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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五版

▲信立天下 义利相济
省委统战部联合本报开设《“新时代闽商精神”大家谈》专栏，今日推出首期——

5 月 24 日至 25 日，以“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第

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峰

会期间，以数据要素驱动科技创新、推

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嘉宾们共同

瞩目的焦点。

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福州市长乐区

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前，长乐区已

落地移动、电信、云计算等五大数据中

心，形成“天上三朵云、地上两条路、中

间两个超算”的新基建格局，通信枢纽、

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等数字新基建配套

水平全省领先，成为全省最大数字资源

集聚区。

数据资源优势，正转化为数字经济

发展动力。2023 年，长乐数字经济规模

达 750 亿 元 。全 区 已 有 超 1000 家 企 业

14000 多台设备“上云上平台”，纺织业

146 家纺织企业进行智能化、数字化改

造，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

数字经济发力，创新动能澎湃，推

动长乐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今年一季

度，长乐深化拓展“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12 项经济指标有 8
项进入全市前三名，创造了长乐 10年来

单季度进入全市前三指标最多的纪录。

掘金数据要素
汇聚澎湃创新资源

数 据 是 新 型 生 产 要 素 。专 家 们 认

为，信息化时代的数据，就像工业化时

代的石油一样珍贵。谁掌握了数据资

源，谁就能占据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长乐提前谋篇布局，先行探索。目

前，在曾经的滩涂之地上，长乐架构起

了“天上三朵云（数字福建政务云、商务

云和福州政务云）、地上两条路（国家互

联网骨干直联点、海峡光缆一号）、中间

两中心（省超算中心、省智算中心）”的

格局。位于长乐的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

园（含网龙片区），落地省大数据集团、

神州数码、达华智能、百度等数字经济

企业 1000余家，注册资本超 717亿元。

乘着数字峰会的东风，长乐在掘金

数据要素的征程上不断跑出“加速度”。

5 月 23 日，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产

业生态大会在位于长乐东湖之畔的福

州数字中国会展中心举行。会上，省大

数据集团发布了福州新区 2000P 智算

中心项目，预计年内建成投用，将助力

“港数闽算”等国家大型工程，深度赋能

行业数智化转型。峰会期间，长乐还落

地另一算力项目——知名私募基金联

合福建联通等主体，规划建设符合国内

互联网大厂要求的 AI 算力中心，总投

资 30 亿元以上。通过本届数字峰会，预

计到今年 7 月，福州新区及长乐区建成

并投用的 AI 算力规模将突破 4200P，进

入全国前十行列，为加快高质量发展提

供新动能。

除了不断完善的数字配套，长乐还

为汇聚创新资源营造出良好的发展环

境。长乐建立人工智能产业园区，推动

福州新区集团加强园区招商，重点与阿

里巴巴、华为等龙头企业开展合作，鼓

励引进创新型企业入园发展，助力企业

做大做强。

位于长乐的中国联通（福建）工业

互联网研究院，聚焦纺织、食品、鞋服、

特色轻工四大方向， （下转第五版）

长乐：打造创新“强磁场”汇聚发展“新”动能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近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阿联酋中文教学“百

校项目”学生代表，勉励他们学好中文、

了解中国，为促进中阿友好贡献力量。

习近平表示，我读了你们每个人的

信，从字里行间、画里画外感受到了大

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两国友好的期

盼。5年前，我同穆罕默德总统共同启动

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如今看到

“学中文”在阿联酋已经成为一种新风

尚，培养了一批像你们这样的中阿交流

小使者，我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说，中国

和阿联酋“手拉手”40年了，希望中阿永

远是好朋友，中国人民也抱有同样的愿

望。青少年代表着中阿友好关系的未

来。欢迎你们来中国看熊猫、登长城，长

大后到中国读大学，也欢迎更多的阿联

酋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同中国

的青少年交流交心、互学互鉴，把友谊

的种子根植在心里，为开创中阿关系更

加美好的明天贡献力量。

2019 年 7 月 ，在 习 近 平 主 席 和 时

任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共同

见证下，中阿双方在北京签署备忘录，

正 式 启 动 阿 联 酋 中 文 教 学“ 百 校 项

目 ”。截 至 目 前 ，阿 联 酋 已 有 171 所 学

校开设中文课程，7.1 万名学生学习中

文。近日，阿联酋“百校项目”示范校哈

姆 丹 学 校 和 亚 斯 学 校 40 名 中 小 学 生

代表分别用中文致信习主席，表达对

中国文化的向往和热爱，立志做中阿

友好的使者。

习近平复信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学生代表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26日宣布：经中阿双方共同商定，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

