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外记》是清代康熙年间一部具有实
录性质的历史小说，其作者题为“九闽珠浦东
旭氏江日升识”。江日升生平资料有限，可见
于《福建通志》及《泉州府志》零星记载。资料
显示，江日升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癸
巳万寿恩科解元。但其籍贯问题一直存在争
议，较为典型的说法有三种：一是认为江日升
是惠安前型人；二是认为“珠浦”即同安县“宝
珠屿”及“高浦”的合称，江日升为同安县高浦
所人；三是认为江日升是海澄县珠浦人。持前
两者之见者较多，但都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及
进一步考证。

《台湾外记》的成书年代同样尚未有定
论，据目前研究成果来看，“九闽”之称始于康
熙二十二年（1683 年），故《台湾外记》应创作
于康熙二十二年之后。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陈祈永为该书写序时，已可见全书三十
卷。而在此后多年间，该书又反复被修改，从

《台湾外记》中屡见以“圣祖”称康熙来看，说
明该书在康熙死后仍被不断修改，至于修改
之处出于何人之手则难以断定。

《台湾外记》江氏原稿今已不存，从相关史
料可见，《台湾外记》的原名或为《海滨纪略》，
书稿一经面世，传抄者众多，且在传抄过程中，
其书名及内容屡被更改。今可见《台湾外记》抄
本有五种：一是黄永年教授“珍藏善本”抄本

《台湾外志新编》三十卷；二是大连图书馆收藏
的清嘉庆抄本《台湾外志》五十卷一百回；三是
收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两
种抄本，一为《台湾外志》四部十卷本、一为《台
湾外志》五十卷一百回本；四是宁波天一阁藏
清芗 书室抄本，五十卷一百回。

《台湾外记》后由“求无不获斋”刊刻，今可
见“求无不获斋”小字本、木活字本、大字本等
多种刻本，后又有申报馆排印本与进步书局石
印本等。这些刊刻本现可见收藏于天津图书
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地。

《台湾外记》以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
并以此为据、抗清复明的史实为主线，延及南

明政权与清初经略南疆之人事的描写。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台湾外志》有署
名江日升所作的一篇自序，其中提到这本书

“就其始末，广搜辑成。诚闽人说闽事，以应纂
修国史者采择焉”。因此，书中所载内容很多与
正史相合，由于有关明郑史料亡佚较多，江日
升的父亲江美鳌曾是永胜伯郑彩翊的部下，亲
历其事，且《台湾外记》的创作年代与郑克塽降
清的时间相去不远，书中所记台湾早期史事，
特别是郑氏一族与台湾历史发展的记载，很多
是其他文献所没有的，因此被认为是研究南明
史与郑成功时期台湾史的重要资料。

《台湾外记》表彰郑成功父子及晚明遗民
忠守节烈精神的创作意图十分明确。江日升在
自序中言：“成功髫年儒生，能痛哭知君而舍
父，恪守臣节，事未可泯。”而陈祈永所作的书
序亦认为：“作史者当圣朝全盛之时，记边岛窃
据之迹，使孤忠遗愤，获伸于光天化日之下，不
戛戛乎其难哉！今是编所记郑氏，于其不忘故
国也。”《台湾外记》中除记录了郑氏祖孙四代，
及甘辉、朱述桂、郑为虹、王之仁等遗民抗清守
节事迹外，还写到清军攻至福州，时任礼部尚
书的曹学佺在家中题壁云：“生前一管笔，死后
一条绳。”而后投笔自缢；通政使马思理缢死；
侯官县贡生元纶不食死；闽县民赵即拜辞父母
自缢；指挥使胡上琛饮药死，其妾同死；齐巽不
屈被杀；永福武举赵子章死……充分演绎了晚
明闽地遗民忠孝节义、以身殉国的历史图景。

除此之外，书中还保留了当时充满民族意
识的文学篇章，如明末清初抗清人物黄道周系
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人，其殉节后，南明隆武帝
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年间改谥“忠
端”。清道光四年（1824年）从祀孔庙。黄道周诗
文从清初到清中叶一直处于被禁之列，但在

《台湾外记》第五卷中除了表彰黄道周持节不
降外，还保留了黄道周的文章数篇、诗数首，由
此更可清楚看出江日升对遗民气节的褒扬。

《台湾外记》述明清易代之际闽人闽事备
详，正所谓“贤臣隐士之遗踪、胜朝宗室之潜

寓，义士、忠臣、烈女、节妇，凡有所见，皆笔于
书”，可见该书所收录的资料非常广泛。而在
诸多史料的搜集中，述闽人闽事备详，表现出
江日升对百姓民生疾苦的关注。书中写了“唐
监国福州假号”“曾厝垵施郎逃生”“甘辉用火
破仙游”“周全斌金厦大战”“明尚书入闽议抚”

