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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停在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
街道山顶村壶东文化中心小公园边
上，陈杭下车去贴海报，妻子何小菡
熟练地把车上的设备一件件搬下来，
并整理好电线、音响线。

这辆小面包车跟着他们在乡镇
里 行 走 多 年 ，显 得 有 些 破 旧 ，车 门
上“ 丽 影 公 益 数 字 电 影 ”的 字 样 也
褪 色 了 。车 里 至 少 放 着两套放映设
备，剩余空间狭小，人只能紧紧挨着
设备坐。

陈杭已记不清他们来了山顶村
多少次，“有几十次吧”。幕布就挂在
廊桥的两根柱子之间，这是经过多次
调整最后固定下来的位置。“挂幕布
是个技术活，要考虑到灯光、风向、座
位、交通、安全等等，幕布还要挂得平
整、挺括。”陈杭一边说，一边爬上爬
下，把固定幕布的绳子拉紧，再布好
电线、音响线。

去年底，陈杭获评 2023年福建省
首届最美电影“服务之星”。2001 年，
三十出头的他来到长乐电影公司成
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他做这一行
已有 20多年。

2008 年，长乐为落实国家推出的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在 235 个建
制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

陈杭和妻子用多年的积蓄买来
设备，拉起一支农村数字电影放映
队——“丽影”公益数字电影放映队。
队里有十几个人，其中不少就是原来
电影公司的放映员，像陈泽涛从 1991
年就开始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他们都
在这里继续着自己热爱的事业。现
在，“丽影”公益数字电影放映队的服
务范围还扩大到福州的晋安、仓山、
马尾等。

陈杭和这些共事多年的老伙计
关系都很好，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
也见证了农村电影曾经的辉煌。

陈杭说，小时候长乐农村没有地
方看电影，村里放电影是件很隆重的
事。“周围村庄的村民早早就在场地
等候，放映员一来，全村人都出去迎
接，帮助抬设备，然后就是放鞭炮、摆
酒席，跟过节一样。”这样的“高光”时
刻，让陈杭和他的队员们至今仍觉得
放电影是一件崇高神圣的事。

陈杭早年下乡还是放 16MM 的
胶片电影，主机、功放、稳压器、喇叭
等一套设备有 100 多公斤重。路况不

好，好多地方车子进不去，设备都是
靠人力搬或板车运，放一场电影至少
要两个人才行。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松
下镇长屿村，这是一个孤岛，要坐 40
分钟渡船才能到，岛上全是山路，没
有自来水，也没有地方睡，他们就铺
张纸皮睡在小学学校里。

那时，村里有大事、喜事时经常
会放电影庆祝，有些社区回馈业主或
是商业推广活动也会请看电影。“但
人们的观影热情已经远不如从前。”
陈杭说。

2008 年以后就是数字电影了，声
音、光线、画质比胶片时代提高了一大
截，和城里人平时看的大屏幕投影没
有区别，村民的观影体验大为改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选择的多
元，村民眼光也高了，一部片子只能在
一个村放映一次。陈杭经常要研究怎
样把服务跟上，怎样把放映质量、效果
做到最好，不论是几百人的礼堂还是
几十户的小山村，都一视同仁。

放映多了，陈杭发现武侠片、战
争片最受欢迎。《战狼》《流浪地球》

《长津湖》等虽下线已久，但是对于几
乎不会去院线看电影的老人、打工者
来说，依然“热辣滚烫”。一些老片子
经过数字化处理，效果特别好，像《少
林寺》《木棉袈裟》等，勾起了不少老
人的美好回忆。“每次放映这些怀旧
影片，来的人都特别多，他们不仅仅
是在看电影，这里也提供了一个休闲

交流的空间，一种心灵的慰藉。”
在放电影之前，他们也会放一些

科教片，比如垃圾分类、防火、防诈、
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宣传片，非常实
用，老人家通过电影可以更好地接受
新知识。

当晚放映的是《2019 大阅兵》和
《胡奇才决战新开岭》，村村通大喇叭
也在广而告之。一切准备就绪，村民
有的坐有的站，把一个小公园挤得满
满当当。

伴随着昂扬铿锵的解说声，前来
观影的村民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看
威武的军人踏着正步、看威风凛凛的
装甲车驶过天安门广场。在 4 米多宽
的大屏幕上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多村
民深受震撼。62 岁的林良华说：“拿多
少钱去北京都看不到这个情景，我们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了。”从山东菏泽
来此打工的丁怀仁甚至打开手机视
频，向老家的乡亲直播起电影。

