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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老区
新貌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龙岩焕新颜：

闽西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观察
“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走进

龙岩市，一幅标语振奋人心。地处

闽西的龙岩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近

年来，当地发挥特色优势，抓住新

发展机遇，谋篇布局产业转型；以

人民福祉为依归，推进城乡建设，

处处可见火热发展新气象，光荣的

红土地旧貌换新颜。

“红”“绿”辉映
杂乱无章的南门头老街，如今

通过改造成了龙岩市区新晋网红

打卡地——中央苏区金融街。复原

后的闽西工农银行，闽西苏维埃旧

址、祝捷台等红色故址，隐泉书院、

新罗第一泉等地域文化地标，小吃

汇、老字号等饮食店，吸引众多游

客慕名而来。

古田会议彪炳史册，十万闽西

儿女参加红军，红军长征出发地之

一……龙岩地处原中央苏区核心

区，有着“干革命走前头，抓生产争

上游”等优良传统。

为传承红色基因、保护利用红

色资源，近年来，龙岩市在全国地

级市中率先制定红色文化遗存保

护条例，积极编制革命旧址保护利

用规划等，有效推动了红色遗产保

护和利用。

如果红色是“底色”，那么全市

森林覆盖率接近 80%，连续 40 余

年居福建首位，绿色就是龙岩的城

市名片和显著优势。

行走在龙岩长汀县的汀江国

家湿地公园内，不时会惊起“一滩

鸥鹭”。10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不

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热门生态旅游

景区。长汀曾是南方红壤地区水土

流失最严重县份之一。近年来，当

地累计治理荒山秃岭百万余亩，自

然生态系统得到历史性改善。

护绿用绿，如今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的“长汀经

验”已走向世界；林改的“武平经

验”成为美丽中国乡村振兴县域样

本……这是龙岩近年来不断巩固

绿色优势，坚持绿色发展的缩影。

古田旅游区、长征文化公园、红

色交通线永定旧址群等百里红色朝

圣精品线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等国字号荣誉，“红”“绿”辉映

的老区龙岩新颜焕发。

蓄力向“新”
三元前驱体、新型锂盐、高端

特气……走进龙岩上杭县的蛟洋

工业园区，一批新项目让人对这个

偏僻的山区县刮目相看。2021 年，

这个园区依托金铜循环经济产业

链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

410 亿元、同比增长 41.50%。

近年来，当地依托优势金铜产

业，不断“延链、补链、强链”，改变

了上杭产业结构单一的局面。通过

引进培育巴斯夫、吉利集团、宁德

时代、德尔科技等一批龙头企业和

掌握核心技术的创新型企业，锂电

新能源、半导体新材料产业成为当

地经济发展新引擎。

上杭产业“蝶变”是龙岩产业

发展新面貌生动注脚。近年来，龙

岩构建了具有特色的现代产业体

系，有色金属、机械装备、文旅康

养、建筑业、特色现代农业不断壮

大，数字经济、新材料新能源等新

兴产业方兴未艾，纺织、建材等产

业转型步稳蹄疾。

目前，龙岩已形成有色金属、

文旅康养、建筑业三个千亿级产

业。今年一季度，全市GDP 增长

7%，高于福建省平均水平。在主导

产业和新兴产业带动下，一季度

龙岩规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28.1%、同比提高 26.9 个百分点。

国家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的系列政策，带给龙岩产业发展更

大机遇。去年，龙岩与粤港澳大湾

区共建产业合作试验区等重大事

项获国家支持。

“龙岩将加快与湾区重要城市

建立交流协作机制步伐，打造‘老区

+湾区’合作样板；通过机械装备、

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文旅康养

等产业协作，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

龙岩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走在幸福的大道上
2019 年前，龙岩市郊的紫金山

社区所在地还是满目疮痍的废弃

矿山。如今新兴的居民区旁，湖水

清可见底，绿地青草如茵；学校、体

育馆、医养基地等配套设施齐全。

这前后的巨变，源于近年来龙

岩市不断改变和提升城乡面貌，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提高和改善人民

生活品质，打造有温度的幸福文明

城市的探索。

两年前，长汀县中复村的四季

红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

50 亩百香果基地，带动 20 户脱贫

户年户均增收 8000 元。

今年，得益于当地以红色培

训、红色旅游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这个合作社的果蔬种植面积扩大

到 180 亩。合作社成员日子越过越

红火，发展信心越来越足。

2012 年开始，上杭古田镇陆续

关停水泥厂整治环境；近年来，当

地又着力推进乡村振兴，着力“两

山”转化机制探索，实现生态兴、百

姓富。当地原以养殖业为主的竹岭

村，曾经村容脏乱差，通过整治村

庄环境，转型发展生态农业、休闲

旅游业等，现已成为省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

截至去年底，龙岩市五年累计

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健康医疗等为民办实事项目

130余个，一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全市七大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

破千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增长 8.4%、高于经济增长水平。

（据新华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到福建考察，并作出重要指

示。落实总书记擘画的发展蓝图，

福建人民接续奋斗，在山海之间奏

起壮丽新交响。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
择富民产业是关键”