“下漳州启泰死难”“破清漳吴淑献城”“平福省
范公死节”“段应举被困海澄”“国轩率众围泉
城”……小说对明末清初闽地战事做了详细
描写，当中许多情节是其他史料所不见的。如
写到清顺治九年（1652 年）八月，漳州城被围，

“城内人民繁众，蓄积无备，客主之兵既多，仓
廪之储告匮，遂夺民食，至不举烟。徐而各户
绝粒，金珠宝玩，贱如瓦砾；皮纸树皮，寻取殆
尽。弱肉强食，死亡塞户”。独有一家人将米舂
成粉，做成块晒干，在外面抹上泥土，像砖块
一样垒起。等到更深人静，逻卒巡更过后，偷
偷敲下一块煮烂后吃下，因此得以保全。围城
之际，甚至还出现了杀女取食的惨剧，令人不
忍卒读。再如清初历时 20余年、影响数十万人
民的“迁界”海禁，在正史、官书上都少有记录。

“迁界”最初是为了断绝沿海反清势力与居民
的联系，但这一政策不仅没有达到经济上困
死郑成功的目的，反而造成沿海地区良田荒
废、赋税减少、流民颠沛流离、界外成为治安
死角等社会问题。对此，《台湾外记》秉笔直书，
对整个事件作了相当完整而翔实的记录，书
中写到“迁界”之后，“守界弁兵最有威权，贿之
者，纵其出入不问，有睚眦，拖出界墙外杀之。
官不问，民哑冤莫诉。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
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
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秉承实
录精神，《台湾外记》对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现
实的客观呈现，是这本书十分有价值的地方。

《台湾外记》以“史笔”记录时事，对郑氏父
子清初经略台湾的过程作了记载。书中写郑成
功从荷兰揆一王手中收复台湾之初，荒服新
创，人民稀少。其子郑经继任后第一年，即以陈
永华为勇卫，管理台湾。陈永华亲历台湾南、北

二路各社，劝谕各镇开垦荒地，栽种五谷，蓄积
粮食，插蔗煮糖，广泛开展商贩活动。是年大丰
收，百姓殷足。又设立围栅，严禁赌博。教匠人取
土烧瓦，往山林伐木斩竹，起盖庐舍，与民休息。

郑氏经略台湾之前，当地人以煎盐为食，
苦涩难堪。陈永华命人在濑口修筑坵埕，泼海
水为卤，暴晒作盐，既可以解决盐课，也可以满
足百姓日常所需。台湾基本生产生活恢复后，
陈永华又请命在台湾择地建立先师圣庙、设立
学校，以教民众。陈永华提出的“逸居无教，何
畏禽兽？”“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
矣”等观点，卓有见识。郑经于是在承天府（今
台南市）宁南坊鬼仔埔择地建造孔庙。康熙五
年（1666年）正月，先师圣庙成，旁置明伦堂。郑
经又令各社设立学校，延请儒师，令子弟读书；
同时效仿科举制度，在台湾开科举士。

这些内容在《台湾外记》中均有详细记载。
郑氏经略台湾，对当时台湾地区的生产生活及
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台南孔庙的建
成，为台湾孔庙之始，有“全台首学”之称。

《台湾外记》一书还记载了一些闽台的民
间信仰传说。如《台湾外记》卷二十六记载了
施琅平定澎湖之际，驻扎在平海（今福建莆田
平海镇）一带，这里土地荒芜，当时所有井泉
都被冲坏，只剩下一井，井中的水淤浅盐涩，
兵士饮水艰难。施琅想起昔日耿恭拜井得甘
泉的典故，于是效仿耿恭虔诚祷祝，然后令军
士将水井淘净，此时清澈的泉水突然涌出。施
琅尝后发现泉水果然变得清冽甘甜，而且日
夜挑汲不竭，三军得以食用。施琅于是命人在
井边勒石，名曰“师泉”。《台湾外记》记载的这
则传说，可与施琅亲自撰写的《师泉井记》相
互对照。书中还写了郑芝龙、郑成功出生时的
异象；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海水涨潮助其攻入
鹿耳门的传说……今天，在台湾地区的“国姓
爷”信仰中，这些民间传说仍被口耳相传。