会议将于5月30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

王毅将同阿方主席、毛里塔尼亚外长

马尔祖克共同主持会议。阿拉伯国家外

长或代表及阿盟秘书长将出席会议。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30日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行走乡村，让“魂”与“根”对接，才

能读懂中国。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农耕

文明历史的国家，乡村里蕴藏着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智慧。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

起点、界标。他说，这不仅是他社区研

究的学术方向，而且他一生研究的诸

多课题在这里都已孕育。1936 年，他自

觉地跨越“文野之别”，用脚步丈量乡

村，在自己熟悉的农村社区，对“自己

的人民”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地调查。

他采用江村调查资料，完成了在英国

伦 敦 大 学 政 治 经 济 学 院 的 博 士 论 文

《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

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

一跨越“文野之别”的学术成就开拓了

社会人类学的新方向，从西方人类学家

传统的异域田野调查转向东方文明、本

乡本土的田野调查。

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重新寻找乡

土中国里的力量。在福建，一大批知识

分子带着期待和使命回溯乡土。教授们

如何在乡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回溯

乡土的过程中又有什么收获？记者访谈

了多位深耕乡野的教授学者，以期从他

们的经历中得到答案。

让“情怀”落了地

库坑村，是寿宁县犀溪镇犀溪村下

辖的一个自然村落。“这个位于闽浙边

界的小山村，当时仅五六座房子，全村

不上一百人，都是憨厚老实的种田人，

这是我的家。”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

院院长胡荣教授在自述文章中这样回

忆童年时光。

不久前，由胡荣教授创办的“群学

书院”在村里落地。揭幕当天，胡荣还在

村里召集举办了乡村振兴论坛，来自国

内多所高校近 30 名学者在此从不同角

度对乡村振兴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

昔日破败的乡村不仅有了“人气”，

还有了“学术味”。

胡荣是恢复高考后犀溪镇的第一

个大学生。1978年，他从家乡考上大学，

走出大山。外出求学时，他是我国社会

学科重建时最早接受社会学教育的那

批学子之一，也因此参与了厦门大学社

会学学科的建立。

胡荣说，学术界通常用“群学”指代

社会学，他希望发挥自己的学术资源每

年在此举办一次论坛，经过若干年的打

造，使论坛成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

品牌，也为家乡积累人气。

“群学书院”寄托着胡荣的悠悠乡

愁。早在 2008 年，胡荣就在学术界发起

“我的村庄建设”倡议，呼吁有同样乡土

生活经验的学术界同仁关注乡村，为乡

村唤回一些人气。

自古以来，读书人通过科举考取功

名，离开生养他们的土地。在近代的城

镇化、工业化浪潮下，离乡的脚步也随

着求知欲望的增强而越发急促。但对知

识分子而言，学有所成之后，魂牵梦绕

的依然是那一片故土。

朱冬亮，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国内学术界最早对“村级土地制

度”实践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也

是较早对土地调整的社会功能作出系

统分析的学者之一。

朱冬亮的家乡在将乐县。“父亲一

生的追求就是吃上红烧肉即可，除了好

好读书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途径改变命

运。读书时，眺望着乡村之外的远方，最

希望的就是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他

说，“乡愁是我从事农村研究与坚持下

乡调研的出发点。”

在将乐县给党政干部开展的讲座

中总能见到朱冬亮的身影。离家读书多

年后，朱冬亮又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回

来了。“最接地气的教授”，是听过他讲

课的人给的评价。

以研究者的视角，家乡始终是朱

冬 亮 学 术 研 究 多 年 田 野 跟 踪 调 查 解

剖 的 一 只“ 麻 雀 ”。“ 我 的 学 术 研 究 起

点 来 自 自 己 的 家 乡 ，本 科 论 文 、硕 士

论 文 和 博 士 论 文 都 是 研 究 自 己 的 家

乡 。这 是 我 的 学 科 背 景 ，我 沿 着 这 条

路一直走到今天。因此我也是这样训

练我的学生。”

