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声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福建日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周福东 电话：（0591）87095947
2024年5月27日 星期一2 要闻

本报讯（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薛
有雄 文/图） 日前，满载着 2000 多吨北
太平洋自捕鱼的“福远渔 F86”轮作业归
来，在中印尼“两国双园”元洪码头顺利
卸货（右图）。这是中印尼“两国双园”今
年迎来的首批远洋渔获。

在码头卸货现场，工人们从船舱内
将一箱箱沙丁鱼和鲐鱼整齐叠放在垫
板上，再由起重机吊臂将摞好的渔获缓
缓送上岸，装车送往附近冻库储存。下
一步，这些渔获将成为中印尼“两国双
园”食品加工企业的生产原料。

为全力保障远洋渔船快速通关，海
关、边检等口岸联检单位通力配合，助
力远洋渔业“海上粮仓”产业发展。

“远洋捕捞渔获易腐变质，对通关时
效要求高，在口岸单位的高效监管下，我
们的沙丁鱼等渔获还冒着白气就运上了
冷藏卡车提离港区，大大保障了渔获的
鲜度。”“福远渔F86”轮船长马林峰说。

据悉，远洋渔获上岸码头项目是中印
尼“两国双园”建设的重要交通运输保障和
产业基础配套。自2021年11月上岸点通航
以来，远洋渔获上岸量逐年上升，今年预计
将有20多艘渔船返回元洪码头卸货，总货
量约5万吨，总货值约2.47亿元。

中印尼“两国双园”迎来今年首批远洋渔获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见习记者 黄

星榕） 25日，“行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
践圈试点建设总结会暨同上一堂大思政
课活动在厦门大学举办。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张彦出席并讲话，天津大学党委书
记杨贤金、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出席，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教育部思
政司副司长葛元杰致辞。

张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推进大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深
化拓展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挖
理论“富矿”，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
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

实践成果，创造性转化为独特育人资源。
以推进全省全域大思政课研学实践为
总体考量，深化南、北两区校地联合研
学共同体建设，聚焦跨区域协同、跨校
际联合、资源汇聚优化协同机制，为研
学实践提供有力保障。深入拓展研学的
思政内涵和教育价值，推进“思政小课
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认真打造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建大思政课实践
育人新范式。

省委教育工委、宁夏回族自治区委
教育工委、省内外高校、省内相关地市宣
传和教育部门负责同志，及省内大中小
学师生代表约 1300 人参加活动。现场还
为 14 个“行见八闽”大思政课实践研学
示范点授牌。

“行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
试点建设总结会在厦门举办

立德树人，思政为先。25 日，“行
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试点建
设总结会暨同上一堂大思政课活动在
厦门大学举行，来自省委教育工委、省
内外高校等的负责人以及省内大中小
学师生代表约 1300 人，齐聚厦大建南
大礼堂……

视频连线、场景重现、现场对话，
跟随着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师
生 的 脚 步 ，厦 大 人 积 极 践 行 习 近 平
生态文明思想，以红树林为课堂，带
领一代代青年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
在祖国大地上的生动实践徐徐展现
在眼前；

紧扣嘉庚先生爱国情怀，厦门大学
学生艺术团成员把嘉庚建筑“穿”上身，
用立体形象的情景和舞美串联了南强
学府的办学历史和红色文脉，展现了嘉
庚精神的薪火相传与生生不息；

在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艺术团演员
们的带领下，现场观众一同走进了侯
官历史博物馆，身临其境感受侯官人
物“爱国兴邦”的家国情怀、“追求真
理”的实践品质、“严谨治学”的书院精
神、“首倡变革”的创新精神；

厦门同安区西洪塘小学师生把科学
家苏颂的故事搬进课堂，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新征程从小学课堂开始起笔，将
仰望星空的豪言壮志代代传承……

活动现场，“追寻足迹”“红色八闽”
“文化传承”“闽人智慧”“薪火相传”五
个篇章的展演和访谈，将研学实践圈试
点建设成果“搬上”舞台，为观众们带来
了一堂丰富鲜活的大思政课。

来自厦门翔安火炬实验学校七年
级的学生王梦凡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思政课，从上午参观厦大校园到下午观
看现场展演，王梦凡收获满满：“走进厦
大，让我感受到了嘉庚精神的可贵；而
展演节目中守护红树林的故事，也让我
印象深刻。”