《台湾外记》无论在史料价值或文学文献
价值上都不失为一部杰出的作品。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

《台湾外记》：闽人说闽事
□陈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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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梁启超为研究对
象，对其阳明学、墨子学、西方
哲学、中国史学等方面的学术
研究做深入分析，并聚焦于其
学术研究对近代中国转型的影
响，旨在以梁启超对中国传统
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来呈现
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
过程。此外，作者还阐释了梁启
超如何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
来解析各种议题，并以中西比
较的方法探索中国的独特性，
建立新的学术典范，并最后归
结到“新民”“新国”与“铸造国
魂”的现实关怀。

《文字奇功》
黄克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在书中发出预警，我们
当前的城市化建设普遍采取让
水加速离开地表的思路，选择排
挤和侵占而非给水留出空间，这
会引发深重的灾难：我们会缺少
地表水、破坏湿地生态、增加碳
排放，洪水会淹没城市，回到它
最初占据的地方。我们付出巨量
的经济、生态代价和人员伤亡，
获得了控制水的假象，但事实
上，水会赢到最后。而当我们关
注水自身的需求，让渡空间，遵
循水的本性，让水恢复到自然慢
速阶段，我们能够获得保障用
水、减少洪涝、改善环境和气候
等方方面面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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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恭 郡 (已 故 ). 池 敬 枝 在 福 州 市 仓 山 区 盖 山 镇 浦 下 村 自 建 房 屋 一 幢 无

产权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池恭郡、池敬枝具

结 在 本 市 五 城 区 范 围 内 无 其 他 住 房 2019 年 5 月 池 恭 郡 、池 敬 枝 签 订 编 号

PXJG-011357《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池恭郡、池敬枝、赖奀妹

3 口 人 享 受 购 房 指 标 75㎡后 安 置 于 仓 山 区 盖 山 镇 高 盛 路 3 号 (原 林 浦 路 以

南 )旭 辉 金 碧 华 庭 (旭 辉 金 浦 2019-57)5#1102。现 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证条件 ,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池恭郡、池敬枝作为权利人申请办

理安置房权属登记。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

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将由声明人申

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 ,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

登记。

声明人：池敬枝、赖奀妹

声

明

晋 江 市 民 政 局 把 开 展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同 推 动 中 心 工 作 结 合 起 来 ，突

出“五个强化”，当好“三个表率”，建

设模范机关。一是强化政治建设。严

格 落 实“ 第 一 议 题 ”制 度 ，以 党 组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学 习 为 龙 头 ，党 支 部

学 习 为 依 托 ，个 人 自 学 为 基 础 开 展

学 习 研 讨 ，强 化 干 部 职 工 政 治 机 关

意 识 。二 是 强 化 理 论 武 装 。坚 持 把

“学思想”摆在首位，建立健全“五学

联 动 ”机 制 ，邀 请 专 家 授 课 辅 导 ，开

展“ 沿 着 总 书 记 的 晋 江 足 迹 ”活 动 ，

召 开 6 次 专 题 研 讨 会 ，引 导 党 员 、干

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

稳思想之舵。三是强化能力建设。聚

焦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守 正 创 新

推进晋江民政“128”工程，推动短板

弱项问题解决，精准帮扶 212 户困难

家庭，建设 13 个长者食堂，完成 1000
户 困 难 老 年 人 适 老 化 改 造 ，荣 获 全

国 维 护 妇 女 儿 童 权 益 先 进 单 位 。四

是 强 化 组 织 建 设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机 关 党 建 的 重 要 论 述 ，

以 建 设“ 四 强 ”党 支 部 为 目 标 ，持 续

深化“达标创星”专项行动，4 个党支

部 被 评 为 星 级 党 支 部 。五 是 强 化 纪

律 建 设 。在 重 要 节 庆 节 点 通 报 典 型

案例、发出廉政提醒、开展集体廉洁

谈 话 ，打 造“ 民 政 初 心 堂 ”党 建 廉 政

阵地，参观清廉泉州馆等教育基地，

教 育 引 导 党 员 、干 部 知 敬 畏 、存 戒

惧、守底线。

（王芳） □专题

晋江市民政局：开展主题教育 建设模范机关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商管理
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榕举行

近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办，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州大学联合承办的 2023年“基于人

工智能技术的工商管理发展”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来

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20 余位专家进行深入交

流研讨。

近年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获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以及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文社科等各类项目 1000余项；