走进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夏

茂镇俞邦村，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

来。村中千年古樟树下，新鲜出炉

的烙粑散发着艾草的香气；小吃街

里，遍布着美味可口的扁肉、拌面、

蒸饺、炖汤……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

到沙县考察时指出，沙县人走南闯

北，把沙县小吃打造成了富民特色

产业。“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

富民产业是关键。”

现在，这碗“国民美食”自闽中山

区出发，从小作坊到大工厂、从连锁

经营到走出国门，已发展为富农大产

业。2021年，沙县小吃年营业额达

500多亿元，辐射带动30万余人就

业。目前，俞邦村正大力挖掘“沙县小

吃第一村”品牌优势，突出产业融合，

延伸打造沙县小吃原材料特色种植

基地，提升小吃产业的附加效益。

一片茶叶，是闽北武夷山人世

代相传的手艺，也是当地乡村振兴

的支柱产业。2021 年 3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叮嘱乡亲们，

“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这篇大文章”。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说，茶

产业正大展作为。2021 年 8 月，武

夷山启动全域生态茶园建设，至年

底建设规模 4.5 万亩；实现茶产业

产值 120 亿元，同比增长 9.3%。

当前，福建加快特色优势产业

培育。“十四五”期间，福建将建 20

个重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

100 个农业产业强镇、2000 个“一

村一品”专业村，塑造特色现代农

业发展格局。针对革命老区多的情

况，福建做强做优长汀河田鸡、建

宁莲子等闽西特色农业品牌。

“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上取得新成效”

福州火车站，进出站口的防疫

闸机前，身份证一刷，身份核验、测

量体温、健康码数据读取几秒钟内

自动完成。这里所用的二维码解码

芯片核心技术，是福建新大陆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技术。

“总书记 2014 年 11 月来考察

时，鼓励我们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

成果快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

展前沿，牢牢扭住占领国际市场。”

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晶说，近8年来，

公司加快数字化创新脚步，如今业

务遍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前，数字福建建设已融入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

方面。2021 年，全省数字经济增加

值 2.3 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约 47%；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

比例超 80%，“一趟不用跑”比例超

90% ；5G 基站实现县域地区全覆

盖和 95% 以上乡镇地区覆盖。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

闽考察时，希望福建“在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蓬

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是福建落实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缩影。

——2021 年 11 月，福建提出

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海洋经

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四篇文

章”。今年一季度，数字经济增加值

占经济总量比重近 50%，海洋生产

总值稳居全国前列。

——发挥自贸试验区优势、用

好改革试验田，福建积极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紧抓制度创新，

2021 年福建自贸试验区推出 25 项

全国首创新举措，当年新增外资企

业289家，合同外资29.74亿美元。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

以情促融”，福建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不断取得新进展。

2021 年，公布 225 项在闽台胞台企

同等待遇清单，闽台贸易额首次突

破千亿元。

——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福建鼓励企业紧抓《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新机

遇，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新空

间。今年一季度全省进出口总额增

长 12.1%，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贸易额增长 20.9%。

“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
现更大突破”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

惠及人民。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三明市考察时强调：“现代化

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

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

2021年 10月，三明开始实施全

民健康管护体系完善工程、公立医

疗机构薪酬制度完善工程等“六大

工程”：全市公立医院医药总收入增

幅控制在 9%以内，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诊疗量占比达 65%以上，群众

个人卫生支出占比、自付比例进一

步下降……今年 2月，三明成为全

国首个深化医改经验推广基地。

奇秀武夷，碧水丹山。

“去年3月总书记来考察时谆谆

告诫我们‘武夷山有着无与伦比的生

态人文资源，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最

重要的还是保护好。’我们去年启动

了智慧管理平台升级完善、生物资源

本底调查等多个项目。”武夷山国家

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范志伟说。

作为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福建森林覆盖率连续43年保持

全国首位，水土流失率降至 7.5%，

对南平等5地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

核……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

闽考察时，鼓励大家：“要接续努力，

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享生态之美，品文化之韵。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闽考

察时强调，要“在创造高品质生活

上实现更大突破”。

有“里坊制度活化石”之誉的

福州三坊七巷，曾在习近平同志

的保护下，避免了被拆迁的命运。

2021 年 3 月，总书记走进坊巷，再

次叮嘱：“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

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

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2017 年 7 月，厦门鼓浪屿获准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不久，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申遗是

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2021 年 7

月，总书记向第 44届世界遗产大会

发出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

责任”。在这届大会上，“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

为中国第 56处世界遗产。

目前，两座城市在保护与活化

中愈发光彩夺目。在厦门，通过在城

市格局、历史建筑和宅园、景观环

境、社区文化传统等不同层面开展

遗产保护工作，鼓浪屿回归“诗与远

方”；在泉州，当地设立“泉州世界遗

产日”，提出要活态传承中华海洋文

明，建成世界遗产保护典范之城，再

造“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新繁荣。

（据新华社）

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仙凡岩茶厂工人在制作武夷岩茶  新华社发

在山海间奏起壮丽新交响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福建篇

长汀中复村中的红军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