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

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

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习近平总书记的大食物观由来已久。“我在福建工作时，

在山区干过，也在沿海干过。当时我就提出大食物观，肉、蛋、

禽、奶、鱼、果、菌、茶……这些都是粮食啊。”“所以，我先后提

出要建‘海上福州’和‘海上福建’。”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 1/4，上世纪 80年代，食物总量匮乏、品种单一，肉类、水产

品、蔬果等农产品种类较少、产量低，每年需从外省大量调入粮

食和蔬菜。

30 多年来，福建践行大食物观，开发

利用丰富的山海资源，因地制宜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取得显著成效——全省

每年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

畜禽肉类产量大幅增长，2023 年肉类总产

量达 311 万吨，比上世纪 90 年代初增长 2.5
倍，其中禽类增长 13 倍；水产品人均占有

量 200 多公斤，居全国前列；食用菌商业化

规模栽培 30 多种，总产量居全国前列；茶

叶年产量从上世纪 80年代末的 5万吨增长

至 50 万吨，产值、单产均居全国前列……

福建还成为全国“南菜北运”和主要出口蔬

菜省份之一。

岁月流转，福建践行大食物观的实践

探索不断丰富发展。

提升多元化食物供给能力
立足山海资源，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等要食物

1988 年 6 月，习近平同志就任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当时

被称作“闽东老九”，经济总量排全省最末，是当时全国 18个集

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闽东的人均占有粮食低于全省水平，每

年进口小麦和从外省、外地区调入粮食都在 1亿斤左右。

经过深入调研，习近平同志指出：“闽东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就必须走一条发展大

农业的路子。什么是大农业呢？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

业。”“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这就是说，在农业上，‘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

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30多年来，沿着习近平同志当年指引的方向，宁德坚持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不动摇，持续

深入推进山海田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那一座座山，草木葱茏，青翠欲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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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问题，既是“国之大者”，也

是“民之关切”。

走进今日八闽大地，平野上稻浪千重，山林中茶果飘

香，大海上渔排纵横……

“现在讲的粮食即食物，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

的旧观念”“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早在福建

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对农业问题、粮食问题进行着深

邃思考和长远谋划，创造性提出并探索实践大食物观。

30 多年来，福建干部群众始终牢记嘱托，在大食物观

科学指引下，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培

育形成畜禽、渔业、蔬果、茶叶、食用

菌等特色产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不断破解粮源局限，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取得显著成效。

观念引领：
“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闽东宁德，山多海阔。

1988 年 6 月，习近平同志刚到宁

德担任地委书记，就沉到一线展开调

研，当地耕地的稀缺与山海资源的丰

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

称，长期以来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全国

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

食物总量匮乏、品种单一，肉类、水产品、蔬果等农产品种

类少、产量低，每年需从外省大量调入粮食和蔬菜。

通过广泛深入的调研，习近平同志从“山”与“海”的辩

证角度鲜明提出：“闽东要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就必须走

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

何为“大农业”？

习近平同志深刻揭示其中内涵：“大农业是朝着多功

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

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

唤醒沉睡的山海资源！

习近平同志指出：“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农、林、

牧、副、渔全面发展”。

福建人素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传统。

在闽东人的餐桌上，长期有两样食物：一是“地瓜米”，

就是把地瓜刨成丝，再晒干，作为粮食；一是大黄鱼，我国特有的海水鱼，俗称“黄花鱼”或

“黄瓜鱼”。

提起大黄鱼的故事，已年逾八旬的刘家富至今记忆深刻。

1988 年底，时任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的刘家富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发闽东

海水鱼类养殖技术的报告》。报告中提到野生大黄鱼因为过度捕捞日益濒危，而人工养殖

存在技术缺失等现实困难，引起了习近平同志的高度关注。

让刘家富倍感振奋的是，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上作出批示：要集中资源进行科研攻关，

解决大黄鱼不能人工养殖的问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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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综述《福建践行

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并配发“仲音”文章

《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对于我们这

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解决吃饭

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

开，树立大食物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在福建工作

时，在山区干过，也在沿海干过。当时我就

提出大食物观，肉、蛋、禽、奶、鱼、果、菌、

茶……这些都是粮食啊。”“所以，我先后

提出要建‘海上福州’和‘海上福建’。”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大食物

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树立大农业

观、大食物观，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

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

径开发食物资源”“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

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

色粮仓’”“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

工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为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方法。

