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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赵 千

张君诚

毛祚胜

邱恒勇

蔡雪娇

林怀志

谢志华

张永宁

韩小芳

池宝玉

陈桂芬

罗应贵

李云辉

周余钟

李清朋

章德泉

卢志兰

林再生

陈秀菊

邱舒鸿

钟旻玥

郭小雷

庄 梁

张生君

葛金华

朱荔丰

林进乾

尤 斌

郑俊敏

朱 轶

罗广龄

梁翠瑛

陈秀英

廖光升

李顺亮

罗成昌

曾惠英

张宏海

闻 霞

黄明君

任 雯

秦双双

廖昌城

高珠清

王凤春

肖振沿

郑迎春

谢征宇

林燕明

吴华兵

郑荣焕

曹裕中

陈燕红

罗 琼

陈宝珠

杨金玲

张敏君

胡安然

林榕镔

姜昌材

欧志伟

李金禄

王香清

陈 亮

李俊宏

童跃光

肖美清

王 瑛

刘义忠

孔小兵

刘方钦

余程瑶

吴清良

高允生

梁林昌

危永春

蔡建柱

叶玉珍

吴成本

工作单位

三明学院

三明学院

福建明溪朝南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化恒勇木活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泰宁县导游服务中心

福建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三明市第二中学

三明市第九中学

三明市第九中学

三明市第九中学

三明市第九中学

三明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

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永安市东门小学

清流县第一中学

福建省大田县第一中学

福建省大田县教师进修学校

福建省大田县教师进修学校

福建省大田县教师进修学校

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三元分中心

福建省泰宁第一中学

福建科宏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第一医院

三明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

三明市万寿岩遗址保护中心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明学院

三明学院

三明学院

三明学院

三明市普诺维机械有限公司

三明市三元区农业农村局

三明市沙县区中医医院

中机精冲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三明市第二医院

永安市北门小学

永安市西门小学

明溪县第二实验小学

清流县中医院

清流县总医院

清流县总医院

清流县总医院

清流县总医院

明溪县妇幼保健院

福建长宁纺织有限公司

宁化县城郊卫生院

建宁县教师进修学校

将乐县融媒体中心

泰宁县妇幼保健院

泰宁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泰宁县总医院

泰宁县总医院

泰宁县总医院

大田县第六中学

大田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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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明市2022年度高层次人才拟认定对象的公示（二）
根据《三明市进一步加快人才集聚若干措施》《三明市高层次人才及实用

型人才认定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现将三明市2022年度高层次人才拟认
定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期间，若有疑议，欢迎以来电、来信、来访的形式及时反
映情况。

公示时间：2022年6月30日—7月6日（5个工作日）
公示电话：0598-8220102
电子邮箱：fjsmrcb@sina.com
来访来电时间：公示期间正常上班时间
来信来访地址：三明市委组织部人才办（邮政编码：365000）

中共三明市委组织部
2022年6月29日

“得益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实实在在地赚到钱了。”分山到
户、均林到人的林改，实现了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让
福建三明永安市洪田镇洪田村的
林农吴天武切实享受到了青山带
来的生态红利。

如今，他合作经营了900多亩
林地，更是期盼把握碳机遇增加收
入，“青山绿水越来越值钱，日子越
来越有盼头。”

20多年前，被誉为“中国林改
小岗村”的洪田村，掀起了一场“均
山、均利、均权”的集体林权改革。
时任洪田村党支部书记的邓文山
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洪
田村山多林多，人均林地面积达28
亩，但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山林
产权不明晰，森林乱砍滥伐现象严
重，造成村民“靠山不能吃山”的困
境；通过林改，村集体经济持续发
展壮大，林农从林业经营中得到实

惠，有效制止了盗砍滥伐林木等不
法行为，使森林资源效益得到最大
化的保护。

伴随林改的持续推进，洪田村
引导林农以转包、出租、入股等方
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去年村民人
均年收入 2.78 万元，是林改前的
9.7 倍。林改也成就了绿水青山，
富裕了万千林农。官方统计数字
显示，过去20年间，福建林业产业
总产值增长了 11 倍，去年重点林
区林农涉林收入约占总收入的四
分之一。

从探路林改到率先建设“生态
省”，从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到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从治理水土流失到建设国家
公园，福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效。

福建省林业局透露，截至目
前，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达66.8%、连
续 43 年居全国首位，全省植被生

态质量指数和生态文明指数均居
全国第一。

随着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提
出，福建加快“碳”路绿色发展。福
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戴永务认为，随着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持续深化，福建不断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更多路径，莽
莽林海不断转化为民众看得见的
绿色财富。