趁着这空当，陈杭和妻子叫了一
碗面躲在树下快速吃完，又迅速回到
放映机旁。这已经成为习惯。“早些年村
里没有外卖，经常要饿着肚子，等放映
完回家才能吃上饭。有时村里的老人端
来鱼丸，让我们感激不尽。”陈杭说。

陈杭夫妇有一对龙凤胎，夫妻俩
经常带着孩子一起下乡放电影，颠簸的
面包车就是他们的摇篮。“这么多年，
最辛苦的还是我老婆，我却从来没有
对她说过感谢的话。”陈杭红了眼圈。

送电影下乡超20年，他觉得放电影是一件崇高神圣的事——

一位乡村电影放映员的光影人生
□本报记者 谢艳荔 福建日报·新福建客户端记者 陈欣妍 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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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正值果树花期管理的
关键期。

1日，走进坐落于平潭金井片区澳
尾村的闽台澳美农业融合示范基地，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绿油油的火龙果
枝条。“把枝叶修剪好，让火龙果更好
地吸收肥料，长得更壮实些。”台胞、闽
台澳美农业发展（平潭）有限公司总经
理林素芳管理着这片田地，她一大早
就冒雨赶到现场，忙着安排人员修剪
枝叶等事宜。

林素芳来自台湾高雄，是一名农
学博士。2021 年，她与澳尾村村“两委”
携手，通过“村集体+企业+村民”的模
式，盘活村中闲置农地，种植 70亩火龙
果，去年产量 350吨。

在平潭，像林素芳这样的台湾“新
农人”还有很多。

近年来，平潭综合实验区探索闽
台 农 业 融 合 发 展 新 路 ，大 力 推 广 应
用台湾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等，推动
休 闲 农 业 、生 态 农 业 、观 光 农 业 、体
验农业等业态百花齐放。数据显示，
2019 年 以 来 ，平 潭 涉 台 农 企 从 12 家
发 展 至 52 家 ，累 计 利 用 台 资 约 1.92
亿美元。

行走在金井片区山利村、大厝基
村，在成片的凤梨种植试验田里，一个
个拳头大的凤梨正立于层层枝叶上。

“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这些凤梨
将迎来丰收季。”福建平潭岚台融合兴
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鸿兴难
掩兴奋之情，他一共种植了 30 亩的金
钻凤梨、西瓜凤梨。“这两个品种口感
香甜，在台湾十分畅销，还入选了平潭
示范推广新品种名单。”

陈鸿兴是台中人，有着丰富的凤
梨 种 植 加 工 经 验 。去 年 3 月 初 ，山 利
村、大厝基村村集体通过土地集中流
转的形式，引入陈鸿兴的公司，打造台
湾凤梨种植基地，预计今年产量可超
12万公斤。

在平潭，一批台资农企正发挥示
范带头作用，积极引入“小而精”“小而
美”“小而活”的台湾农业发展模式，持
续开展台湾新品种试种、培植工作。

“两地农业发展生态环境极为类
似，农业互补性较强，这为岚台农业
融合发展奠定基础。”平潭综合实验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处负责人蔡宗信
介绍，早在 2019 年，省委、省政府就批
准设立平潭综合实验区“闽台农业融
合发展（农渔）产业园”，提出促进两
岸农（渔）业资源、技术、人才、资金、
市场等深度融合。

此后，平潭在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的同时，接连出台相关措施，全力深化
对台农业合作交流。

多重利好叠加之下，越来越多优

质涉台农业项目纷至沓来。据统计，
2020 年至今，实验区累计创建闽台农
业融合发展（农渔）产业园项目 49 个，
累计引进台湾果蔬新品种 137个。

暮色渐深，澳尾村上千盏彩灯同
时点亮，闽台澳美农业融合示范基地
的火龙果田仿佛璀璨星空，引得游客
纷纷举起手机拍照。

该基地种植了台湾红心火龙果、
黄龙果、燕窝果等多品种的火龙果，打
造冷链仓储、分拣中心、景观台以及
500 多米的灯光长廊。每到旅游旺季，
前来打卡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

“基地生产加工期间，从种植、田
间管理，再到采摘包装运输，都可以给
村民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还能催热乡
村旅游，为村集体经济‘锦上添花’。”澳
尾村党支部书记周金龙高兴地说。

借力农业休闲游，拓展乡村发展
空间，澳尾村并非个例。

传统种植、精深加工、观光旅游……
平潭以深化两岸乡村产业合作为契
机 实 施 乡村旅游提升工程，将各个台
式休闲农业景观与旅游景区串珠成
链，深耕“农业+园区”“农业+电商”