主编出版学术著作 70 余部;在 SCI、SSCI 等各类刊物发表

论文 4300余篇，获授权专利 972项。 （林煜轩）□专题

泉州市“三到位”解决宗教教职
人员社会保障问题

今年以来，泉州市扎实推动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

保障问题，全市符合条件教职人员基本社会保险参保率

达 100%，实现应保尽保。一是宣传发动到位。紧密结合“八

五”普法工作、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开展相关政策

宣讲，提高宗教教职人员参保意识。二是排查摸底到位。

发挥宗教工作三级网络和各级宗教团体桥梁纽带作用，

对全市 1207 名教职人员参保情况逐一调查摸底、登记建

档。三是参保覆盖到位。做好未参保教职人员的参保工

作，先后指导 9 批次 273 名新认定备案教职人员参加社会

保障。 □专题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反走私意识，在辖区形成良好的反走私氛围，近日，石狮市公安
局祥芝派出所走进辖区中心小学开展反走私宣传进校园知识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民警通过互问互答、PPT 讲解、播放反走私宣传视频等方式，生动形象地向
同学们介绍了什么是走私、常见的走私方式和物品、走私对社会和家庭的危害等相关知
识，并结合真实案例解读走私成品油、冻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毒品等走私罪名，引导青
少年深入认识走私对社会的危害，自觉抵制走私行为，拒绝购买、收藏或使用走私物品。

此次入校园宣传活动，使同学们对反走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营造了浓厚的反走私氛
围，不仅让同学们认识到走私的危害性和打击走私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学生带动了一个家
庭和整个社会共同抵制走私。 □专题

反走私宣传进校园 全面筑牢反走私工作防线 泉州：“跨省通办”让群众办事更便捷
“以前要换太麻烦了，特别是人在外地，还得回去办，现在可以异地申请，证

件还可以邮寄，实在便捷！”电话回访时，李先生对于可以跨省换领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从业资格证十分满意。

近年来，泉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持续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目前已与江苏
南通、浙江温州等 14 个城市签订“跨省通办”框架协议。协议覆盖涉企经营许可、
社保、医保等高频事项，通过“互设窗口、就近受理、远程办理、邮政送达”的代办
服务模式，实现多地企业和群众“就近办”“一次办”。截至目前，泉州市已办理各
类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 177956 件，有效减少了群众异地工作生活、企业跨区
域经营活动中“往返跑”“折回跑”等问题。 □专题

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多措并举服务企业项目发展
为推进招商项目“落地生根”，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不断完善优化服务助力企业

项目发展。
开通“绿色通道”。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和泉州市招商办联合设立招商项目“绿色

通道”，结合中心“掌上办”“帮代办”等服务，助推招商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
完善“模拟审批”“帮代办”服务机制。中心建立“集成化协同，一体化办理”工作机

制，今年来，共有 681个项目完成“帮代办”服务，359个项目完成“模拟审批”，4个招商
项目进入“绿色通道”提速办理。

设置诉求专窗。在全省率先设立企业诉求接待处，建立领导带班制度，专窗受理
企业投诉，第一时间回应企业诉求，第一责任解决企业审批难题。 □专题

赋能“绿盈乡村”

三明是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
策源地，也是福建“绿盈乡村”政策的
综合试点市。福建农行创新绿色金融，
以 改 革 的 思 维 破 题 ，全 力 为“ 绿 盈 乡
村”赋能。

创新助“绿”，积极推动更多投融
资产品服务落地。2021 年起，该行针对
初级版、中级版、高级版“绿盈乡村”探
索开展阶梯式金融服务，陆续开发“绿
盈 1 号”“绿盈 2 号”“绿盈 3 号”等系列
金融产品，把乡村生态环境指标作为
金融支持的主要参考依据，量身定制
绿色金融产品组合，重点支持当地发
展生态特色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绿
色产业。如沙县区里的高级版“绿盈乡

村”，通过整村评定，对全村农户授信
实行整村覆盖，单户农户信用授信金
额最高可达 30万元。

“有这样的政策红利，绿水青山不
就是金山银山吗？”老百姓实打实地看
见了“绿盈乡村”的生态品牌价值，守
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的信念更
加坚定。

到目前，福建农行共信贷支持“绿
盈乡村”1453 个，实现三明市“绿盈乡
村”高级版、中级版金融服务全覆盖，
初级版覆盖面达 99.3%；授信 2.8 万户，
授信金额达 61.6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2.2 万户，贷款余额达 45.5 亿元，获评

