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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福建省发改委印发打造福厦“1小
时生活圈”若干措施，提出要以福厦高铁开
通运行为契机，聚力打造福厦“1 小时生活
圈”。《若干措施》主要提出了优化高铁列车
开行、完善公共交通配套、健全货运物流体
系、创新发展站点经济、拓展高铁业态融合、
加强产业分工协作等 6个方面共 15条措施。

全省首条时速 350公里的福厦高铁具备
9 月底开通运行条件，是我省打造福厦“1 小
时生活圈”的一个重要契机。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结合福厦高
铁运行实际及我省都市圈发展实际，制订

《若干措施》，旨在促进高铁沿线城市资源整
合、交通互联、产业融通、协调发展，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

高铁“公交化”通勤照进现实

未来，在福州厦门两地往返的上班族将
可以实现高铁“公交化”的方便通勤，“1 小时
生活圈”获得感拉满！

《若干措施》在第一部分就贴心提出，将
通过加密福厦高铁列车开行次数、组织高铁

“公交化”运行、推行新型票种、增开特色列
车等措施，对列车自身进行优化，以切实满
足福厦（漳）高速便捷通行、上班族通勤等实
际需求。

保障运行效率，加密高铁列车开行次
数。统筹福厦高铁与既有福厦铁路列车班
次，根据两线功能定位和客流情况，合理布
设列车，加密列车开行次数，先期增开 26 对
高铁、既有 32 对高铁变更至福厦高铁运行，
后期逐步增加，优化列车时刻，充分提升两
线利用率；安排直达列车、标杆车（沿途仅安
排 1~2 个停站），以便满足福厦（漳）高速便
捷通行需求。

结合通勤特征，组织高铁“公交化”运行。
在高峰期间按公交化安排高速列车、大站停
靠列车等缩短旅行时间。优化开行车次，福州
至厦门（漳州）早班车次福州（南）最早 6：30—
7：00 出发、厦门（漳州）至福州晚班车次福州

（南）最晚 23：00左右到达，在检修时间允许情
况下，争取早班车次提早半小时、晚班车次推
迟半小时。实行 1~2班次公交化运行（即每站
经停），满足上班族通勤需要。

开辟便捷通道，推广新型票种服务出
行。基于高峰时段旅客需求，完善站内标识、
扫码进出站等措施，实现旅客“在途”和进出
站快速集散。福厦高铁通车运营后推广实施
计次票（月票）、定期票等新型票种。积极推
动新增高铁站开通“铁路 e卡通”业务。

结合运行情况，增加开行特色临时列车。
结合寒暑假、春节、国庆黄金周、中秋等节假
日，以及“清新福建”重要景点分布，开行特色
临时列车，根据运行情况和旅行客流分布，适
时调整开行方案并争取形成假日图定专列。

“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黄金周，部分
市民届时可以抢‘鲜’享受到坐高铁就像坐
公交车一样的方便。”省发改委交通发展处
负责人介绍。

实现一站式“零距离换乘”

适时推行公共交通配套高铁相关优惠
政策，2023 年 8 月底至 12 月底，工作日 17：00
以后、节假日乘坐福州地铁免费；福州至厦
门（漳州）间鼓励高铁公务出行……《若干措
施》的第二部分提出，我省为打造福厦“1 小
时生活圈”，推出一系列完善公共交通配套
的“出行大礼包”。

强化枢纽功能，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
络。建设福州南站、厦门北站、泉州东站、漳
州站、莆田站等综合交通枢纽。推动福州、厦
门城市轨道交通与动车站的高效衔接；争取
2025 年上半年开通运行贯通福州站的城际
铁路 F1 线；加快建设福州、厦门及延伸至漳
州的地铁线段；加快城际铁路 F2、F3线和 R1
前期工作，争取 2023 年底实现控制性工程开
工，实现都市圈城际铁路与高快铁站点之间
的便捷衔接。

优化运输组织，增强换乘衔接效率。统
筹开通公交专线、夜间班次、旅游接驳和定
制客运服务，实现城市公交与高铁运营时间
匹配；优化配套城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等
设施建设，实现社会车辆快速通行；增加交
通方式标识引导和站点出入疏导，提升旅客

