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改革，“两山”转化路更宽——上接1版 这也标志着该中心在品
种多样化、服务多元化、运营市场化、
交易区域化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以前的选择仅局限于本地，这个
平台目前已有遍及八闽的2000多个会
员，100多家林场、林业上市公司、村集
体，在这里发布林业生产相关项目的招
投标信息，比如病虫害防治、抚育施肥
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竞标，
增收渠道更多了。”张祖暖告诉记者。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市场竞争
更充分。信息面更广更透明，当然竞
争也更激烈，既倒逼林农提高自己能
力，也给了招标方更多的议价权。”林
强告诉记者，中心挂牌运营以来，目前
交易中心交易金额已突破 2.3 亿元。
下一步，中心将全力以赴贯彻落实“深
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打
造立足三明、辐射全省、接轨全国的区
域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让更多的生
态产品变成真金白银。

现代经营
林场、集体、林农“三增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社会化服务。

林改分山到户后，林权分散化，经
营碎片化，制约着林业的高质量发
展。福建探索“联合经营”来推动林地
适度规模经营，以破解这一普遍难题。

联合经营的一方是龙头企业或国
有林场，另一方是村集体、林业大户、
林农。联结双方的则是“股权共有、经
营共管、资本共盈、收益共享”的“四共
一体”合作模式。

以张祖暖为例，今年他又拿出100

亩林地与官庄国有林场开展合作造
林。按照“四共一体”模式，他只需提
供林地，后续工作全部由国有林场完
成，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这一经营管理模式的探索，实现
了多方共赢。

广大林农有了“定心丸”。林业经
营投入大、周期长，一个轮伐期二三十
年。联合造林的模式把林农收益以

“林票”的形式发放到林农手中，一旦
将来有资金需要，就可以把自己手中
的林票交易变现。

国有林场有了“新舞台”。国有林
场通过扩大森林资源经营面积总量，
也得到了发展壮大。据测算，合作造
林投资收益率可以增加8%~10%。

村集体收入有了新保障。沙县区
富口镇东部片区党总支书记算了笔
账，一个轮伐期后，官庄林场将以每亩
13 立方米的出材率兜底收购，相比自
己管理每亩平均出材率仅为7立方米，
收益大增，到砍伐期后，村集体将增收
22万余元。

如今，越来越多的林农、村集体选
择这一新模式。

“我们和明溪国有林场开展场村
合作142亩，发放林票10.224万元。”提
及此事，三明市明溪县胡坊镇福西村
党支部书记王桂平满脸笑容。福西村
是明溪国有林场首个合作造林签约试
点村。截至去年底，双方合作造林累
计663亩，发放林票47.192万元。

通过“联合经营”，2021年以来，三
明国有林场场村合作经营森林增加6
万余亩，带动亩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适度规模经营也在有序推进，三明全

市累计建立各类林业经营组织 3098
家，经营面积占全市集体商品林地近
六成。

一系列配套改革，助力林业现代
化经营管理，源源不竭的金融活水“精
准浇灌”万重青山。

在率先探索“林票”“碳票”制度改
革的基础上，三明市针对林业金融产
品“短融长投”的矛盾、不良贷款抵押
林权处置难等问题制定《三明银行保
险机构支持林票、碳票改革工作方案》

《金融支持林改再出发的若干措施》，
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林业发展的
积极性。

根据不同树种林龄、不同产业、不
同群体的金融需求，开发“福林贷 2.0
版”“益林贷2.0”“林票贷”“碳汇贷”和
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等林业金融产品，
推动林业金融产品提档升级；以碳票
为抵押物，沙县发出首笔“福农·碳票
贷”30万元。2021年以来，三明全市新
增各类林业信贷38亿元，解发展之渴，
鼓林农腰包。

产业融合
让山绿起来人民富起来

“我们要大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
继续做大农业特色产业，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把更多林场办得‘风生水起’，
让山都绿起来、让人民都富起来。”3
月，省委书记周祖翼在宁德市调研时
指出。