早在2016年福建碳市场启动
时，福建林业碳汇便被列为三大标
的物之一。多年来，福建不断创新
碳汇产品与交易形态，迄今累计成
交 350.8 万 吨 ，成 交 额 5168.8 万
元。林业碳汇交易，为林农增收开
辟新途径，让卖木头的林农变身卖

“碳”翁。
“从事林业几十年，从没想到

空气也能这么值钱，而且还能贷
款。”今年4月，三明市沙县区富口
镇白溪口村的林农杨金德获得了

首笔“福农·碳票贷”。
去年5月，三明市将乐县高唐

镇常口联村党委书记张林顺领到
了中国编号为“0000001”的碳票，
涉及常口村的 3197 亩生态公益
林，经第三方评估测算，监测期碳
减排量12723吨。其中，2723吨碳
减排量，在领到碳票当天就被一家
企业以4万多元买走。

“守护了这么多年的生态，现
在要逐步让它发挥作用，真正让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张林顺
向记者表示，最终让红利落到每家
每户老百姓的口袋里，让他们真正
地去吃生态饭、端生态碗。

“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
骄傲。”福建坚持生态优先、坚持绿
色发展，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强化
林业碳汇能力，稳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把生态优势更好转化为发
展优势。

(中新社福州6月29日电)

福建林农变身卖“碳”翁——

“青山绿水越来越值钱”
○中新社记者 龙 敏

——上接 1版 围绕“林木处
置权不活”问题，创新林木采伐管
理制度；围绕“林权流转不畅”问
题，创新林权登记管理机制；围绕

“产业融合发展不深”问题，创新林
业产业融合发展机制……我市着
力在8个方面进行突破创新，不断
探索林权价值实现机制，让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

点绿成金
打通“两山”通道

三明山林苍翠葱郁，林地面
积近2718万亩，如果按每亩3000
元价值计算，就是 800 多亿元的
巨额资产！

怎么“唤醒”莽莽林海，把
它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的绿色财
富？作为全国林改策源地，我市
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积极探
索林票、碳票、林业碳汇等价值
转换路径。

走进沙县区夏茂镇梨树村，
一片片杉木生机勃勃，放眼望
去，满眼绿意。去年，梨树村把
眼前这片 643 亩的杉木幼林托管
给官庄国有林场。经过评估，村
民洪集体领到了16张林票，每张
票面价值100元。

“以前，林子的树木从种下去
到成熟要 26 年才能变现，林票就
是把未来的钱揣进了现在的裤兜
里。”洪集体心里盘算着，等这些林
木长大了，至少可以达到 10 倍的
价格，更关键的是，林票可以交易、
质押、继承、兑现。

2019 年，我市创新推出“林

票制”，这在全国尚属先例。所谓
林票，是一种收益权凭证，国有
林企与村集体共同出资经营集体
林场，投资按份额计算，村民也
可认购，相当于把集体的股份分
到村民个人，村民可直接用来抵
押。

针对林业资源资产权益转化
不畅、林票规模小且流通受限的问
题，我市加快推动林票制发标准
化、多元化、市场化，赋予林票制
发、交易、兑现等权能，进一步盘活
林权。

目前，全市累计在211个试点
村制发林票1.63亿元、面积13.3万
亩，惠及村民1.6万户、6.6万人，带
动试点村村财年均增收5万元，过
去难以流通的林权实现证券化。

林业碳票是深化林改的又一
个重要内容。去年 5 月，我市发出
全国首张林业碳票，实现了空气可
以“卖钱”。

不久前，三明最大的 VCS 林
业碳汇项目在清流落地，单次交易
碳减排量11.2万吨，交易价格为每
吨 19 元，创造了福建碳减排量交
易的最高价格。而这批交易的碳汇
产品，就来自九龙溪国有林场的天
然碳汇林。

“林业碳汇交易本质上就是交
易碳排放权。”清流县林业有限责
任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有林场
里的林木利用光合作用吸收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形成了碳排放
指标，8.78 万亩的碳汇林，30 年计
入期预计可产生的碳减排量高达
243万吨。

率先营造全国首片碳中和林、

率先设立全省首个碳汇专项基金、
率先成立全省首家碳汇服务机构
……我市勇蹚林改深水区，目前全
市林业碳汇实现交易金额1912万
元，林业碳汇产品交易量和交易金
额均为全省第一。

随着林票、碳票等改革持续推
进，截至2021年底，全市办理林权
抵押登记 1.7 万宗，抵押金额 86.8
亿 元 ，累 计 发 放 各 类 林 业 信 贷
174.33亿元，占全省一半以上。