作为从事红树林研究和修复工作
40 多年的科研工作者，厦门大学教授
卢昌义当天也作为“讲述者”走上舞

台，讲述厦大三代科学家用青春和坚
守，书写红树林绿色生态保护的海洋
奇迹。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思政“金
课”正在把大道理讲活、讲生动，“大思
政课让科研工作以更加生动的形式走
进全学龄段的学生，也让生态文明建
设等国家战略走进更多青少年心中”。

思政课不再是干巴巴的宣读，不
再局限于教室。2023 年，由省委宣传
部、省委教育工委精心组织的“行见八
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试点建设正
式启动。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分
别牵头南、北两大区域建设，先行构建
校地研学共同体，并通过试点圈层的
外溢效应，向全省域逐步铺展，形成了
区域特色充分彰显、实践圈层不断拓
展的生动局面，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福建大思政课实践育人新范式。

一年来，试点建设将福建“党史事
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的独
特优势，转化为实践圈丰富资源，提供
具有福建特色的“菜单式”资源图谱。
同时，建立了跨地区、跨学校、跨学段

“手拉手”共研共学机制，109 个研学
实践点建设质量不断提升，连点串线、
连线成圈渐趋成型。依托省智慧教育
平台、学校“大思政”教育线上特色场
馆等，广泛开展跨区域、跨学段网络远
程教研，打造“指尖上的思政课堂”。
2023 年厦门大学共接待前来参加研
学实践的中小学生近 2 万人次。福建
师范大学打造“寻古传文”主题研学
圈，建设“侯官寻踪”“南岛寻根”等研
学实践路线 37条。

“要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
堂’结合起来，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
链条育人，‘行见八闽’实践圈建设就
是一个典型范例。”厦门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院长原宗丽教授说。

安溪县沼涛实验小学教师陈婉
靖说，通过亲身参与，见证了“行见八
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通过打造一
体化思政“中央厨房”，让“热气腾腾”
的思政“美食”直抵人心的生动实践。

“行走的课堂”点亮八闽
□本报记者 廖丽萍 见习记者 黄星榕

本报讯（记者 林清智） 23 日，在
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上，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
联合发布了“2024·全国文化企业 30强”
名单，并首次发布“2024·全国成长性文

化 企 业 30 强 ”（以 下 简 称“ 成 长 性 30
强”）名单。来自福建的两家企业——福
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宝巴
士股份有限公司上榜“成长性30强”。

本届“成长性 30 强”企业 2023 年

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约 53%，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约 16%，充分反映文
化 领 域 新 业 态 、新 模 式 快 速 健 康 发
展，文化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良
好态势。

近年来，福建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不断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加快构建现代
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进实施文
化数字化战略和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
动战略，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科技融
合发展，强化文化创意设计赋能相关产
业，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增加值占
GDP比重位居全国前列。

2家闽企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本报讯（记者 郭斌） 第七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系列活动数字互动与元
宇宙大会 26 日在福州举行。大会以“引
领新变革·共享新体验”为主题，共同探
讨虚拟现实、元宇宙文旅、数字孪生、
AIGC、云游戏等前沿话题，分享互联网
与元宇宙领域的最前沿知识和实践，探
索数字经济下的新商业模式和商业机
会。500 多位来自全国政、企、研各界的
大数据领域顶尖专家学者和政府相关
部门负责人及知名企业代表参加大会。

会上举行了第四届数字互动与元
宇宙行业创新大赛颁奖典礼，表彰过
去一年在数字互动与元宇宙领域的优

秀企业。大会期间，举行了“元宇宙生
态合作”签约仪式。福州市元宇宙协会
与阿里巴巴元境、福建百宝图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了元宇宙生态合作协议，
三方将共同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
型和升级。同日，福州市元宇宙产业创
新中心正式揭牌；元宇宙产业基金（推
进）工作委员会和元宇宙产校融合（推
进）工作委员会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26日下午，以“元万物 数未来”为主题
的《榕商讲坛》数字互动与元宇宙大会专场
在福州举办。腾讯云音视频、蔚领时代、久尺
网络、鲸海拾贝等企业代表展现了各自的
创新成果与前沿洞察，多维度解读元宇宙。

