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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资源 产业兴旺

近日，记者走进上杭县才溪镇党群共
富示范带三大中心之一——溪北村乡村
振兴产业孵化中心，当地特色农产品琳琅
满目。据村党支部书记雷建福介绍，该孵
化中心年产值已超过 7000万元，每年可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超 100万元。

近年来，溪北村以党建为引领，打造
了一条“生态文明+产业发展”党群共富示
范带，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大
大增加了当地村民的收入。

溪北村农田、林地资源丰富，当地在
资源赋能上下功夫，把脐橙当成拳头产
品，全村种植脐橙面积扩大到上千亩，并
打造观光采摘农业旅游路线，打响“脐橙
之乡”品牌。

溪北村党支部在全县率先推行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在合作社带领下，又相继
延伸出蜂蜜、灵芝、果蔬、饮用水、酒水、特
色家禽等“才溪红”系列产品，做到“统一
包装、统一标识、统一售后”，借力直播带
货，打响“才溪红”农业品牌。

智慧果蔬基地由企业、溪北村合作社
和才民、中兴、溪东联建村三方共同出资
建设，是溪北村党群共富示范带的五大产
业基地之一。“基地种植七彩番茄、迷你西
瓜、水果黄瓜等水果，亩产 4000公斤，年产
值近 400 万元。”基地负责人黄长良介绍，
基地每年可为合作社增收 35万元。

“示范带去年实现产值 8000 万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 100 万元，人均纯收入达
2.9 万多元。”雷建福说，目前全村正持续
探索思想、产业、品牌、合作、联建、科学六
大共富机制，重点打造 3 个中心+5 大产业
基地，建设一条“生态文明+产业发展”党
群共富示范带。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政策为引
领。上杭坚持将土地出让收益的 50%以上
用于乡村振兴，仅 2023 年就统筹资金 4.9
亿元、争取补助资金 7.87亿元。

整合资源，让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的
资产。上杭通过推进联建村党委建设，整
合多村力量，抱团取暖助振兴。

2022 年 11 月，庐丰畲族乡党委针对
“弱村发展难、强村突破难”，按照“地域相
邻”“产业相近”“优势互补”原则，将丰乐
村、丰济村、丰康村三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划入一个整体，成立全县第一个联村党组
织——庐丰畲族乡联建村党委。一个个小
村，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

近日，丰乐村村民老蓝来到菜地，将
刚采摘的新鲜萝卜装了满满一三轮车，这
些原本滞销在地里的萝卜将被制成独具
特色的畲味小菜销往市场。

“变成小菜的萝卜可是我家致富的大
功臣。”老蓝骄傲地说，他的骄傲来源于联
建村党委给的底气。

2023 年 9 月，联建村党委牵头建成了
以萝卜干、芥菜干为主体的畲味小菜共富
工坊，这家工坊集生产、展示展销、研学体
验、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体，不仅解决了
村民萝卜销售的问题，预计每年还可为村
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15万元。

畲味小菜共富工坊是庐丰畲族乡乡
村产业联动、抱团发展的一个缩影。

去年，联建村党委在谋划产业发展中
坚持“产业趋同”原则，联合“畲民福”农民
专业合作社、金花茶合作社、畲乡米业有限
公司等，探索形成了“党委+企业+合作社”
的共富乡村“1+N”发展模式，产品互通、渠
道共享，变“各自为战”为“共同奋战”。

村里有产业，富了民也强了村。近年
来，上杭全面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壮大提质
行动，通过政策红利、清产核资、要素保
障、资源整合等方式，高质量探索共同富
裕组织新路径，让农村“家底”更厚实、“家
业”更殷实。

目前，全县 331个村中，村集体经济收
入 10 万～20 万元的有 88 个，20 万～50 万
元的有 133个，50万元以上的有 110个。

多方来才 振兴有智

位于上杭县白砂镇碧沙村的莲仁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里，金线莲组培厂房内外
一片忙碌景象：车间外，工人们忙着洗苗；
车间内，工人们正细心地将幼苗接种到装
有营养基的玻璃罐中，营养基中的甜香味
萦绕接种室……

“组培厂建立起来，村民和村集体经
济增收又有了台‘发动机’。”说起金线莲
组培厂，碧沙村党支部书记丁勤松的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莲仁生态是一家集金线莲组培育苗、
仿野生种植、温室大棚栽培、技术推广、产
品加工及销售为一体的金线莲全产业链
现代化农业综合运营公司。白砂镇自然环
境优越，林下中草药产业是全镇的主导产
业之一，碧沙村也不例外。2021 年底，莲仁
生态正式入驻碧沙村，并于次年投产。“有
技术支持，加上打开了销路，我们对未来
发展很有信心。”公司负责人表示。