做活林业
鼓起林农腰包

“在杉木林套种中药材，不仅
提高了土地综合利用率，增加产
值，也减少了抚育投资成本，让生
态和经济效益实现双赢。”马岩林
下经济种植示范基地负责人魏发
松介绍。

林下经济是增收的重要来源
之一。马岩林下经济种植示范基地
一期项目投资 428 万元，已建设
350亩林下经济种植示范基地，种
植面积 50 亩，三到五年后效益显
现，预计年收益能达到每亩 5000
元至6000元，增加收入20多万元。

近年来，我市开展三明道地
药材“明八味”评选活动，开发
保健药膳、森林食品等康养产
品，带动林药、林菌、沙县小吃
配料为主的林下经济发展。2021
年，全市林下经济、笋竹、油
茶、花卉苗木等绿色林业产业实
现产值620.7亿元。

守住青山，就守住了好日子。
通过探索森林全周期经营、

目标树经营、近自然经营等措
施，我市林分质量不断提高，森
林蓄积量从2020年的1.88亿立方
米提高到 2021 年的 1.91 亿立方
米，青山常绿让林农得利。

依托良好的森林资源，我市
实施“森林康养+文旅、体育、
研学”等模式，打造森林康养新
业态，建成省级以上森林康养基
地19个，打响“中国绿都·最氧
三明”品牌。

我市还出台竹产业发展扶持
若干措施，用好竹产业发展专项补
助资金政策，打造国家永安竹制品
产业示范园、闽中（尤溪）绿色发展
林业示范园等一批龙头，推动林产
工业转型升级，2021年实现规模以
上林产工业产值935亿元。

创新三产融合发展机制，做特
一产，做大二产，做优三产，我市林
业产业蓬勃发展。2021年，全市林
业产业总产值 1210 亿元，共有规
模以上林产工业企业454家，其中
国家级龙头9家、省级龙头45家，
有3家林业类上市公司。

公平解决了“山要怎么分”的
问题，推行林长制落实了“林要怎
么管”的难题，实施“三权分置”促
进了林地经营权流转，2021年，全
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0.7%，其中人均涉林纯收入 6615
元，占可支配收入的30.6%。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一代又一代三明儿女咬定目
标、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守护和
利用好这方青山绿水，为老百姓
带来了越来越多看得见、摸得着
的生态红利。

只此青绿绘重山
——我市持续深化林改工作综述

——上接 1版 没有发生大的反
弹。武汉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做得是好的，经验值得总结。实
践证明，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
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必
须毫不动摇坚持。

习近平走进志愿服务客厅，向
社区工作者、下沉党员干部、志愿
者了解基层疫情联防联控机制运
行情况，勉励他们把防控一线的篱
笆扎结实，为居民营造一个安心祥
和的生活环境。习近平在社区边走
边看，对社区便民核酸采样等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表示肯定。习近平
强调，在应对疫情的斗争中，无论
是应急状态防控还是常态化防控，
社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总
的来讲，要靠早发现、快处置，靠广
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靠社区这个
重要基础。要完善社区常态化防控
措施，发现疫情后一定要果断，不
能迟疑，采取科学严格的管控措
施，提高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水平，

坚决守住社区这道防线。
智苑社区围绕老龄化突出问

题，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建立了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模式。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习近平向社区工作者了解党建引
领基层社区治理及便民服务等情
况，并同前来办事的老年人亲切
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情
况。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
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我国国家治
理体系的一个优势就是把城乡社
区基础筑牢。要加强社区党组织
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
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
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更好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把更多资
源下沉到社区来，充实工作力
量，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应急
反应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夯实
城市治理基层基础。

社区小广场上，干部群众纷

纷围拢过来，欢呼着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亲切地对大家说，我
一直牵挂着武汉人民，时隔两
年，再次来到武汉这座英雄的城
市看望大家。疫情暴发以来，广
大社区工作者长期坚守在防控一
线，承担了大量繁杂琐碎的具体
工作，竭诚为社区居民服务，非
常辛苦，功不可没。这里，我向
大家并向全国广大社区工作者表
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
是一场大考。我们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因时
因势不断调整防控措施，最大程
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我国人口基数大，如果搞

“集体免疫”、“躺平”之类的防控
政策，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实施
动态清零政策，是党中央从党的
性质宗旨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
确定的，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

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尤其是
要保护好老人、孩子。如果算总
账，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
的、效果最好的。我们有中国共
产党领导，有社区这个重要基层
基础，有能力也有实力实行动态
清零政策，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习近平指出，当前，疫情还
没有见底，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压力还很大。坚持就是胜利。要
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
心态，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同时要尽可能推动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想
办法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确保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少受影响。我们有信心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争取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达到
较好水平。

丁薛祥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陪同考察。

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