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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国家

能源安全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

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 党 中 央 从 国 家 发 展 和 安 全 的 战 略 高

度，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提出能源安

全新战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

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

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我国新型能源体系

加快构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世界能

源安全和能源发展转型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力量。习近平同志围绕国家能源

安全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

统筹好新能源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深

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

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 述 摘 编》分 8 个 专 题 ，共 计 217
段 论 述 ，摘 自 习 近 平 同 志 2012 年 11 月

至 2024 年 5 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演讲、

谈 话 、贺 信 、回 信 、指 示 、批 示 等 130 多

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

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日前，记者从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获 悉 ，漳 州 2023 年 水 产 品 总 产 量 达

219.82万吨，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锚定“海上漳州”建设目

标，漳州从种苗抓起，向深海养殖发力，

以融合破题，壮大现代渔业产业体系，

打造百亿级“蓝色粮仓”。

壮大“芯”动力

天气放晴，在漳浦世倍水产的育苗

车间，一串串三倍体牡蛎苗正被放进海

水养殖池进行附苗。在显微镜下，三倍

体牡蛎苗活力充足，快速游动。这是该

公司去年通过验收的“世倍 1 号”福建

牡蛎三倍体新品，是由遗传和倍性稳定

的四倍体群体通过杂交生产而成的三

倍体牡蛎苗种。

漳浦世倍水产养殖合伙企业位于

漳浦县佛昙镇轧内村，保种场占地面积

26.12 亩 ，育 苗 池 总 面 积 4043.52 平 方

米，大港湾保种海区 2000 亩，保有四倍

体和二倍体福建牡蛎亲贝 10 万斤以

上。4 月，企业通过考评获得了“省级牡

蛎良种场”的牌子。至此，漳州共有 12
家省级水产良种场，数量居全省第一。

如何成为省级良种场？漳州在种苗

上下大功夫。

“‘世倍 1 号’具有生长速度快、养

殖周期短、抗逆性强、品质优良等优点，

且肉质饱满、四季可食，价格是二倍体

的 2~3 倍。”漳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高

级工程师陈艳翠说。

去年9月，福建省水产学会组织以厦

门大学柯才焕教授为组长，厦门海洋职业

技术学院、漳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和漳浦

县水产技术站等单位有关专家组成的专

家组，对“世倍1号”的养殖工作进行现场

验收。自 2020 年以来，该产品累计在福

建、广东和广西等地示范养殖10万亩以

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近三年间，漳浦世倍水产与集美大

学、厦门大学、台湾海洋大学及福建省

水产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长

期的合作关系，累计培育销售优质三倍

体 福 建 牡 蛎 苗 种 6.5 万 亩 、成 品 4500
亩，拥有 10 多项牡蛎三倍体、四倍体及

海产贝类专利技术。

“渔业发展，良种先行。有了好的

种苗，才能让渔业养殖产业更新迭代。”

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远洋告诉记

者，为了壮大“芯”动力，漳州在“保、育、

壮”三方面做足文章。

通过在东山湾、诏安湾等主要海湾

和大型水库增殖放流鱼、虾、贝类苗种

约 30.28 亿尾（粒），联合省水产研究所

共建“闽南渔业种质资源库”，解决种源

对外依赖的“卡脖子”问题；探索良种繁

育新路子，先后培育出“新吉富”罗非

鱼、珍珠龙胆石斑鱼等新品种、新品系，

推广养殖面积 10 万多亩，打破“一苗难

求”的局面；进一步擦亮“漳州种苗”新

名片，创建“中国鲍鱼种苗之都”和“中

国蛤类种苗之都”，支持现有 2047 家水

产苗种场提升创新能力，培育种苗龙头

企业。

拓深养殖域

“漳州绿鳍马面鲀人工育苗实现规

模化生产了！”这条消息传出，诏安县海

洋与渔业局立刻组织专家前往诏安苗

润水产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现场测产验

收。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抽样验收，最终

确定企业培育优质苗种 128.8 万尾，规

格整齐，巡游活泼，一致通过验收。

“绿鳍马面鲀”乍一听很陌生，它还

有一个别名叫“剥皮鱼”。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它就成为沿海人餐桌上的常

客，是我国重要的海产经济鱼类之一。

曾经，我国的绿鳍马面鲀资源量十分充

足，年产量最高可达 30 万~50 万吨，是

我国仅次于带鱼的第二大传统捕捞产

品。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因为过度捕

捞、环境变化等原因，绿鳍马面鲀的年

产量显著下降。 （下转第二版）

在良种繁育、深海养殖、业态融合等方面发力，去年水产品总产量达 219.82万吨

水产品“跃”出海上漳州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韩晓婷

本报讯（记者 郭斌） 端午节 3 天

假期，恰逢8日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全省文旅系统围绕端午节传统民俗

及文化和自然遗产主题精心策划文旅活

动，群众出游热情高涨，新业态、新场景

接连涌现。经测算，今年端午假期全省累

计接待游客 680.4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

增长9.6%，比2019年同期增长35.3%；游

客旅游总花费48.3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11.5%，比2019年同期增长34.0%。