丁勤松介绍，当前莲仁生态已吸纳了
当地 20余名劳动力就业，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拿到月均 4000元的工资。公司正常运转
后可实现年生产金线莲组培瓶苗 150万至
200 万瓶，年产值 2000 万元，解决周边劳
动力就业 100 余人，每年增加碧沙村集体
经济收入近 40万元。

“产业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共富指
导员’的点子。”丁勤松所说的“指导员”，
是中国航空航天科技工作委员会国际部
部长叶锦宪。

去年 8月，在穗龙合作的一次考察中，
叶锦宪应友人邀请到碧沙村进行考察。叶
锦宪注意到，碧沙村的特色资源和产业与
他正进行的研究项目不谋而合，同时能够
为穗龙合作打开新的空间。

“乡村要发展，需要资金和政策，但
更需要的是清晰明确的发展思路，不但
要结合实际，而且要能落实、做得到。”丁
勤松说。

叶锦宪就为碧沙村发展提供了具体
思路：航天育种赋能林下特色中草药种植
和航天科普助力红色研学，“红”“绿”发
展，两条腿走路。叶锦宪结合自身优势和
资源，提出在碧沙村开展航天育种项目，
从上过太空的金线莲种苗中筛选出优种，
在碧沙村推广种植，同时帮助碧沙村对接
澳门大学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当地中
草药产业提质升级提供科技支撑，并为碧
沙村中草药产品销售对接广州市场。

一边是以航天育种种植基地助力当
地林下特色中草药产业发展，另一边则是
发展“科技+”红色研学项目。碧沙村在土
地革命时期是红军游击队活动的主要据
点之一，是中央苏区地下红色交通线上的
重要一环，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红色交通
站“丁正昌号”商铺。

“这些思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认为思路可操作性强、突出了碧沙村特
色，为村子未来发展明确了方向。”丁勤松
表示。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

去年以来，上杭为破解乡村招才引智
难题，探索开展“乡村振兴共富指导员”选
聘活动，重点围绕“实实在在带动村级增
收、村民致富”这一要求，引育、留住了一
批农创客、技术能手、非遗传人、专家学者
等各类人才，逐步实现了乡村乡土人才

“破土发芽”。
“‘乡村振兴共富指导员’要做的是为

乡村振兴锚定发展方向，提供发展思路，
利用他们的技术、经验、人脉为乡村产业
发展找一条新路子，这是柔性引进乡村振
兴人才的有益探索，也是全职选派乡村振
兴特派员的有效补充。”上杭县委人才办
主任黎克森说。目前，上杭县共有各类“乡
村振兴共富指导员”18 名，实施村级产业
项目 26个，增加村级集体收入近 500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在选聘‘乡村振兴共
富指导员’的基础上，深化拓展‘乡村振兴
梦想家’招募活动，引进一批专业化人才
团队，在保持乡村肌理以及乡村风貌的基
础上，以乡村运营的新视角，聚焦现代农
业、乡村旅游、文艺文创、乡村科创、运动
康养、数字经济等业态培育规划、人才和
项目招引等方面，不断探寻乡村振兴新路
径，推动上杭乡村打造成为乡创优选地、
产业兴盛地、共富梦想地。”黎克森说。

内外兼修 向美而行

初夏时节，走进上杭县古田镇竹岭
村，远处青山环绕，近处流水潺潺，这里步
步是景，处处成画，灰墙黛瓦的民居和别
具特色的民宿镶嵌在绿水青山中。

特色民宿产业的发展在促进村民增
收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业的蓬
勃发展。“村里近几年游客越来越多，村里
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越
过越红火了。”竹岭村红豆农家负责人廖
小兰说。

上杭县古田镇竹岭村是省级乡村振
兴试点村和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近年
来，竹岭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大力
发展文旅、农旅融合项目，以“趣竹岭”和
古田首个慢生活村落为目标，将竹文化、

“古田福”文化要素融入乡村建设，全力打
造“慢田园、轻生活”乡村旅游名片。

同时，竹岭村还注重深挖红色文化，
通过发展红色游、研学游，推进“研学小
镇”乡村红色旅游品牌建设，让村里的研
学产业越来越红火。竹岭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继勋介绍，村里依托民宿产
业和红色研学的优势，在推动乡村旅游业
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传统
文化以及红色文化传承，让竹岭村成为乡
村振兴的典范。目前，该村新建或改建开
办各类民宿 10 余家，累计接待研学团队
30余批 9000余人。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践行“千万工程”经
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举措。竹岭村
全面开展旱厕、空心房、老旧危房拆除整
治，“零征迁”推进环村道路硬化以及生态
停车场、污水处理整村推进等项目，建立
了多个小公园、微景观，改善了村民的生
产生活环境，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进
一步提升。

