三明人才驿站授牌，三元区驻沪“人才科
创飞地”在上海交通大学 BIM 研究中心成立。明
溪海斯福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合作建立全省首
家氟化工院士工作站，三明市 77 所学校与上海
建立了“一对一”结对关系，华东师范大学附属
三明中学正式在三明生态新城落地，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等医院在三明设立名
医工作室……两地常态化的人才交流，将有力
促进三明革命老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文化交融，山海协奏时代强音。
5 月下旬，上海市与三明市红色文化交流专

题活动在沪举行，“风展红旗 如画三明”红色故
事宣讲团先后走进上海市和杨浦、浦东、虹口、嘉
定四个对口合作区，开展了 5 场宣讲交流活动，
把三明的红色故事深深镌刻在上海人民心中，为
沪明两地共同赓续红色血脉、推进红色文化交流
合作再谱新篇，营造浓厚氛围。

“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专题展”系列活动
走进三明 11 个县（市、区）巡展，累计观展人数超
10 万人次；“精神之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
神文物史料专题展”上，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馆藏、
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亮
相上海；沪明两地联袂打造的全国首部地方小吃
题材音乐剧《幸福的烟火》在三明首演；《追梦客
家·三明行》以舞台剧形式讲述沪明深厚情缘……

风展红旗 如画三明
□本报记者 方炜杭 马丹凤 通讯员 吴振湖

风光旖旎风光旖旎、、配套完善的生态新城配套完善的生态新城 林文斌林文斌 摄摄

“风展红旗 如画三明”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上海开展宣讲
交流活动。 三明市委宣传部供图

沪明合作福建熙华医药产业园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雷玉平 摄

三明市第一医院生态新城分院即将正式启用。 林文斌 摄

建宁、泰宁、将乐三县迎来上海直达动车。 陈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