“福建省金融十大创新项目”。

助力“双碳”战略

中国“双碳”目标提出三年来，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升级。

福建农行认真落实“双碳”目标要
求，紧盯生态资源、节能环保、清洁能
源等重点领域，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加
大支持力度，持续深耕绿色金融领域。

针对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变现难问
题，福建农行创新推出“双碳”权益质押
贷款，通过碳汇权益质押和林业碳票质
押，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重点围绕
林业生产、林下经济发展、林木加工等

绿色产业发展，推出“兴林贷”，引入政
策性担保公司担保、林权直接抵押等方
式，着力解决林农发展灵芝、花卉、食用
菌等林下经济经营的融资需求；创新
推广国家储备林贷款，满足重点林企
国家储备林建设及关联产业发展资金
需求；大力推广林权抵押贷款，进一步
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及保险、农担公
司等机构的对接合作，将福建名优特
茶 树 、果 树 、油 茶 等 经 济 林 以 及 红 豆
杉、厚朴等生物药材纳入林权抵押树
种，助力林农通过综合经营脱贫致富。

绘就旅游“蓝”图

从永定金砂红色旧址群、长汀红色
小上海、中复村长征出发地的“革命圣
地”红色旅游，到武夷山景区提升改造、
泰宁风景名胜区、冠豸山创 5A 景区的

“丹霞地貌”橙色旅游，从平潭、东山、湄
洲、霞浦、福鼎等美丽海岛的“海丝滨
海”蓝色旅游，到福鼎太姥山、德化石
牛山、柘荣鸳鸯草场的“生态休闲”绿
色旅游，以及福州三坊七巷、上下杭，
晋江五店市国家历史文化街区、梧林
古村落，屏南双溪古镇，永定南江村景
区的“乡村民俗”古色旅游，无处不充
满着福建农行金融支持的身影……

为了全力推进全域生态旅游省建
设，福建农行依托福建丰富的山海资
源和红色文化，重点打造红、橙、蓝、
绿、古“五色”旅游金融服务特色品牌，

助力绘就福建旅游生态“蓝”图，成就
“ 清 新 福 建 人 间 福 地 ”美 丽 愿 景 。到
2023 年 11 月末，福建农行旅游贷款余
额达到 105.3 亿元，实现对省内世界遗
产景区和 5A级景区信贷支持全覆盖。

做优“茶经济”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福建农行结合福建地域特色，在服务
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
念，持续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

位于福建武夷山市星村镇的燕子
窠生态茶园，绿树碧竹掩映着一畦畦
翠绿的茶田，与地上金黄的油菜花交
相辉映……满目苍翠之下，生态茶长
势喜人。

为了推动武夷岩茶产业成为乡村

振兴的支柱产业，福建农行深度对接武
夷岩茶全产业链各大群体需求，聚焦

“融资难、融资贵”的难点痛点问题，制
定武夷岩茶服务方案，推广“武夷岩茶
小微企业贷款”“惠农 e 贷（武夷岩茶）”
等拳头产品，授信金额达 20 亿元，贷款
余额 14.5 亿元，服务茶农 3123 户，小微
企业105户，助力做优武夷岩茶产业，推
动武夷岩茶绿色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

越来越多的茶企茶农参与到生态
茶业可持续发展的浪潮中。如今，武夷
山已建成 8.4 万亩生态茶园，茶叶品质
显著提升。福建农行的“金融活水”灌溉
让这里的生态茶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不负青山，向绿而行。福建农行坚
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写好绿色金融
这篇大文章，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绿
色领域聚集，为福建生态文明建设贡
献农行力量。

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向绿而行：：：：：：：：：：：：：：：：：：：：：：：：：：：：：：：：：：：：：：：：：：：：：：：：：：：：：：：：：：：：：：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福建农行金融助力绿色生态建设
共 赴 绿 水 青 山 ，助 力“ 双 碳 ”战

略，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动力之源。作为
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在推动绿色发
展之路上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福建农行全面构建绿色金融服
务体系，探索既要“绿水青山”又要

“金山银山”的新路径、新机制，让百
姓坐拥“生态美”、吃上“生态饭”。截
至 11 月末，福建农行绿色信贷余额
782.5 亿元，比年初增加 290.1 亿元，
增速达 58.9%。

初级版初级版““绿盈乡村绿盈乡村””建宁县溪口镇枫源村中国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喜迎丰收建宁县溪口镇枫源村中国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喜迎丰收。。

高级版高级版““绿盈乡村绿盈乡村””将乐县常口村将乐县常口村

《慢水》
埃丽卡·吉斯 著 左安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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