“农业+生态”等业态，奏响农文旅经济
“交响曲”。

据统计，2023 年，平潭接待乡村旅
游 人 数 143.79 万 人 次 ，较 上 年 增 长
59.0％；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7.16 亿元，
较上年增长 43.7％。

海岛农田里，“台味”飘香
□本报记者 张哲昊

本报讯（记者 徐文锦） 5 月 11 日，
省纪委监委召开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交
流研讨会暨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
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
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展交
流研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
主任迟耀云主持会议并讲话，3 位委班
子成员作重点发言，其他班子成员及 5
名青年干部作书面交流。

会议指出，新修订的《条例》是新时
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集大成之规”，纪检
监察机关作为党的“纪律部队”，要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走在前作表率，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用心学纪知纪、对标明纪守纪、
精准执纪护纪，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纵深推进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成效。
会议强调，学纪知纪重在学懂弄通、

入脑入心，要把学习《条例》作为必修课、
常修课，原原本本学、逐章逐条学、前后
对比学，做到全面熟知、准确掌握、规范
使用。明纪守纪重在知行合一，发挥好典
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推动形成遵规
守纪的高度自觉。执纪护纪重在依规依
纪、实事求是、极端负责，要准确规范运
用“四种形态”，具体化、规范化落实“三
个区分开来”，以力度温度并重营造有利
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氛围，为新福建
建设清障护航助力。

读书班期间，共开展 4 次专题授课、
观看 2 部警示教育片，通过集中学习和个
人自学相结合，引导全省纪检监察干部努
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遵规守纪的标杆。

省纪委监委召开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
交流研讨会暨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本报讯（记者 郑璜 通讯员 林芸）
据福州、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 4 个月，
福建省外贸进出口 6586.5 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5.3%。其中，出
口 4040.7 亿元，增长 10.6%；进口 2545.8
亿元，下降 2%。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双增
长。前 4 个月，福建省一般贸易进出口
5110.4亿元，增长 4.8%，占同期全省外贸
进出口总值的 77.6%。加工贸易进出口
656.3亿元，增长 20.9%，占 10%。

民营企业进出口引领作用增强。前
4 个月，福建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4043 亿
元，增长 12.7%，占同期福建省外贸进出
口总值的 61.4%，比去年同期提高 4 个百
分点。

对东盟、美国进出口两位数增长。前
4 个月，福建省对东盟进出口 1571 亿元，

增长 14.5%；对美国进出口 863.3 亿元，
增长 12.9%；对欧盟进出口 769.5 亿元，
下降 1.8%。上述 3 者合计占同期福建省
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48.6%。

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
长明显。前 4 个月，福建省机电产品出口
1754.9 亿元，增长 11.2%，占同期福建省
外贸出口总值的 43.4%。其中，灯具、平
板显示模组、家用电器、船舶、汽车出口
拉 动 作 用 强 劲 ，分 别 增 长 57.7% 、
29.9 %、42.4%、205.7%、53.1%。同期，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出 口 1179.1 亿 元 ，增 长
12.9%，占 29.2%。

机电产品和农产品进口保持增长。
前 4 个月，福建省机电产品进口 424.5 亿
元，增长 25.1%，占同期福建省外贸进口
总值的 16.7%。同期，农产品进口 383 亿
元，增长 3.4%，占 15%。

前4个月福建外贸进出口增长5.3%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陈碧露
陈静莹） 日前，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
2024 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知》，宁
德市完成首批红树林造林合格面积认
定 1216.05 亩 ，经 审 核 ，获 得 480 亩 新
增 建 设 用 地 计 划 指 标 奖 励 。这是我省
首例通过生态保护获得的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奖励指标，实现红树林变身“金
树林”。

2022 年，自然资源部联合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下发《红树林造林合格面积认
定及成果应用规则(试行)》，提出按红树

林造林合格面积的 40%，给予地方新增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在省自然资源
厅、省林业局的支持指导下，宁德市自然
资源局联合市林业局开展市级红树林造
林合格面积审查工作。

通过项目梳理、变更调查入库等流
程 ，宁德市将 2019 年以来完成营造并
通过竣工验收且已满足 2 年管护期要
求的 5 个红树林造林项目逐级上报核
查，完成首批红树林造林合格面积认定
1216.05 亩，申报 2024 年度红树林造林
奖励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

宁 德 获 我 省 首 例
红树林造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

本报讯（记者 田圆） 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战略部署，有力促进福建新时代
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实施，5 月 11 日，省公
安厅联合 11 家省级“防范经济犯罪宣传
联盟”成员单位，在海丝中央法务区厦门
片区，举行第 15 届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
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福建会场活动暨

“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题研讨。
活动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为主