“最先和最后一公里”出行效率，实现旅客一
站式“零距离换乘”。

加强信息共享，推行配套优惠政策。实

现福州地铁 5 号线与福厦高铁安检单向认
证，积极推行国铁干线与轨道交通安检互
认、售检票系统深度融合方案，逐步推动“一
站安检”“一票通行”；在车站周边区域优先
开展路地协同、智慧停车、智慧交管等智慧
交通试点工程，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纳入新
基建行动计划或相关专项，给予地方政府专
项债支持。协调高德、腾讯、百度等大型地图
搜索引擎标明站点进站口、商务通道区域
等，便于旅客出行。

释放福厦铁路货运能力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福厦铁路在给
老百姓日常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释放出的
物流货运能力也势必成为福厦“1 小时生活
圈”图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若干措施》提出，要从福厦高铁及既有
福厦铁路两线客货分工出发，加快建设后方
通道、铁路货场及物流枢纽等措施，切实拓
展内陆腹地货运市场。

开发货运能力，支持开行货运专列。安排
专项资金，组织开展全省铁路客货运体系研
究；争取利用福厦高铁列车加挂急快运车厢，
拓展福厦高铁沿线鲜活、即时等急快货物运
输需求。在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基础上，争取国
铁集团支持开行动货列车；改造部分货运站
点实现多式联运，拓展内陆腹地市场。

完善货运通道，规划建设物流枢纽。加快
建设福州港口后方铁路、漳州港尾铁路支线，
推进松下港铁路支线、厦门港后方铁路等项
目，完善沿海港口后方集疏运通道。研究改造
利用既有福厦铁路货场，规划布局一批物流

枢纽，扩大海铁联运能力和辐射范围。

“一站一策”打造流动风景线

“一站一策”、一城一景，在高铁上手机
下单的地方特产或者文创产品，到站直接送
货上车……这些场景，在不远将来的福厦“1
小时生活圈”的高铁出行中都将实现。

据介绍，福建将以打造本次福厦“1 小时
生活圈”为契机，把一座座城市高铁站打造为
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创新发展站点经济，共同
实现高铁发展与城市形象的共赢提升。

提升城市形象，开发特色站点文化。统
筹发挥路地双方资源优势，试行“一站一策”
开发，充分发挥高铁站作为城市窗口的特
点；共同开发文创产品，在候车室设置特色
连锁展销平台。

与此同时，推动路地合作开发福州南
站、厦门北站等车站周边土地。引导商超、酒
店、餐饮、便利店等入驻站点周边综合体、商
业附属设施等。鼓励各地出台相应扶持政
策，持当日车票（电子票）可在部分商超、酒
店等享受一定折扣。

推进业态融合和产业协作

以高铁站的站点经济为出发“点”，辐射
带动的还有高铁沿线经济发展带的“线”和
产业分工协作的“面”。

《若干措施》提出，要从旅游开发、会展
消费等业态出发，结合高铁沿线文旅资源、
会展活动，促进高铁与相关业态融合发展。

开拓旅游市场，打造高铁文旅经济带。
统筹福厦高铁沿线文旅资源，打造文化旅游
专线和精品旅游线路，鼓励高铁沿线各地出
台相应扶持政策，推出景区旅游高铁套票，
旅客可持当日高铁票享受景区门票打折优
惠。推动夜间文旅消费创新发展，根据路线
提供“一站式”服务。

扩大会展消费，促进高铁与会展业融合
发展。鼓励各地在福厦高铁沿线站点及周边
开办商品展销会、博览会、交易会、购物节、
民俗节等活动。鼓励福厦高铁沿线多地联合
办展，扩大会展规模。当日高铁票可减免门
票费用或商品交易时抵扣部分金额。

《若干措施》还提出，以高铁为纽带，推
动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拓展“高铁”缩减时空
的效应，依托山海协作便捷交通条件，增进
区域内贸易、人员、技术和资本交流联系。

推动区域合作，打造共创共建发展模
式。积极探索推进众创孵化平台、共建园区
建设，发展“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消薄飞
地”等飞地经济，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同时，
推进协同发展，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打
造“一县一品”品牌，提升高铁沿线整体竞
争力。