“八山一水一分田”，福建人均耕地面

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4。30 多年来，福

建立足资源禀赋和农业特色优势，牢固树

立并深入践行大食物观，稳定发展粮食生

产，持续推进茶叶、蔬菜、水果、畜禽、水产、

食用菌、林竹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食物供

给更加丰富多元，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推动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充分展现了大食物观的实践力量，对于各

地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确保粮食安全具

有重要启示作用。

必须深刻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

加多样化了，更加注重吃得营养、吃得健

康。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每天要消耗 70 万

吨粮、9.8 万吨油、192 万吨菜和 23 万吨肉。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原粮消费量由 1978

年的近 248 公斤下降到 2022 年的约 130 公

斤。“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

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耕地以外，

我国还有 40多亿亩林地、近 40亿亩草地和

大量的江河湖海等资源。我们要转变观念，

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出发，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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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驻美国使馆参加美国华盛顿特区“环游世界使

馆开放日”活动，举行主题为“海丝起点·清新福建”的开放日暨

福建省推介活动。5000多名美当地民众冒雨参与公众场活动。

现场来宾共同观看了福建主题宣传片《福山福水福文化》。使

馆舞台上，来自福建省和漳州市的艺术家和演员们带来了极具当

地特色的演出。福建省歌舞剧院、漳州艺术学校、芗剧团的艺术家

们以大鼓凉伞《金鼓迎宾》热闹开场，鼓声艳伞震撼人心。漳州木偶

剧团的艺术家们带来经典剧目《大名府》，十指翻飞间将布袋木偶

生旦净丑技巧展示得淋漓尽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喝彩。演出最

后，全体艺术家和演员献上《龙腾福地》，民乐、舞蹈和木偶交相呼

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详见第四版）

中国驻美国使馆开放日暨福建省推介活动举行

闽南文化再“出海”
漳州非遗又“圈粉”

本报讯（记者 郑璜 通讯员 黄忠族 洪睿航） 作为“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

往来日益紧密，进出口规模呈稳中有进、提质增量态势。据厦门

海关统计，前 4 个月，福建省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

3380.3 亿元，同比增长 2.2%，创同期历史新高，占同期福建省外

贸总值的 51.3％。

民营企业“排头兵”作用凸显。前 4个月，民营企业对“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进出口2059.7亿元，同比增长14.2%，占同期福建省对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总值的60.9%，首度破六成。其中，出口

1507.6亿元，同比增长16.8%。

劳动密集型产品回暖明显。前4个月，共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621.8亿元，增长15.6%，其中，纺织服装、塑料制品、箱包、家具、玩

具分别出口307.9亿元、99.4亿元、44.5亿元、37.2亿元、21.5亿元，

分别增长 6.3%、72.3%、50.7%、33.9%、57.5%。机电产品出口 755.7
亿元，增长14.3%，表现抢眼。另外，船舶、汽车、灯具分别出口42.1
亿元、35.3亿元、30.8亿元，分别增长559.7%、46.1%、132.1%。

进口方面，民生商品增速较快。前 4 个月，粮食、食用油、鞋

服 分 别 进 口 32.6 亿 元 、24.3 亿 元 、21.9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9.1%、

25.9%、54.8%。同时，机电产品、纸浆及纸制品、木制品分别进口

103.4亿元、40.8亿元、38.9亿元，分别增长 35.4%、47.7%、42.9%。

前 4 月我省对“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进出口3380.3亿元

无 论 是 进 一 步 打 破 发 展 瓶 颈 ，让 体

育 强 省 建 设 深 度 融 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局 之 中 ，还 是 开 掘 全 民 健 身 作 为 国 家 战

略 的 多 重 价 值 ；无 论 是 竞 技 体 育 所 面 临

的 奥 运 大 考 ，还 是 将 体 育 产 业 的 转 型 升

级 与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充

分 对 接 。

对 于 福 建 体 育 来 说 ，千 头 万 绪 ，无

不 是 摆 在 眼 前 的 考 题 ，也 无 不 需 要 在

深 化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中 转 换 动 能 ，重 塑

体 系 。

近年来，省体育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问题为

导向，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着力破解制约高质

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从组织、人才、宣

传、治理四个维度发力深化改革，为加快体

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党建引领
深化体育组织改革

去年，省体育局出台《关于加强直属事

业单位党的建设的若干措施》（简称“十六条

措施”），推动直属事业单位新成立党委 3
个，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 7 个，将支部建在