数字互动与元宇宙大会在福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向娟） 25 日，在

数字福建分论坛上，省住建厅、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省金融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对外发布“福建省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系统”。

该系统依托福建省级融资征信平
台“金服云”，创设“政务服务+金融服
务”的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一体化平
台，搭建“项目企业、金融机构和监管部
门”三方联合应用场景，实现“房企发布
融资需求—银行机构和住建部门审核
—城市房地产协调机制推送—银行机
构授信投放—房企加快项目建设”的全
流程闭环管理模式，将破解房地产金融

服务有效风险识别、闭环监督管理、服
务效率不高等难题。

通过该平台，各银行机构可加快调整
优化“白名单项目”贷款评审，发放管理相
关制度和程序，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快审快
放，应贷尽贷。至目前，福建辖区两批“白
名单”102个项目实际融资需求226.91亿
元，发放贷款58亿元，累计为65个民营房
地产企业项目授信114.62亿元。

此外，对于平台推送暂时不满足
“白名单”要求的项目，各银行机构探索
建立“告知承诺+容缺办理”等附条件
审批服务机制，提请各城市政府有针对
性地拿出解决方案。

“福建省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系统”上线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陈志
鸿） 26 日，一批 3500 套白羽肉鸡父母
代种鸡雏，经空运抵达坦桑尼亚。这是
我省自主选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圣泽
901”首次走出国门。

“ 在 各 级 农 业 农 村 、海 关 等 部 门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圣 泽 901’顺 利 出 口

非 洲 。”在 24 日 举 行 的 出 口 仪 式 上 ，
“ 白 羽 肉 鸡 ”育 种 单 位 —— 圣 农 集 团
旗 下 福 建 圣 泽 生 物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总 裁 罗 平 涛 说 ，下 一 步 ，“ 圣 泽
901”将 进 一 步 扩 大“ 非 洲 国 家 朋 友
圈 ”，并 逐 步 打 入 欧 洲 、东 盟 、中 亚 、
中东等市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白羽肉
鸡 种 源 全 部 依 赖 进 口 。2011 年 ，圣 农
集团启动白羽肉鸡育种工程，于 2019
年 育 成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配 套 系

“ 圣 泽 901”，企 业 内 部 实 现 种 鸡 进 口
替 代 ，不 再 依 赖 国 外 引 种 。2021 年 ，

“ 圣 泽 901”通 过 国 家 品 种 审 定 ，综 合

性 能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2022 年 6
月 ，首 批“ 圣 泽 901”父 母 代 种 鸡 雏 正
式 批 量 供 应 国 内 市 场 。截 至 2023 年
底 ，“ 圣 泽 901”父 母 代 种 鸡 雏 已 销 往
全国 14 个省份，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
达 20%。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景辉
说，“圣泽 901”投放市场后，极大地保
证中国畜牧业供应链安全，有利于中国
白羽肉鸡行业稳定、健康发展。

我省自主选育的白羽肉鸡品种首次走出国门

（上接第一版）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郑振满

出生于农村，早在城里扎了根。但多年来，他执着
于往乡村跑，开展田野调查学术研究工作。

他继承老师傅衣凌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
学传统，在治学过程中注重民间文献，注重田野
调查，力求回到历史现场。从民俗研究历史，被学
术界称为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四十几年了，都在跑田
野，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特点。坚持田野调
查，厦大老早就这么做了，这就是‘傅衣凌学派’。”
郑振满说，“‘在民间研究中国历史’是我们基本
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学问不是在图书馆做的，必
须接地气，包括训练学生也要从田野开始。”

“家乡是我的教科书。”他这样回溯自己的田
野调查经历。

郑振满的老家仙游县枫亭镇以仪式传统深
厚著称。从家乡的宫庙开始，他持续了 40 多年对
宗族、仪式的研究。老家的麟山宫是他常提到的
地方，那里曾经是他就读的小学，如今是一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20 世纪 80 年代，郑振满在陪同美国学者到
莆田考察时，在宫外水沟边意外发现了几块残缺
的石碑，残碑上保存了晚清建庙时的捐款簿。

