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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中国龙年元宵节复信美国马斯

卡廷中学访华代表团学生并回赠新春贺

卡，向他们和全校师生致以节日祝福，欢

迎更多美国青少年来中国交流学习。

习近平表示，你们来信的汉字写得很

漂亮，手绘的中国龙、长城和熊猫很形象！

得知你们到访了好几个城市，看大熊猫，

品中国美食，体验中华文化，感到“超级开

心”，我非常高兴。听说你们结识了许多中

国小伙伴，并且邀请他们回访你们的家

乡，你们之间结下的友谊令人感动。

习近平指出，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

如一见。1985 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

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

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

解。欢迎你们再来中国，也欢迎更多美国

青少年朋友来华交流学习，亲身感受一个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与中国青少年交

心交友、互学互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

的友谊携手贡献力量。

习近平在复信中说，今天是中国龙年

的元宵节，元宵节是中国人共祝美好生活

的重要时刻，我向你们和学校全体师生致

以节日的美好祝福！

2023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

宣布，中方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国青

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美国艾奥瓦州友人萨

拉·兰蒂近期致信习主席，表示希望马斯

卡廷中学也参与这一计划。在习主席关心

下，1 月 24 日至 30 日，作为该项目第一批

来华的美国中学生，马斯卡廷中学 20 多

名学生到北京、河北和上海等地进行了交

流访问。代表团抵京时，给习主席带来了

写有中文“习爷爷，我们来了”字样的校旗

等 礼 物 。访 问 结 束 后 ，代 表 团 学 生 致 信

习主席，讲述访华之行的喜悦心情，对邀

请他们来华交流访问表示感谢。

习近平复信美国马斯卡廷中学访华代表团学生

近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

建设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实施方案》，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福建省建设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实

施方案》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方案〉的通知》，着力建设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先行区（以下简称深化林改先行区），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突出问题导向，尊重群众首

创精神，坚持先行先试，着力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

快建设权属清晰、责权利统一、保护严格、流转有序、监

管有效的集体林权制度，持续推进现代林业强省建设，

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在调动发展动能上走前头。鼓励林权流转，引导多

元主体合作，推进林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高效经营，促进

林兴民富。至 2025 年，每年新增新型林业经营主体 200
家以上、林权流转 200万亩以上。在畅通“两山”转化上走

前头。通过产业化利用、生态化补偿、市场化交易，推动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至

2025 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8500 亿元，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年总价值量达 1.35 万亿元。在统筹保护发展

上走前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可持续经营，

提升森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至 2025 年，全

省森林覆盖率继续保持全国首位，森林蓄积量增加 2000
万立方米。

二、重点任务

（一）在推进“三权分置”上先行。全面推行集体林地

“三权分置”，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保

持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开展集体林地延包

试点，家庭承包林地剩余期限 10 年以内的，发包方可以

依法提前确认延包合同，以林地承包到期为起点起算并

合理确定延包期限。引导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

式依法自愿流转林地经营权，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对面积

大、期限长的林地经营权流转给予一定补助。完善覆盖

全省的林权交易平台，支持创建林权流转网络服务平

台，建立线上线下联动的林权流转服务体系。充分利用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份量化成果，依法依规分配集

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收益。

（二）在优化林权管理上先行。不动产登记机构与

林业部门密切配合，妥善解决林权登记发证历史遗留

问题，加快推进林权登记数据整合清理和汇集汇交，实

现信息实时互通共享，完善林权确权登记、监管、流转、

评估、抵押、处置、纠纷调处等机制。免收林权变更登

记、更正登记、抵押登记等不动产登记费，免收首本林

权登记证书工本费。对已登记的整宗林地申请变更、转

移、抵押登记的，不得要求申请人重新提交林权地籍调

查成果。因原林权登记成果图件缺失、界址不清，确需

要开展补充调查的，由当地政府组织开展地籍调查，相

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引导加快流转期限 5 年以上

的林地经营权申请登记发证工作，依法发证后可作为

林权抵押贷款、申报林业项目、申请林木采伐等的凭

证。改革自留山使用制度，赋予自留山经营权流转和融

资担保权能，完善自愿有偿退出政策。

（三）在推进规模化股份制经营上先行。大力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立体精致经营、主体复合经营、三产链接经

