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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在位于大安乡大山深处的亭
溪村，叶旺生与叶生兄弟俩正领着村民种植
山东乌（寿宁青）。春种马铃薯，夏秋种水稻、
金丝皇菊、地瓜，冬种特色青菜，多作物轮
种，这片富硒富锌土地上，正为山区县创造
出一亩土地年产值近 10万元的奇迹。

寿 宁 九 山 半 水 半 分 田 ，平 均 海 拔 800
米，森林覆盖率达 72.05%，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光热资源丰富，雨量充沛。拥有 58.2万
亩富硒土壤和 68.8万亩富锌土壤，分别占全
县土地面积的 28%和 33%，其中 10 余万亩土
壤硒锌叠加，天然纯净，全国少有。联合国老
龄所组织的相关调查研究认为，寿宁县独特
的山地环境和优良的水热条件为众多动植
物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空间；寿宁县农用地土
壤质量安全，重金属污染风险较低，65%的
土壤样品中硒含量达到富硒等级，打造优质
农产品和发展富硒农业条件得天独厚。

亭溪村正是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村里 391.8亩土地被中国地质学会认证为天
然富硒土地，且硒锌双素叠加。近年来，该村
在返乡创业青年叶生兄弟的带领下，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方式，种植水稻、金丝
皇菊、山冬乌青菜、地瓜等富硒锌农产品
1000 多亩，年产值突破 1700 多万元，带动村
民人均年增收 4000多元。

该村总人口 1500 多人，其中百岁老人 4
人，90 岁至 99 岁的老人 12 人，80 岁至 89 岁
的老人 60 多人；15 户青年家庭生育双胞胎，
其中一户是三胞胎。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康
养宜居齐头并进，亭溪村成为远近闻名的

“寿宁长寿第一村”。
立足优越的气候生态条件和硒锌土壤

资源，寿宁专门出台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加快
发展奖补办法，设立总额度 6 亿元的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扶持基金，构建“党支部或党员
领办+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等产业开
发模式，因地制宜多业并举，推动硒锌康
养+高山茶叶、优质水果、有机食用菌和林
下经济等“1+4”优势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在硒锌康养上，建设硒锌功能康养现代
特色农业产业园、“硒锌绿谷·长寿秘境”产

业集中区，建成富硒锌农产品生产基地 2
个，引进龙头企业开发 22 个系列硒锌功能
产品。同时，建立标准化硒锌康养中心，成立
全市首家健康之路（寿宁）互联网医院，开展
硒锌功能康养免费体验活动，并结合金牌旅
游村创建，建成康养民宿床位 300 多个。全
县硒锌功能康养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 32.5
亿元，同比增长 31%，硒锌康养产业风生水
起。在茶产业发展上，创新推出具有地方标
识的“寿宁乌茶”，引进单体投资亿元以上龙
头茶企 3 家，高标准规划建设“三茶”融合发
展示范园，带动茶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全
县茶叶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 49.5亿元。有机
食用菌产业发展上，建设总投资 19.3亿元的
有机珍稀食用菌全产业链项目、规划面积
400 亩的中国（下党）食用菌产业园，建成

“一村一工厂、一户一车间”生产基地 3 个，
带动食用菌种植突破 1000 万桶。优质水果
产业发展上，大力推广新西兰猕猴桃、红美
人、晚熟葡萄等高优品种，建设标准化花果
蔬基地 3 个，全县水果种植面积达 4.3 万亩。
林下经济发展上，大面积发展黄精、岗梅等
林下种植，建设中草药种植示范基地 4 个，
建成林下中草药种植品种园，林下经济产值
达 2亿多元。

“硒锌康养+”特色产业的做大做强，促
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今年 1—9
月 ，全 县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长
8.1%，增幅连续多年位居全市前列，上榜国
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与此相伴随，
产业发展还带来健康多元的养生食材和硒
锌功能产品，寿宁乌茶、有机银耳、水稻、葡
萄、脐橙、猕猴桃等富含硒锌元素的特色优
势农产品走俏市场，既赋予当地群众更多健
康长寿的丰厚滋养，也吸引了外地游客纷纷
前来品鉴体验，成为寿宁旅游经济“蛋糕”别
具一格的特色“卖点”，为“世界长寿乡”创建
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联合国老龄所组织
的相关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寿宁县农产品质
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中，全县 50%
的稻米样品中硒含量达到富硒等级，54%的
稻米样品富含锌。

做强“硒锌+康养”特色产业
壮大健康长寿经济物质支撑

走进武曲镇承天村，“红美人”树上果实
累累，不时可见游客采摘的身影。

承天村是“中国茗村”，全村拥有金观音
等新品种茶 1500亩。近年来通过美丽乡村建
设，引种“红美人”成了闽东最大的“红美人”
种植基地，为此村庄变得更加富裕和美丽。

素有寿宁“南大门”之称的武曲镇，结合
市级小城镇建设，将长溪两侧的南岸、承天、
塘洋和大韩等村庄的滨水腹地列入规划区
域，积极构建“十里山河”研学基地。同时，深
入挖掘打造“茶仙”文化，将“茶果与乡村旅
游”深度融合，将美丽乡村串成一线，连成一
片，树立样板，引领乡村生态休闲旅游发展，
打造完成茶仙馆、大韩农民文化公园、自行
车慢道、塘洋旅游公厕、地矿公园、生态观光
农业、知青山庄等项目，营造具有生命力可
持续的“茶仙”休闲旅游小镇品牌。

如今行走在寿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
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已成为广大干部
群众的自觉行为和生动实践。寿宁县坚持把
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来抓，坚持“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绿色产业”“生态+人居环境”，全力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寿宁。