“那上面有我祖先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关
注。”郑振满以此为线索开展田野调查，发现了当
地历史上的一系列隐秘事件，也因此成为他开启
学术兴趣的一把钥匙。

“家乡是我最为熟悉的历史现场，自然也是
我最为理想的实验室。我至今还是离不开这部教
科书。”他说。

家乡之外，这些年，郑振满还带着学术同行
和学生走访了各种各样的乡村。在他的“乡野课
堂”上，他总是郑重地教导学生人情世故，带学生
认识乡土社会——如何与村里人聊天，如何去理
解你的爷爷奶奶，如何回望你的家乡。

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这是许多学者的
反思，也让他们带着自己的研究往下走。采访中，
有教授说，知识分子关注乡村工作，发表跟乡村
相关的学术论文，有多少真正切合农村实际？成
果有多少能够真正转化到农村，变成对农村工作
有助益的成果？

潘家恩说，“大学老师行走乡间，不能只是有

个课题在乡间”“真正的行走，一定要真的行动，
包括试验、包括跟着村民们一起去面对问题，有
苦恼，也产生自身改变——这是个动态的过程”。
三年多来，为了跟农民一起去做一些探索，潘家
恩基本每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会从重庆到屏南
再到重庆。

在屏南，有相当多像潘家恩这样的教授。他
们迈出了新的一步，那就是一脚在大学，另一脚
在村子里边。他们真正把课堂“翻转”，“让乡村真
正地成为一所学校”。

张勇，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他开
设的《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课程，一半上在复旦
大学，一半上在屏南县双溪镇前洋村。每周三他
都会从屏南去复旦大学，周五授课结束后返回屏
南，回到落户在前洋村的复旦大学本科生书院教
育实践基地。

2019年，前洋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至 2021 年，用传统民居融入现代审美元素
的改造方式，前洋村近 40 座自宋代至民国的传
统建筑被修复保护。

张勇在复旦大学教授中西美术。在他眼中，
古朴、静谧、野趣、田园，独具一格的原始村落正
是他梦想的家园。他出生在吉林延边、长在上海，
却在前洋村萌生出复兴中国传统村落的想法。

“让建筑讲述时间的故事”，这是张勇复兴前
洋的想法。在修复的建筑中，张勇动员他的艺术
家朋友建起了古陶瓷博物馆、金石篆刻博物馆、
竹编博物馆、百草园展示馆等文化场所。

与古村韵味高度契合的展示空间，不断构建
着前洋背后时间的故事。

复旦大学的师生来到前洋，学习研讨传统村
落的保护和发展，实地考察村落的营建布局、民
居建筑构造，体验别具特色的民俗采风活动，整
理属于前洋的人文记忆，完成各具视角的研究报
告。2020 年，《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课程获得首
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有人在这里长留，才是一个村庄。”张勇说，
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来的人”，还需要“回来的人”。

几年间，复旦大学本科生书院教育实践基地
给村里带来了变化：村委会带领村民探索餐饮、住
宿等业态，形成了一定的接待规模；随着“文化再
造”和“产业转型”，已有一些村民开始回村就业。

“前洋村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艺术村，
是最接地气的大学实验室。我们要吸引喜欢乡村
的人，来这里找到发挥的课题。我觉得这个逻辑
是很顺畅的。”他说。

当然，不只是屏南。从 2016 年开始，复旦大
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文物和博物馆
学系教授杜晓帆就带领学生持续深入永泰乡村，
对庄寨文化遗产开展保护与研究。他的团队完成
了《永泰庄寨修缮保护导则》，出版学术专著《从
价值认知到保护实践：永泰庄寨》，为永泰庄寨申
遗扩大了学界影响。

走进乡村，来自于他对乡村知识的渴望。20
年前，杜晓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担
任文化遗产保护专员。因为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他带着“乡村遗产的核心到底要保护什
么”的困惑，与学生一同展开了高频次的深度乡
村调研。

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乡村现存的各类实
践及传统，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还要
丰富，更富有张力，这也决定了乡村问题的复杂
性和长期性。