为什么这样坚持？“在读硕士博士

的课堂上，许多老师研究农村，作为学

生，听他们的课受到很大的启发，这是

一种重要的学术传承。费孝通先生研究

自己的家乡，形成了《江村经济》等论

著。人类学有这样的学科传统。”朱冬亮

说，“‘三农’研究要有乡土情怀，要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需要深入调查点做

长期的田野参与观察式的研究。只有在

与当地人长期互动接触的过程中，才能

够全面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朱冬亮坦言，自己是一名家乡人类

学者，从小生活和浸淫的家乡变迁场景

已深深融入到记忆中，成为从事乡村研

究的最深层积累。家乡不仅是自己学术

研究的田野调查基地，也是带领学生从

事扎实学术研究的重要田野课堂。

西 南 大 学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潘 家 恩 也 是“ 回 乡 教 授 ”。如

今，他还担任了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

执行院长。

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宁德市蕉

城 区 霍 童 镇 ，潘 家 恩 自 称 是“ 小 镇 青

年”，在成长岁月里目睹了城乡发展的

巨大差距。“同样都是辛苦，为什么城乡

差别这么大？当时我就种下了一颗种

子，希望我的家乡好一点，希望农村中

不要那么多穷人。”

家乡与知识分子有多远？这个问

题，对于潘家恩来说，也有过迷茫。

考进中国农业大学后，潘家恩发

现学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年土，

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他意识到，

“大家不再回去了，这也是农村逐渐空

心化的原因”。

大学毕业后，潘家恩曾到河北定州

市东亭镇翟城村，参与创办晏阳初乡村

建设学院，负责农民培训和研究记录，

进一步走进乡土社会。

他至今都对农民的学习智慧记忆犹

新：“村民来上电脑培训时也不忘农活。比

如有的人会把每根手指头管的那几个键

画在手指上，然后一边摘辣椒一边看。”

这些“沾着泥土”的乡土经验，对于

彼时刚踏出校门、想用概念与理念来

“套”乡村建设做法的潘家恩来说，意外

又兴奋。

“要在象牙塔和泥巴墙之间寻找一

个平衡。”他有了更明晰的思路。

2020年，潘家恩在赴美访学和返乡

之间选择回乡参与成立屏南乡村振兴

研究院，并将研究院定义为“乡村振兴

新型智库”。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希望能够

为农村做点事。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不忍

之心，一种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传统，

希望能够把这个传统安放。”潘家恩说。

“ 乡 土 是 中 国 的 底 色 。作 为 一 名

大学教授，我不甘心只能学习西方的

教 学 方 式 。知 识 分 子 要 有 情 怀 ，这 种

情怀我个人认为是乡愁。当别人都无

感 时 ，你 就 应 该 有 感 觉 ，你 应 该 发 现

美。”他坚信，乡愁之上，“用知识改造

社会”是知识分子下乡另一种更可持

续的路径。

在屏南工作期间，有一次老乡打趣

这些“外来”的教授：“你们用各种方法

把乡村弄得很美，人们说它是净土，可

在我看来，它净是土！”

这话令潘家恩更加坚信自己下乡

的价值。“现在乡村的很多东西，本地的

农民可能是无感的。但我们这些教授因

为和他们视野不同，也许能看到乡村的

另一面。”

从“净是土”到“是净土”，他开始探

索新时代乡村的价值与可能，也发现了

知识分子在乡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乡野“翻转”课堂

曾经，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学

术的方式关注民间社会。如今，也有不

少教授选择带着课堂和研究走进乡野。

这是为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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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蔚） 5 月 25 日，

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

本届峰会取得丰硕成果，共对接签约新

基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经

济领域项目 421 个，总投资 2030 亿元，

为福建数字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峰会重磅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3 年）》，评出“十大硬核科技”“十

佳解决方案”两大奖项。峰会上，国家数

据局会同相关部门发布首批 20 个“数

据要素×”典型案例，彰显数据要素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乘数效应。峰会还集

中发布了一系列前沿领域的数字新技

术新产品。

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是本届峰会的

显著特色。峰会举办了开幕式、主论坛、

分论坛和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同期举办

了特色活动和相关专业工作会议，助推

数字中国在顶层设计、适度超前基础设

施建设、数字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激

活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等方面走深走实。

其中，分论坛聚焦数据资源与数字安

全、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文化、数

字社会等 13个领域；（下转第六版）

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榕闭幕
共对接签约数字经济领域项目 421个，总投资 2030亿元