一线运动队，建立运动队党支部 27 个，实现

一线运动队党支部全覆盖，筑牢“金牌路上

党旗红”之基。

在这次管理体制的创新中，福建省体育

局针对“小机关、大事业”架构，将原有的直

属事业单位行政领导人负责制改为党组织

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发挥党组织领

导核心作用，有效防止权力失范行为，提升

了基层治理能力。

同时，制定出台“十六条措施”及制度

类文件 43 份，也进一步完善了党组织议事

制度，健全省体育局系统“三重一大”决策

制度，细化相关工作标准和程序，以党建

促业务。

构建体系
深化体育人才改革

体育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能够提升国家形象，还能够促进国民身心健

康、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下转第二版）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助推福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

设作出重要指示。我省广大师生和有关部

门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新时

代新征程教育使命，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

教育新局面，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腾增友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

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在新时代坚持思政课

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指明

了方向。将充分发挥福建独特优势，进一

步深挖用好理论“富矿”，为新时代思政课

建设提供学理支撑；进一步把党的创新理

论有机融入思政课堂，把鲜活的思想讲鲜

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进一步推动学

校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让

党的创新理论有高度、接地气、入人心。

省直机关团工委坚持以省直青年学

习讲堂为载体，推动省直青年理论宣讲实

践团成员深入省直青年群体广泛开展“七

进”活动，着力打造引领青年思想进步的

“政治学校”“思政课堂”，先后开展各类宣

讲活动 2000 余场、直接受众逾 5 万人次，

示范带动全省各级机关开展宣讲 2 万多

场次。省直机关团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以省直青年理论宣讲实践团和省直

青年学习讲堂为抓手， （下转第二版）

聚焦主责主业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指明方向

□本报记者 储白珊 林清智 庄严 刘必然

本报讯（记者 郑昭）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26 次主任会

议 13 日在福州召开。会议决定，5 月 28 日至 29 日在福州召开省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翼委托，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周联清主持会议。副主任陈冬、庄稼汉、林宝金、李德金、

檀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銮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黄新銮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建议

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的汇报，听取常委会相关机构负责同志

关于会议议程有关情况的汇报。

会议经研究，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的建议

议程：审议《福建省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草案修改二稿）》《福建

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福建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

（草案）》《福建省闽江、九龙江流域保护管理条例（草案）》《福建

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草案）》；审议三明市人大常委会报请

批准的《三明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审议《福建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定（草案）》；

审议其他事项。

会议还研究了关于《福建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专题调研的报告和福建省渔港经济区建设情况专题调研的报告。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26次主任会议召开

决定 5月 28日至 29日召开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通讯员 林丽平） 记者从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从 5月 11日起，福建电网将通过闽粤联网

工程，以 200 万千瓦的满功率输电能力向广东电网送电。这是闽

粤联网工程投运以来首次实现满功率送电，将持续 10天。

闽粤联网工程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竣工投产。作为国家电网

和南方电网合作的第一个省级电网间互联工程，至今已累计完

成 25 次电力互送交易，累计输送电量超 53.4 亿千瓦时，其中福

建送广东 33.3亿千瓦时，广东送福建 20.1亿千瓦时，进一步提高

了福建、广东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经济运行水平。

受地理气候等分布特性影响，我国能源分布呈现明显的不

均衡性。福建入夏较广东晚一些，两省电力负荷特性具有互补

性。“进入夏季，为提高电力负荷攀升期的供应保障能力，福建、

广东电网提前优化闽粤联网工程送电安排。5 月至 6 月，福建将

富余电量送至广东，支撑广东夏季用电高峰。7月至 9月，广东可

将盈余电力送入福建，缓解福建夏季供电压力。”国网福建电力

调控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余秀月说。

闽粤联网工程首次实现
200 万千瓦满功率送电

航拍南平市延平区鸿瑞生态航拍南平市延平区鸿瑞生态

农农业产业园业产业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庆辉游庆辉 摄摄

航 拍 连 江 县 定 海 湾 内 的航 拍 连 江 县 定 海 湾 内 的

““定海湾定海湾22号号””深远海养殖平台深远海养殖平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施辰静施辰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