参与永泰庄寨文化遗产保护，让杜晓帆更深
入地体验了当地生活。

“我最受感动的是他们的向心力。为了保护
庄寨，他们可以每个村庄都成立理事会，背后是
家文化影响下的凝聚力，这是永泰庄寨文化遗产
保护的核心。眼下，有的人对家庭的态度淡漠了，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永泰庄寨文
化遗产保护可以为现代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地
方。”杜晓帆说。

到山海林田间“种科技”

教授下乡，最大的群体并上升为一种制度设

计，当属“科特派”。20 多年来，“科特派”队伍不
断壮大，“星星之火”已然燎原。

他们把“顶天”科技扎入泥土，“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在山海林田间“种科技”，被称为“榛仙”

“葡萄痴”“米仙”“菌仙”“茶仙”“菇王”……
廖红，是福建农林大学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

主任。学生们给她一个雅号——“土壤保健医”。
几年前，岩茶市场红火，武夷山茶树种植密

度增大，茶青减产，茶叶品质下降。廖红教授开出
“生态药方”，推广应用其研究团队国内首创的大
豆养分高效遗传改良相关技术，为稳定武夷岩茶
品质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生态种植管理整体
解决方案。

撒下一粒科技特派员“种子”就能带动甚至
“创造一个产业”。廖红团队已在我省多个茶叶主
产区建立优质高效生态茶园示范点，辐射面积十
几万亩。

三叶青，长着 3 片小叶子的青翠植物，是我
国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它是葡萄科植物三叶崖爬
藤的块根或全草，我国南方特有的药用资源，主
要分布于福建、浙江，野生的三叶青常生长在林
下岩石缝中。

范世明，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正高级实验
师。2009 年的一天，福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一位
秘书长拿来一株三叶青，请教范世明怎样种植。
这个偶然机会，让范世明关注到三叶青。

这种关注，说是偶然，其实是必然。他说，田
野调查和野外带教是他为师之后的固定动作，自
己在校学习时就是跟着老师去宁德古田，在实践
课中学习植物的药用价值的。“一味中药能不能
用、怎么用得好？也往往是从农民群体那里才能
学到。”

是个好东西，为什么产业发展不起来？范世
明走访农民，多方打探，明白了为什么。三叶青块
根难寻，产量低、很稀少。另外，三叶青的种植需
要在成分、含量、质量分析、产量等方面进行科
研，需要取样和规范化管理，靠农民散户种植不
现实。

范世明开始设计发展思路，对比种子资源，
开展种植实验及质量研究。2017 年，福建中医药
大学与宁化县政府签订框架协议，帮助当地实现
三叶青种植落地。

“必须依靠企业，把科研与产业打通。”以宁
化当地一家企业为依托，范世明开启了福州-宁
化的双城奔袭模式。2021 年，宁化县三叶青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被认定为第五批国家林下经济示
范基地。

经过多年的努力，范世明筛选出适合福建生
产的本土化种子资源。目前，该品种拟为“闽选 1
号”三叶青，正在进行品种认定。

2017年起，范世明连续被选认为省级科技特
派员，并被评为“优秀科技特派员”。福建中医药
大学设立了“范世明中医药传承工作室”。“有了
科技特派员身份，我能更好地协调教学与一线的
关系。”范世明说。

在厦门翔安，得于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黄
永春的帮助，刘五店村海边的小作坊已发展为厦
门虾苗供应的龙头企业。这个故事在当地被传为
佳话。

“以前我们的土虾苗 15~25 元/万尾，低谷时
5 元/万尾，品质差；2019 年之后公司优质虾苗达
到 180 元/万尾，还供不应求。”说起现在的经济
效益，厦门龙程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程子阳充
满自豪。

今年 3 月，龙海顺源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与集
美大学合作的福建龙海对虾科技小院正式授牌，
这一敞开式的“大学”让渔民在家门口就能学习
专业课程。

这是黄永春担任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的第八
年，也是他下乡与一线养殖户打交道的第三十
四年。

“校企合作仅仅是学校跟企业的合作。成为
科技特派员之后，我能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服务
于产业，和一线接触得更多了。”黄永春感慨道。

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 20 多年以来，这样的
故事，在福建的山海林田间已屡见不鲜。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小院
制度的出现，让更多教授在这个“合适的身份”
下更好地走向田野，播撒科技的种子，奏响了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山海
交响曲。

“文野之别”的新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