小满时节，行走在福建乡村，农业

生产高质高效、乡村环境宜居宜业、农

民生活富裕富足，一幅“村美、人和、共

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尽现眼前。

过去一年，福建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坚定不移走

好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高位推动 统筹谋划

广大乡村最缺什么？人才是绕不开

的问题。面对求贤若渴的乡村，上杭县

不拘一格招贤纳士，推动乡村凤来雁

归。在这个闽西革命老区县，随处可见

各路人才与乡村深度互动的场景——

在庐丰畲族乡上坊村，脐橙丰产不

丰收，愁坏了果农。去年底到任的乡村

振兴指导员刘烨辉凭借多年电商从业

经历，为上坊脐橙制定了“出圈”计划，

解了乡亲们的燃眉之急。

在下都镇砂睦村，县民政局退休干

部何永生指导村里将长者食堂委托给

第三方管理，制定运营方案及经费筹

措、募捐筹款等措施，让这个民生工程

步入可持续运营轨道。

……

如今，驻村干部、科技特派员、乡村

振兴指导员、返乡入乡创业者等有生力

量，形成了上杭乡村人才矩阵，激活了

乡村发展新动能。

“三农”工作千头万绪，引才育才只

是其一。越是复杂的工作，越需要高位

推动，统筹谋划。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福建便

率先成立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省长任第

一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常态化运行

办 公 室 ，设 立 12 个 专 项 小 组 。这 意 味

着，乡村振兴全面纳入顶层设计。

谁来做？

省委统一领导、市县推进落实、乡

村组织实施、部门合力共为，压实五级

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去年，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乡村振

兴责任制实施细则》，为各方划定了“责

任田”，统一了考核评价的“度量衡”，树

起了奖惩并重的“指挥棒”。

做什么？

规划先行，省市县三级完成乡村

振兴五年规划编制，乡村两级制定乡

村振兴实施计划或方案，12 个专项小

组制定专项规划或方案，全省村庄规

划 应 编 尽 编 ；因 村 施 策 ，按 照 城 郊 融

合、集聚提升、稳定改善、收缩待定、搬

迁撤并村、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海岛

发展、侨台赓续村等 9 种类型，部署开

展新一轮村庄分类。

怎么做？

乡村缺什么，就优先提供什么。缺

钱——2021 年起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

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创新乡村

振兴贷等特色贷款产品，让金融活水流

向广大乡村。缺人——累计选派 2.2 万

多名驻村第一书记、1.2 万多名科技特

派员、1153 名乡村振兴指导员，累计引

进 132 支乡建乡创团队开展驻村陪伴

式服务。缺地——允许各地在规划中预

留不超过 5%的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用

于零星分散的单独选址农业设施、乡村

旅游设施等建设。

发挥榜样的力量。在“千村试点、万

村推进”工作基础上，接续推进“千村示

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推进乡村

振兴示范乡镇、示范村创建，力争五年

内创建 1000 个以上省级示范村，带动

全省 1万多个村发展提升。

以业为基 强村富民

一朵银耳，有多少种吃法？鲜炖银

耳羹、冻干银耳、银耳糕点……数十款

银耳加工产品挑动着吃货们的味蕾。

一朵银耳，多有科技范？“福银雪

耳”“福银黄耳”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品种，牢牢掌握农业“芯片”主动权。

一 朵 银 耳 ，产 业 链 可 以 有 多 长 ？

农 产 品 变 身 保 健 品 、化 妆 品 ，农 业 生

产基地和观光旅游、休闲养生等业态

深度融合。

这里是古田，一个典型的山区县。从

就地取材利用山间段木栽培香菇，转向

利用木屑、秸秆、棉籽壳、麸糠等农林下

脚料袋料栽培，再到工厂化生产……因

地制宜践行大食物观的古田人，不仅填

饱了肚子，更把食用菌这一土特产做成

了大文章。如今，古田县食用菌产业链总

产值超过 255亿元，“古田银耳”以 89.91
亿元品牌价值位列中国食用菌区域品牌

价值榜第二位。 （下转第六版）

走好乡村振兴特色路
□本报记者 张辉

近年来，寿宁县下党乡大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乡村个性与肌理。（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