福厦“1小时生活圈”何时能梦想成真，是什么样子？对福建老百姓的生活乃至区域经济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在省发改委对打造福厦“1小时生活圈”若干措施的政策解读里，一幅高铁穿山过海的幸福图景徐徐展开——

福厦“1小时生活圈”即将实现
□本报记者 林蔚

日前，《福建省水网建设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获省政
府批复，提出我省将投资超万
亿元，加快建成“系统完备、安
全可靠，山海统筹、协调共享，
集约高效、绿色智能”的福建现
代水网。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是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福建水网是国家水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规划》立足福
建省情、水情 ，提出了福建水
网 建 设 的 主 要 目 标 、总 体 布
局、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等 ，
提出到 2035 年，福建现代水网
体系基本形成，省级水网主骨
架和大动脉基本建立，市、县水
网基本完善，建成与我省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方位
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水安全保
障体系。

水资源总量、人均水资源
量居全国前列，生态环境质量
优良，河流水系众多，大多发
源于境内、独流入海……福建
拥有独特的水资源禀赋条件，
为水网建设提供了优越本底。

“目前，全省已形成较为完善
的综合利用水网，为福建水网
建设提供了工程基础；初具规
模的信息基础设施、不断提升
的行业管理能力，为福建水网
建 设 提 供 了 技 术 保 障 与 制 度
基础。”省水利厅计划财务处
处长欧阳钦从表示，近年来福
建水利发展取得创造性突破、
历 史 性 成 就 ，但 沿 海 地 区 水
资 源 保 障 、部 分 河 流 水 资 源
调 蓄 能 力 、城 乡 高 质 量 供 水
体 系 仍 有 短 板 ，防 洪 减 灾 体
系 、水 生 态 水 环 境 还 需 巩 固
提升等问题。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和 目 标 导
向，《规划》提出了“三纵八横、
三区两带”的福建水网总体布
局——即设置闽西南、闽江口、
闽东等三大水资源配置通道，
治理闽江、九龙江、汀江、赛江、
晋江、敖江、木兰溪、霍童溪等
八条主要江河，规划闽西南、闽
江口、闽东等三大区域网，以
及建设山区水资源涵养带、沿海水生态修复带两大
带状涵养区。

根据布局，《规划》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提
出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完善流域防洪
减灾体系、完善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打造数
字孪生水网体系及健全现代水网管理体系等五大重
点任务，并规划了一系列项目，总投资 10260 亿元，
其中，2021—2035 年计划完成投资 8500 亿元。项目
具体包括闽西南、闽江口、闽东、金门供水水源保障
等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宁德上白石、漳平浙溪、永
泰龙湘等大型水库，闽江干流防洪提升、“五江一溪”
防洪工程等重大防洪防潮工程，木兰溪、崇阳溪、金
溪等河流水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还涵盖城乡供水
一体化、中小型蓄引调水、安全生态水系、灌区改造、
中小河流治理、水库（堤闸）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
治、水土保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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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厦高铁试运营列车驶过乌龙江大桥（8月 31日摄）。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胡昕鹏 马俊骐 摄

福建再生稻的“再生”之道

再生稻，是“一种两收”的水稻栽培
方式。头季收割后，稻桩上休眠的腋芽，
在一定的光、温、水、养分条件下，重新萌
发，约两个月后就能成穗。它为光温条件

“一季有余，两季不足”地区，提供了粮食
增产新方案。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
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再生稻。

福建是全国再生稻优势产区。近年
来，福建通过良种、良法、良技、良机、良
田配套，破解头季稻机收难题，构建了
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推动再生稻产业
实现新发展。今年，全省再生稻种植面
积约 15万亩。

再生有“道”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业
科学院研究员谢华安等专家齐聚尤溪
县，对西城镇麻洋村再生稻示范片头季

产量进行测产验收。结果显示：135亩“内
10优 7185”示范片平均亩产 866.31公斤。
1990年以来，麻洋村已连续 24年承担福
建省农科院再生稻新品种试验、示范项
目，再生季产量曾 3次刷新世界纪录。