题，邀请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等 11 家省级“防范经济犯罪宣传联盟”
成员单位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院校专
家、企业代表等，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
企业内部职务犯罪防范、企业经营风险
等课题，进行深度研讨交流，凝聚部门合

力，共商护航良策。其间，海丝中央法务
区厦门片区“防范经济犯罪宣传基地”揭
牌启用，与会代表参观了福建公安经侦
部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成果展板。

近年来，福建公安深学笃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论述，深
入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始终
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聚
焦构建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落实落细
经侦部门便民利企十项工作指引，率先
在全国省级公安经侦部门出台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十二条措施，创新打造护
企安商“亲清八闽”为企服务品牌，探索
建立涉企案件快立、快侦、快追赃“三快”
机制。2023 年以来共破获涉企经济犯罪
案件 2284起，追赃挽损 50亿余元。

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
福建会场活动在厦举行

近 年 来 ，福 州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充 分 运 用 沿
海 荒 滩 、沼 泽 发 展 光
伏 发 电 产 业 ，推 进 清
洁 低 碳 能 源 体 系 建
设 ，有 效 助 推“ 双 碳 ”
目标和绿色可持续发
展。图为 10 日，福清市
新厝镇的一处螃蟹养
殖 池 塘 ，一 块 块 光 伏
发电板在夕阳西照下
熠熠生辉。

谢贵明 摄

（上接第一版）大力弘扬爱国爱澳爱乡、
造福桑梓的优良传统，多做扩大共识、凝
聚人心的工作，推动“一国两制”不断向
纵深推进。同时，积极宣传福建、推介福
建、投资福建，一起讲好福建故事、传播
好家乡声音，为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福建实践汇聚智慧力量。

滕佳材一行还走访了福建省澳区政
协委员联谊会，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指
出，澳区政协委员为维护澳门社会繁荣
稳定、深化闽澳交流合作、促进祖国统一
作出了重要贡献。省政协将一如既往地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各位委员回
乡投资兴业、参与家乡建设提供便利。他
希望澳区政协委员一如既往地发挥独特
优势，引导广大澳门同胞和闽籍乡亲在
回顾和重温光辉历程中，增强制度自信、
厚植爱国情怀，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爱澳
力量，为澳门长期繁荣发展和推动具有
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新

贡献；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和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致力深化闽澳交流合作，为家乡
福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高质量发
展引资引智、牵线搭桥，推动闽澳“并船
出海”；更好地履行政协委员职责，涵育
家国情怀，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在
事业发展上建功立业、在履职奉献中展
现风采。

在澳闽籍乡亲、澳区政协委员们表
示，将继续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针，
大力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积极
参与澳门社会事务，助力澳门保持长期
繁荣稳定；弘扬传承福建人敢为人先、
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好闽澳交
流交往的使者，推动闽澳越走越近、越
走越亲。

访问期间，滕佳材一行还拜会了澳
门中联办，走访澳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
会，参观澳门城市大学、澳门博维科技
公司。

深化闽澳交流合作
为福建高质量发展聚共识添合力

（上接第一版）
“快来坐坐，喝杯茶！”“喵街烤肉”

门前，老板小邓和游客们热情地打着
招呼。“我之前在北京工作，后来回到
长汀时，觉得故乡的老街修缮得很好，
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小邓说，如今
长汀古城中有不少来来往往的年轻
人，店里生意算是红火。“来旅游的客
人常说我们的街区很有‘烟火味’。”

同在老街上，有一家“博古驿站”
民宿，老板是位古董收藏家，经常分享
整柜的“玩具”；巷弄里的咖啡厅，开启
了不少青年“诗意”的创业之路……对
于修缮后的历史文化街区如何留下扎
根 小 巷 的 文 化 创 业 者 ，如 何 在 保 持

“原貌、原住、原味”的基础上形成“新
形态、新业态、新生活”，当地做了不
少探索。

店头街连接着古城墙及另一大街
区南大街，随着夜游汀江、卧龙书院等
景点的火爆，不少景点都成了“出片”
的网红打卡点，位于其间的店头街地
理优势显著。

“尤其是夜间，古城夜色非常容易
出片，因此很多客人尤其是女性游客
喜欢穿着各色民族服饰，打卡拍照。”
店头街内一家旅拍店负责人小方说，

不到两年时间，店头街及附近就开了
10多家旅拍店。

“如今，店头街业态丰富、人气兴
旺，共有商户 146 家，百年品牌老店 3
家，文化类业态 88 家。”古韵汀州文旅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承载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明清古
街店头街，正以一份古街不老、风华正
茂的新貌，呈现在众人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