以民俗体验游为代表的“新中式”

旅游成为热点。2024 福州国际龙舟邀

请赛、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莆田

端午“爬龙船”等赛龙舟活动吸引众多

游客现场观赛体验。武夷山国家公园 1
号风景道推出的端午“洗河”传统民俗

活动、宁德周宁县举办的“七步八浦龙

端午民俗节”活动也都人潮涌动。与此

同时，全省各地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精彩

纷呈，打卡博物馆、体验非遗文化等受

到热捧。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我省采茶

文化上榜游客最关注的非遗文化体验

第二位，武夷山、福鼎等地迎来众多游

客体验采茶制茶。漳州“浴兰时节动·端

午四时开——品味端午”汉服活动、宁

德福鼎国潮端午秀活动等，都成为众多

年轻游客打卡体验的“新宠”。

受端午假期“前后不接”难拼假以

及居民常态化旅游的影响，依托自驾和

铁路进行的周边游、短途游成为端午假

日出行主流。携程 10 日发布的《2024 年

端午节出游报告》显示，周边游及本地

游订单占假期订单总量近 70%，同比增

长近两成。福州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

山，泉州西街、中山路等古城街巷的City
Walk，厦门演武大桥星光海岸、集美学村

等影视取景地“追热剧 游厦门”成为亮

点。滨海休闲类旅游产品热度上升，福州

下沙海滨度假村、厦门湾“海上看金门”旅

游项目、莆田秀屿区南日岛、漳州东山马

銮湾等都是周边短途游热门。

调查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省超七

成居民有出行计划，同比提高 18 个百

分点以上。飞猪 10 日发布的《2024 端午

假期出游快报》显示，我省目的地线路

游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约四成；厦门、

福州、泉州是省内热门目的地城市，其

中泉州预订量增速最快；龙岩、漳州等

热门目的地线路游预订量同比翻倍增

长。假日期间，福州三坊七巷接待游客

近 30 万 人 次 ，泉 州 西 街 接 待 人 数 约

13.31 万人次，莆田湄洲岛妈祖文化旅

游区接待人数 2.08万人次。

传统节假日激发了人们对国风文

化、特色民俗的探索欲望。在携程平台

上，可以体验端午特色活动的景点超过

百家，与端午传统习俗相关的旅游线路

有数百条，包含采艾蒿、做香囊、观看非

遗表演、汉服旅拍等国风体验项目。

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同比增长9.6%
以民俗体验游为代表的“新中式”旅游受青睐

本报讯（记者 林宇熙） 一桨划

过 两 千 载 ，满 江 龙 舟 闹 端 阳 。6 月 10
日 ，2024 福 州 国 际 龙 舟 邀 请 赛 开 幕

式 及 各 组 别 决 赛 在 仓 山 区 浦 下 河 龙

舟池举行。省长赵龙，副省长林文斌、

李建成、林瑞良、王金福、江尔雄现场

观 摩 比 赛 。省 委 常 委 、福 州 市 委 书 记

郭 宁 宁 宣 布 开 幕 。副 省 长 李 兴 湖

致 欢 迎 辞 。

随着发令枪响，一支支龙舟飞桨

逐 浪 、奋 楫 击 水 ，加 油 呐 喊 声 与 鼓 点

声交织响彻浦下河两岸。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激烈角逐，福州大学男子龙舟

队 、闽 江 学 院 女 子 龙 舟 队 、水 上 之 星

男 子 龙 舟 队 、福 州 长 乐 汇 泉 龙 舟 队 、

长 乐 营 前 传 统 龙 舟 队 分 获 各 组 别 冠

军 ，演 绎 了 速 度 与 激 情 的 竞 技 之 美 ，

生动诠释了奋勇争先、顽强拼搏的体

育精神。

2024 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

来自 8个国家和地区的 47支队伍参加，

设置高校男子组、高校女子组、特邀组、

公开组、传统龙舟组 5 个组别，其中高

校组和特邀组设置 100米和 200米直道

竞速，公开组和传统龙舟组设置 200 米

和 500 米直道竞速。比赛由中国龙舟协

会指导，福建省体育局、福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

龙舟竞渡历史悠久，不仅蕴含着爱

国主义情怀，也展现了团结协作、同舟

共济的集体主义精神。从上世纪 90 年

代初创办传统龙舟邀请赛，福建至今已

成功举办众多龙舟赛事，为传统体育文

化交流搭建了桥梁，为国内外龙舟健儿

同台竞技提供了舞台。

2024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举行
赵龙观摩比赛

近 日 ，由 圣 农 集 团 自 主 研 发 的

3500 套“圣泽 901”父母代种鸡雏通过

空运，顺利抵达坦桑尼亚，成功进军非

洲种鸡市场。

据悉，“圣泽 901”各项主要指标均

优于进口品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白

羽育种“卡脖子”难题强力突破，我国第

一次掌握白羽肉鸡育种核心技术，实现

“中国智造”全面的科技反垄断。这是种

源技术的突破，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革新。

此次“圣泽 901”的出口，不仅是圣

农集团多年科研投入和养殖技术积累

的体现，也是南平市、县两级商务部门

靠前服务、精准发力的成果。“今年以

来，全市商务系统主动对接外贸企业，

通过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加强政策协调

与支持，助力外贸企业加速拓展国际市

场。”南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转第五版）

南平商务：

精准服务助力“圣泽901”首次“飞”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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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政和城关往东北驱车约 40 公里，一路愈发凉