在我国悠久的稻作历史上，再生
稻 一 直 有 着 一 席 之 地 。但 过 去 ，由 于
再生季产量有限，广大农民大多将其
视 为“ 自 生 自 长 ，有 就 收 、无 就 丢 ”的
附属品，作为灾后补歉的一种措施。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杂交水稻技
术的突破，以“汕优 63”为代表的一批
强 再 生 力 品 种 脱 颖 而 出 。1988 年 ，原
省 农 业 厅 组 织 7 个 地 市 的 39 个 县 开
展 再 生 稻 试 验 、示 范 。经 过 全 省 农 技
专家的试验摸索，福建逐渐形成了一
套包括品种选择、田间管理等完整的
技术体系。尤其是重施催芽肥和壮苗
肥 、畦 厢 式 栽 培 、间 歇 性 沟 灌 等 技 术
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得益于此，再生稻迈上了产业化发
展道路，逐渐从附属品进阶为一种独立
的稻作制度。

“与种双季稻相比，再生稻省了一
季种子、播种、育秧的钱，加上生长周期
短、病虫害少，施肥用药量也小得多；与
种单季稻相比，再生稻多了不少产量。”
尤溪县西城镇麻洋村村民曾繁辉，是村
里最早的再生稻种植户。他还记得，在
20 世纪 90 年代，种植一亩再生稻比双
季稻节本 100多元。

由此，农民种植再生稻的积极性得
以激发。最高峰时，尤溪再生稻规模超
过 10 万亩。再生稻也成为福建大力推
广的稻作模式，亩产纪录持续突破，不
少田块达到了“吨粮田”水平。

再生稻节本又增效，但有一段时
间，其种植规模却不断萎缩。原因在于，
头季稻收割高度依赖人工。在农村劳动
力大量转移，人工成本水涨船高的大背
景下，再生稻传统生产模式出现了水土
不服。

“传统籼稻品种具有高芽位优势，

倒 二 、倒 三 节 位 的 腋 芽 属 于 优 势 芽 ，
萌 发 能 力 强 ，出 穗 快 ，可 贡 献 七 八 成
再 生 季 产 量 。”福 建 省 农 科 院 水 稻 研
究所研究员张建福说，这就要求头季
稻 收 割 时 ，要 保 证 较 高 的 留 桩 高 度 ，
通常要在 35 厘米以上。若采用机械化
收割，较高的稻桩被收割机履带碾压
后，易倒伏，破坏腋芽，造成再生季减
产 。在 丘 陵 山 区 ，地 块 分 散 、不 平 整 ，
大型收割机需要频繁转弯掉头，碾压
更 甚 。即 便 是 最 有 经 验 的 机 手 ，碾 压
率一般也会超过 30%。

如何破解再生稻发展困局？

机收破局

今年，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在浦城县
召开再生稻产业发展暨高标准农田改
造提升现场推进会。

目前，浦城 7 万亩再生稻已完成头
季 收 割 ，10 月 将 迎 来 再 生 季 收 割 。其
中，约两万亩可达到“吨粮田”水平。

新时代的再生稻“吨粮田”，源自全

程机械化技术的成功攻关与推广应用。
早在 2010 年，原省农业厅便组织

全省科研、推广农技等部门，围绕再生
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特别是头季稻机收
环节，开展联合攻关。最初选择的是农
机路线，在收割机改良上下功夫。但适
用于丘陵山区的农机本来就少，再生稻
专用收割机研发更是进展缓慢，几年下
来，收效甚微。这时，福建开始转变发展
思路，向品种创新寻求突破。

经过多年筛选试验，一批适合低留
桩机收的品种得以挖掘。其中，既有“甬
优 1540”“晶两优华占”“天优华占”这样
的省外引进品种，也有“内 6 优 7075”

“明 I优臻占”“福香占”“佳福占”等省内
自主选育的新品种。

这些品种倒四、倒五节位的腋芽也
能作为优势芽，具有较强的再生能力，
能够较快萌发，孕出新穗。这样一来，头
季稻收割时，留桩高度就不用太高，甚
至可以低于 20 厘米。低留桩带来的好
处是，机械收割时稻桩不易倒伏，可减