寿宁县把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
建设和美乡村的重要一环，学践浙江“千万
工程”经验做法，在全市首倡“无蝇乡村”理
念，着力开展“鸡鸭集中圈养、厨余集中清
理、农具集中摆放”“不留死角扫清楚、房前
屋后摆清楚、污水厕所改清楚、破败建筑拆
清楚、好上加好粉清楚、建章立制管清楚”的

“三集中六清楚”人居环境整治，在此基础上
突出“一村一主题”，打造微景观 600 多处、
微公园 60 多个，创建省级美丽庭院示范户
110 户，达到了小切口、大场景，小投入、大
变样的效果。

同时，建立“红黑榜”考核机制和“红黑

榜”考核评分标准，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拉练检查评比，推动“点上示范带动”向“全
域洁净靓丽”转变。

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构筑绿色
屏障。防治并举，健全完善县乡两级林长制、
双河长制，综合运用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
手段，打造“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立体管
护模式。推进造林绿化、重点区域林相改造、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百村千树”村庄绿化美
化等项目建设，坚决管控“两高”项目，全面
淘汰小燃煤锅炉，实施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河道综合治理。联合国老龄所组织开展的相
关调查研究认为，寿宁县生态环境质量优
越，是人类追求健康长寿的理想栖居地，生
态环境满足“世界长寿乡”的认证要求，其
中，空气质量优异，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达
99.73%，负氧离子年平均浓度达每立方厘米
2129 个，最高值为每立方厘米 84000 个；地
表水和饮用水水质皆优，饮用水水质符合中
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部
分水样达到国家饮用天然矿泉水要求。

坚持“生态+绿色产业”，着力发展绿色
经济。寿宁立足资源禀赋，建设以“中国下党
红色新地标”为核心的文旅融合全域旅游大
格局，打造全国党性教育基地、硒锌康养胜
地、乡村旅游目的地，打响“难忘下党·福满
寿宁”旅游品牌，“福满寿宁、魅力农耕”红福
之旅被列为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今年
1—9 月，全县接待旅游总人数 353.19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27.05亿元，分别恢复到疫情
前 2019年同期的 294.32%、225%。

聚焦“双碳”战略，建设下党抽水蓄能、
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按照

“近零碳”标准规划建设高新材料产业园，上
线“红色+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与

“宁德时代”合作建设下党乡村振兴零碳示
范基地，助力美丽生态向高质经济转变。

推进“生态+”发展模式

打造健康长寿和美乡村

寿宁县清源镇坪岩村留守老人吴生弟家的房子，日前
窗台出现坍塌，村网格员王琼珍在走村入户中发现这一情
况后，当即上报村委会，并第一时间找来工人对坍塌之处进
行修缮。

“我腿脚不便，以前遇到困难去村委会求助不容易。现在
每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网格员，遇到难处要解决就方便多
了。”吴生弟老人不无感慨地说。

这是寿宁创新网格化服务管理、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
“家门口式服务”的一个缩影。

良好的社会服务保障，也是健康长寿的题中应有之义。
寿宁县着力完善“健康＋教育”“健康＋医疗保障”“健康＋优
待关爱”“健康＋基层治理”等服务保障体系，为促进健康长
寿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

在鳌阳镇东区笔架山公馆的寿宁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4 名调度员戴着耳麦正给各区域老人打回访电话，耐心地询
问老人的现状，倾听老人诉求。

中心运营负责人陈序林说：“中心 24小时全天候营业，调
度员每人每天至少要接打 150 个电话，日间会根据服务对象
的服务项目进行回访调查，夜间只接不打，快速处理紧急问
题。我们在全县 14 个乡镇聘请了 37 名助老员，根据就近原则
安排助老员的服务范围，实行网格化管理，确保及时快速的
服务周边对象。”

据了解，寿宁县以智慧养老信息平台为基础,根据各街
道（乡镇）需求打造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站，为 5000名服务对
象提供涵盖助洁、助浴、助餐、助残、助行、换季和定制等多元
化、专业化服务。

人长寿，心安宁。寿宁将以获评“世界长寿乡”为新起点，
弘扬八闽长寿文化、发展健康长寿产业、打造长寿品牌，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加快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
之路。 （刘黎明 吴苏梅）

完善“健康+”服务体系
提供健康长寿良好社会保障

康养胜地康养胜地——梦龙天池梦龙天池。。卓仕尉卓仕尉 摄摄

联合国老龄所日前正式向寿宁县颁
发“世界长寿乡”证书和标牌，寿宁县也成
为全省第二个、宁德市首个取得“世界长
寿乡”称号的县域。

联合国老龄所此前组织的相关调查研
究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寿宁全县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 46593 人，65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 34751 人；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7717 人，占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 16.56%；
90岁及以上长寿老人 1949人，占 65岁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为 5.6%；百岁老人 44 人，每
十万人口拥有 24.72名百岁老人。包括老年
长寿比在内，寿宁植被指数、空气污染指
数、地表水质量指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人均受教育年限、恩格尔系数等各项指标

均符合“世界长寿乡”评定标准。
促进人类健康长寿是一项长期、庞大

的系统工程。联合国老龄所的相关研究表
明，人类社会的长寿水平与其生存发展的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因素有着十分密切
的联系。寿宁历史文化悠久、民风勤劳淳
朴、自然禀赋卓越，在发挥人文、自然等现
实基础和优势条件的同时，寿宁主动作
为，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致力做强“硒锌康养+”特色
产业，推进“生态+”发展模式，完善“健
康+”服务体系，稳定可持续推动和保障人
口长寿指标接轨国际长寿指数要求，构建
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世界康养长寿理
想栖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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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猕猴桃喜获丰收富硒猕猴桃喜获丰收。。卓仕尉卓仕尉 摄摄

富锌水稻又获丰收富锌水稻又获丰收。。刘东煌刘东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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