营等多式联营。加快推进合作社、家庭林场、股份林场等

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培育壮大一批新型林业

经营主体，支持小农户通过多种形式联合经营，提升综

合效益。鼓励探索林权资产折资量化的林票运行机制，

支持漳州探索林票、地票、碳票“三票融合”，推广南平林

业股份合作经营模式，组织林农林场林企开展多种形式

的对接活动，引导多元主体合作经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各类企业通过租赁、

入股、合作等形式参与林业经营，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县级以上政府要加快建立

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林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制

度。支持林业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文化创意、标准创设、品牌创建等方式，不断做大做

强，积极培育一批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林业上市企业。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国有

林场经营性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深化“百场带千村”活动，鼓励国有林场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户通过合作、托管、租赁等形式开展联合经营，促进乡村振兴。

（四）在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上先行。完善分类经营、分区施策的森林经营管理

制度，优化生态公益林等林业空间布局，科学确定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对非重点区

域天然林允许开展抚育、复合生态修复等措施。扎实做好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

工作，实施全周期森林可持续经营。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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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珂） 记者从宁德

时代获悉，近日，韩国电池和能源研究公

司 SNE Research 发布了 2023 年全球动

力电池使用数据，宁德时代连续 7 年登

顶全球第一。

作为韩国领先的市场研究公司，SNE
Research长期在电动车、风电、光伏领域提

供全球市场研究和咨询服务，是电动车、电

池领域全球引用最多的调研机构之一。

榜单显示，2023 年全球动力电池总

使 用 量 约 为 705.5GWh，同 比 增 长

38.6%。其中，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使用量

达 259.7GWh，相较 2022 年增长 40.8%，

市场占有率高达 36.8%，比第二名高出

近 21 个百分点。这是宁德时代连续七年

成为动力电池市场的榜首。

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

司，2023 年，宁德时代在技术和产品上

双向发力，麒麟电池实现量产、神行超充

电池首发上市……2024 年，在全球能源

转型的大趋势下，宁德时代将不断突破

创新，以前沿科技与创新产品，持续为全

球新能源电车伙伴构筑坚实竞争力，推

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宁德时代连续7年位居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第一
2023年市场占有率达 36.8%

起步就冲刺，各港齐发力。新年伊

始，福建港口“开门红”的发令枪不断

响起：1 月 2 日，“大丰港黎明号”滚装

船装载 1172 辆商品车从漳湾作业区

开往墨西哥，开启福州港今年首单汽

车出口业务；1 月 6 日，“厦门—日本”

跨境电商海运快捷通道正式启动（右
图，厦门港务控股集团供图）；1 月 15
日，“仁建 8”轮执行泉州港至菲律宾

达沃集装箱班轮航线首航，为泉州港

今年开通的首条 RCEP 航线；1 月 16
日，“远谊海”轮靠泊湄洲湾港罗屿作

业区 9 号泊位，成为新年造访福建的

首艘全球最大矿砂船……

抢抓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交通

强国福建先行区建设和“丝路海运”港

航贸一体化发展等多重政策叠加机

遇，福建港口开足马力，驶向“世界一

流港口”竞速道。

聚焦重点港区连片开发

晨曦初起，湄洲湾港罗屿作业区 8
号泊位工程施工现场已是热火朝天。

“目前已经完成 15 座沉箱安装，

全部完成后即可进行后方回填形成陆

域，新的码头泊位雏形就出来了。”现

场工程师许宁远告诉记者。

在 8号泊位的不远处，11号、12号

泊位建设也如火如荼。“3 个泊位工程

计划年底完成码头主体施工。加上已

投产的 9 号、10 号泊位，5 个泊位的年

设计通过能力合计将达 5000 万吨。”

罗屿港口公司现场负责人肖松介绍，

“届时，罗屿作业区打造东南沿海能源

矿产进口重要口岸和大宗散货接卸中

转储备基地的底气将更足。”