少收割机对休眠腋芽的碾压，确保再生
季产量。

不仅仅是良种，良法、良技、良机、
良田配套，也为再生稻全程机械化生产
提供了综合解决方案——头季稻收割
前进行二次烤田，使土壤软硬适中，既
不影响根系生长，又能减少收割机对稻
桩的碾压；收割机严格按照“回”字形路
线行进，减少不必要的转弯和掉头，减
轻对稻桩二次碾压；为收割机加装秸秆
加细粉碎装置，既避免秸秆覆盖在稻桩
上影响腋芽萌发，又能抑制田间杂草，
还能加速还田，为土壤提供有机质；加
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小丘并大丘，
为收割机提供更多作业空间……

按照目前水平，头季稻机收碾压率
最低可以降至 20%。福建省农科院水稻
研究所测算，相较于人工作业，再生稻
全程机械化生产可节本 62.0％，经济效
益提高了两倍。由此，全省再生稻产业
实现了“再生”，种植规模逐渐恢复，重
新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作为全程机械化时代的代表产区，
浦城全县再生稻种植面积超 7 万亩，为
全省之最。预计到 2025 年，这个数字将
突破 10 万亩。目前，在当地，再生稻平
均亩产比传统中稻高出约 300 公斤，亩
产值增加 800元以上。

行稳致远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联合
印发《水稻种植保险实施方案》。根据方
案，再生稻再生季可视同一季投保。这意
味着，再生稻的头季和再生季，均可享受
保险保障。这在全国属于率先探索。

保险加码，仅仅是福建大力支持发
展再生稻产业的一道缩影。

发展再生稻能更好利用现有耕地
资源，增加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前景广
阔。经过多年发展，再生稻已成为福建
水稻产业的特色与优势。根据测算，全
省适合种植再生稻的单季稻区有 200

多万亩。如何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再生
稻产业？福建持续发力。

历年的省级稳粮惠粮政策中，再生
稻都是重点支持对象。《2023 年稳定发
展粮油生产九条措施》提出，从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中安排资金对再生稻种植
户给予每亩 20元催芽肥补贴。

各地在支持再生稻方面，也拿出
真金白银。以浦城为例，今年，当地对
全程机械化生产的示范片，给予每亩
40 元的种子补贴，对实际种植再生稻
1000 亩以上的建制村，给予村集体每
亩 30 元的奖励；举办再生稻高产竞赛，
对获得一等奖的种植大户给予 3 万元
的奖励。

早前举办的福建省再生稻产业发
展暨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现场推进会
现场，一批为再生稻头季收割量身定制
的收割机亮相。

这些产品中，有的利用履带差速转
向原理，减小转弯半径；有的在缩小履
带宽度同时，加大收割幅宽；有的引入
无人驾驶技术，自动精准规划作业路
线，减少人工操作的不确定性；有的在
收割机后挂接自动扶正机，可第一时间
将因履带碾压而倒伏的稻茬扶正……
这些代表不同技术方向的再生稻专用
收割机,都指向“降低碾压率，提高再生
季产量”这一核心目标。目前，福建正致
力于再生稻专用机型研发和推广。

与此同时，各地也加快培育再生稻
产业，打造再生稻品牌。

“再生季的灌浆结实期在秋后，日
夜温差大，有利于营养物质积累，米质
要远优于头季稻。同时，再生季栽培期
间施肥用药少，食品安全更有保障。”浦
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述斌说，作为

“福建粮仓”，浦城近年来致力于发展优
质稻产业，培育“浦城大米”区域公共品
牌。当地计划将再生稻再生季稻米，融
入“浦城大米”品牌版图，同时制定再生
稻种植、加工、品质等地方标准，从而实
现优质优价。 □专题

南平市浦城县石陂镇申明村再生稻头季收割。叶永仕 摄

金秋九月，“丰”景独好。八闽大
地，稻浪翻滚；农业农村，气象万千。

眼下，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千
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坚定不移走具有福
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福建实践贡献“三农”力量。

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
到来之际，福建日报推出《深入学习

“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专栏，深入挖掘福建在保障粮食
安全、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乡村建设、农业科技
创新等方面的创新做法与典型经验，
多维度展现八闽乡村好“丰”光。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