张继勋介绍，竹岭村根据村里实际情
况，聘请了专业团队对竹岭进行规划。“在
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我们通过实行农房整
治零补偿，创新地票制，将有利用价值的房
屋、闲置土地修缮改造，建设美丽庭院、微
景观和小公园，持续提升乡村的颜值。”

上杭县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

目标，坚持在乡村内涵和外延上“精耕细
作”，重塑农村人居环境，深入推进城乡融
合，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目前，共拆除
各类空心房 3.2万栋 252万平方米，完成裸
房 整 治 2.6 万 栋 485 万 平 方 米 ，建 成 近
2000个“五个美丽”示范典型，2个乡镇、18
个村入选省级示范创建名单。

数字赋能 服务高效

近日，中央多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
村建设指南 2.0》，《福建省上杭县：整合县
域数据资源 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成
为全省两个入选案例之一。

近年来，上杭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将跨部门信息化项目建设纳入“数字
上杭”建设范畴，开发区县级政务服务小
程序“杭好办”，建立全县数字乡村要素资
源目录体系，汇聚全县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服务以及乡村振兴等全过程数据和相
关主题数据库，形成乡村数据底座，并打
通省、市、县平台。

数据汇聚，为将政务服务下沉到乡镇
一级提供了坚实基础。乡镇便民集成服务
标准化试点改革应运而生。

长期以来，以“七所八站”为核心的机
构是乡镇群众的主要办事机构。但由于办
事机构分布较散、办事人员非专职政务服
务人员等原因，群众办事不知道找谁、办
事效率低等情况时有发生。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9 年 4 月，上杭
县在古田镇率先推行乡镇综合便民服务
中心“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当地将
原先乡镇事权中分属于村建、民政、国土、
卫健、市场监管、供电、自来水等乡镇直办
单位（公用企业）的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在
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办理，实现“一事
跑多窗”到“一窗办多事”的转变。

“这等于把行政服务中心办到了乡
（镇）一级，改变了以往‘县级行政服务中
心忙得要命，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却没多少
事干’的局面，初步实现让群众办事少跑
腿、少等待。”上杭县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主任袁庶斌说，“但各乡镇还是普遍存在
办事标准不一、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
情况，需要出台乡（镇）政务服务标准。”

2019 年 10 月，上杭县主动向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申报乡镇便民集成服务
标准化试点项目，并于 2020 年 1 月成功获
批国家第六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
标准化试点项目，成为全省仅有两个获批
项目之一。

近年来，上杭以标准体系为引领，将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向更宽领域突
破。据统计，2021 年以来，全县累计下沉市
场监管、税务、医保等部门的 60 个事项到
乡镇就近办理，极大方便了群众办事。

去年 5 月 23 日，上杭县乡镇便民集成
服务标准体系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文认定考核合格。该体系包含通用基础
标准、服务提供标准、管理标准和岗位工
作标准 4 项体系，16 个子体系和 281 个标
准项。各乡镇正积极推进标准体系全面实
施，3057 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无差别受
理、同标准办理。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学习借鉴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城乡融合、产
业融合、治理融合，用心绘就乡村振兴的

‘底色’，全力推进上杭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创建，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努力打造老区苏区振兴发展的县域样
板。”上杭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蓝建
闽表示。

上杭上杭：：打造老区苏区振兴发展的县域样板打造老区苏区振兴发展的县域样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戴敏戴敏 张杰张杰 通讯员通讯员 林斯乾林斯乾 刘文豹刘文豹 文文//图图

核心提示

近年来，上杭县因地制宜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三农”工作总
抓手，大力实施省委“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
共美”工程，深入实施“156”乡村建设工作机
制，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
名单，连续8年入选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十
强县”，2023年全国县域综合竞争力百强县进
位至第87位，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6亿元。

上 杭 通 过“ 公 司 + 农
户”模式发展菌产业。

上杭湖洋镇养蜂专业户在检查蜂箱。

上杭古田竹岭村研学基地

农户在果园直播带货。

上杭古田蝴蝶兰种植基地

上杭梅花山景区上杭梅花山景区，，在大自然中打造文旅融合产品在大自然中打造文旅融合产品。。

高速公路穿过庐丰畲族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