爽。远远看见村口高耸的“状元杉”，政和县岭腰乡锦屏村

快到了。

因山似锦屏列，水如翡翠冷，这个深山里的古村得名

“翡翠锦屏”。

“状元杉”附近，一条溪流穿村而过，溪水清可见底，水

中游鱼来去。溪面上横跨的古廊桥，曾是茶银古道的一部

分，见证了古时“三千买茶客”往来穿梭忙于讨生计的历史。

锦屏村地处闽浙两省三县交界，是政和工夫茶的发源

地，也是政和白茶的主产区。明清时期，锦屏村是重要的茶

叶、食盐集散中心，茶叶等特产经古道运至福安穆洋再发往

福州，经福州销往海内外。村里人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等，

也通过古道从穆洋运回锦屏。

漫步锦屏，山青水碧环境宜人。奇峰叠翠间，古民居、古

茶楼、古廊桥、古隘口等散落布局。这里至今留有 3 条保存

完好的茶盐古道，总长 35公里。

踏上古道，青石板上圆形凹陷的杖窟仍清晰可见。当地

人介绍，这些杖窟是由古代运货郎的“登山杖”拄在石头上，

历经不计其数的敲击和摩擦才得以形成的。

“自宋以来，锦屏即为北苑贡茶主产区之一。”政和县副

县长、岭腰乡党委书记裴俊巍介绍。

村里有两株树龄都超过 400 年的古茶树，被茶农称作

“仙岩茶树王”，是当年产茶实力的见证。新落成的茶叶文化

馆，用丰富的图文资料、实物展示等，详尽地呈现“百年工

夫，千年贡眉”的历史。

延续千年茶香。如今，当地以“树龄老、生态好、不打药”

为标准认定锦屏村内的生态茶园，通过数字化监管手段，不

断提高茶叶品质，打造了“锦屏野小白”区域公共品牌。小叶

种茶树面积达 4000 多亩，且树龄大多在百年以上，其中树

龄 200 年到 400 年的古树单株近 300 棵。2018 年，锦屏被划

入福建省茶树优异种质资源保护基地。2021 年，全省首个

原生茶树种质资源野外定点观测站落地锦屏村。

除了茶，锦屏还因古银矿名噪一时。

锦屏古银矿开采始于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延续

359年，民间以“八万采银工采矿兴乡”来描述当年盛况。

古银矿遗址现在是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大小矿

洞数百处。洞内巷道纵横交错，宽窄不一，大的如厅堂，小的

要匍匐才能进入，形成洞中洞、洞上洞、洞下洞、洞洞相通的

奇观。从展示馆里陈列的采矿运矿工具到满布山间的矿洞

遗迹，一段“银丝牵金瓜”的历史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

背靠深山，锦屏的自然资源尤为富饶。其中，诸多古树

奇树引人注目。除了村口树龄已有 1100 余年的“状元杉”，

村子另一头还有树龄 800多年的千手观音柳、树龄 560余年

的银杏王，以及新近成为网红打卡点的一棵百年柿子树等。此外，虎头漈、天门漈、

三叠瀑等瀑布和冰臼群遗迹也颇为壮观。

饱经风霜的古建筑同样受到保护。一批常年无人居住的破旧民宅通过筛

选、修缮再利用，焕然一新成为展示馆、画友之家等场所，村里的基础设施也随

之提档升级。

坐拥“富矿”，锦屏村近年来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打造翡翠锦屏景区，推出

乡村生态观光游、寻幽问古探险游、问道政和工夫游等 3 条旅游路线，并通过开展

“网络名人看政和”、“晒秋”摄影赛等宣传活动，打开村里的知名度。

越来越多的村民趁机吃上了“生态饭”，吴芳德就是其中之一。工作日的中午，

才刚过 11点，吴芳德经营的“万新丰”农家乐就来客了。招呼客人的间隙，他与记者

聊起家常：“我在自家房子里办起农家乐，还开了家小卖部卖土特产，生意不错，去

年一共有 18 万多元的收入。”现在客人越来越多，他准备再添置几张桌子，让更多

远道而来的客人吃得舒心。

据介绍，节假日期间，村里日均接待游客 1000 余人次，平时周末也有不少远道

而来的游客。

历经千年洗礼，茶银古村锦屏如今已成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全国生态文化村，正努力续写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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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城乡融合一盘棋
走好乡村振兴特色路

——访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乡村振兴局局长陈明旺

一堂行走的“国风音乐课”
5版 文化/科技

3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