聚焦重点港区连片开发，2023 年

福建港口新增生产性泊位 21 个，新增

货物吞吐能力 3742 万吨，全省万吨级

以上泊位增至 208 个，逐步形成了厦

门港海沧、福州港江阴、泉州港石湖集

装箱，福州港可门、湄洲湾港罗屿大宗

干散货，以及湄洲湾南岸、厦门港古雷

液体化工等集约化、专业化码头集群。

伴随着规模化码头陆续投产，一

条条高等级航道相继建成。省湄洲湾

港口发展中心航道管理站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3 年湄洲湾港 3 条深水航道

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航能力大幅

提升，进一步释放湄洲湾 40 万吨铁矿

石 码 头 、30 万 吨 原 油 码 头 、10 万 吨

LNG码头等专业化深水码头产能。

疏港高速公路、铁路也在快速延

展。1 月 16 日，福州可门港铁路支线散

货移动式装车机及进出港通道项目首

段无砟轨道整体道床顺利浇筑完成，全

面进入主体结构工程施工阶段。此外，

福州首条货运专线铁路福州港口后方

铁路通道杜坞至樟林至透堡段也基本

完成现场征地、房屋拆迁工作，建成后

将与可门港铁路支线贯通，货运能力由

500万吨提升至3000万吨，可门作业区

大宗散货枢纽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打造高效集疏运体系

1月6日，在厦门港海天码头，首票通

过“场站+码头+航线”模式出口日本的跨

境电商货物，在厦门港务物流东渡跨境

电商场站完成通关后，发往日本神户，只

需3天即可抵达。 （下转第二版）

我省进一步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和集疏运水平，加快打造现代化港航产业体系

驶向“世界一流港口”竞速道
□本报记者 张颖 通讯员 陈娜妍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王毅） 24
日，福州地铁 2 号线东延线一期工程

传来喜讯，儒江站—下德站区间“海峡

号”盾构机顺利始发，标志着该区间正

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

截至目前，福州地铁在建的 39 个

项目 85 个工点已全部复工复产，实现

施工达产满产，现场人数超 5000 人。

在 建 项 目 今 年 已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约

10.64 亿元，占一季度“开门红”投资任

务 14.55 亿元的 73.13%，超序时进度

6.5个百分点。

福州地铁 2 号线东延线起于鼓山

站，终于青洲站，全长约 14.6 公里。儒

江站—下德站全长约 1.23 公里，区间

地层主要为淤泥夹砂、细中砂（含泥）

等富水性地层，还需近距离侧穿既有

建筑，风险等级较高，施工难度较大，

尤其在富水砂层中可能出现涌水涌

砂、喷涌等问题。福州地铁多次邀请国

内知名专家对盾构选型进行会诊把

脉，为该区间量身定制了 2 台土压平

衡盾构机，配置双螺旋输送机及渣土

改良系统，并增加多把滚刀，满足区间

盾构正常掘进、穿越风险源、到达接收

等施工需求。

为确保“海峡号”盾构机始发万无

一失，参建各方春节前即远赴河南新

乡开展盾构机监造及验收工作，终于

赶在大雪封路前将盾构机运出河南。

春节期间，工地上 50 多名工人不停

工，全力投入到整理场地、始发设备到

点、调试设备等各项准备工作中，保障

盾构始发工作有序推进。

在 4 号 线 后 通 段 建 设 现 场 ，目

前 所 有 工 人 已 全 部 返 岗 到 位 。洪 塘

站—金牛山站区间右线盾构历经 38
个 月 艰 难 施 工 ，于 今 年 1 月 22 日 进

入第三座“大山”（总长度约 102 环，

122.4 米）。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

正在进行施工材料运输及管片拼装

作业，上海隧道福州 4 号线 1 标盾构

项目经理徐征杰说，从 1 月 22 日到 2
月 21 日 ，已 经 掘 进 了 17 环（20.4
米），盾 构 施 工 有 序 进 行 中 。截 至 目

前 ，洪 塘 站 — 金 牛 山 站 区 间 右 线 累

计 完 成 660 环（792 米）盾 构 掘 进 施

工，完成占比 66.8%。

福州地铁2号线东延线“海峡号”盾构机顺利始发
39个在建项目 85个工点全部达产满产

24 日晚，建宁县举行“祥

龙 献 瑞 建 宁 红 ，同 心 共 筑 振

兴梦”元宵舞龙舞狮活动。现

场锣鼓喧天、人头攒动，群众

沉浸在节日习俗和传统文化

的魅力中。

本报记者 王毅
通讯员 饶丽英 陈震 摄影报道

（更多报道见第四版）

闹 元 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