两年前在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情景，魏发松仍

然记忆犹新。魏发松是三明市沙县区
凤岗街道际硋村的村民，也是林改的
受益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
往我们只会计算砍树能挣多少钱，现
在也学会了算生态账、长远账。”

两年来，他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林场，
并取名为青山绿水家庭林场，把目光投
向了林下经济，尝试走“不砍树也能致
富”的路子。去年，他租下位于沙县区马
岩山庄的300亩林地，林下种植穿山龙、
牛奶根、草珊瑚、黄精等中药材。

之所以种植这些品种，老魏经过深
思熟虑。他说，穿山龙、牛奶根都是沙
县小吃传统炖罐调味秘方的重要原
料。随着沙县小吃产业快速发展，需求
量越来越大，销路不成问题。杉木成熟
需要20多年。而林下作物成熟时间短，
穿山龙、牛奶根三年左右时间就可以收
获。发展林下经济，可以缩短林业周
期，增加林业附加值。经过测算，这批
林下作物可实现增收20余万元。

生态与产业同频，一二三产共
振。目前，三明正在以林药、林菌及沙
县小吃配料为重点，因地制宜发展林
下经济，持续抓好华润三九等龙头药
企合作，做大笋竹、油茶、苗木花卉等
绿色富民产业。2022年实现绿色富民
产业产值620亿元，带动从业农户年均
增收2万元以上。

林改赋予百姓更多生产资料和致
富渠道。除了林下产品，风景、空气也
成了“抢手货”。通过实施“森林康养+
观鸟休闲、中医理疗”等模式，开发特
色业态产品，截至目前，三明已建成省
级以上森林康养基地34个，开发碳票
项目 40 个、碳减排量 94.5 万吨。2022
年，三明市林业总产值达1262亿元，全
市农民人均涉林纯收入达7107元，占
可支配收入的近1/3。

7要 闻·广告2023年3月3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林文斌 陈辰酉 黄丽莉
视觉编辑：吴博宏

三明日报广告公司联系电话：8223675 8241672
QQ：2574961168 微 信：13507551212

观天象，测风雨，气象工作直
接关系群众冷暖。

镛城将乐气候生态资源禀赋
优越，有“中国天然氧吧”的称号。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等一系列国字号生
态荣誉更是花落于此。

如何运用“气象+”赋能产业发
展，更好地打造“清新福建·气候福
地”？将乐县气象局坚持科学谋划
气象事业发展，不断提高监测水
平，提升服务精细化能力，更好地
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气象防
灾减灾、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
等各个方面发力，全力助推将乐县
高质量发展。

提升灾害防御能力
沿海的台风、山区的洪涝、平

原的沙尘暴……自然灾害的差异
性和不可避免性，使得提前精准判
断天气变化趋势及致灾影响，对做
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将产生至关
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气象部门参与
城市管理的具体实践。

将乐县气象局充分发挥防灾
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从设施建
设、监测预报等方面减轻灾害性天
气破坏力。完成高清电视天气预

报系统建设，完善南排气象站的基
础设施建设，完成万全、万安国家
天气骨干站及其他多个乡镇区域
气象观测站的升级改造。将龙栖
山区域站升级改造为“六要素”气
象站，布设凝结天气现象仪，实时
监测环境温湿度、气压、风向、风
速、雨量、雨雪天气，实现区域监测
和旅游服务两大功能。近年来，将
乐县气象局在国家级自动站综合
指数、土壤站传输质量、区域站传
输质量等方面位居全市前列。

借助气象力量有效应对自然
灾害，这是让城市安全、群众心安
的重要保障。暴雨预警、高温预
警、台风预警、大雾预警……老百姓
说，预警准确率不断提升，为群众生
产生活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将乐县气象局运用现代技术，
发挥“布云行雨”的科学力量，认真
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防雹
抗旱、农业生产、水库蓄水、生态环
境保护等工作，帮助老百姓更好地
实现“风调雨顺”的新期盼。

做精气象多元服务
办一件实事，暖一片人心，将

乐县气象局聚焦“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以群众所想所需为导向，做

好气象服务。
去年6月，将乐县出现持续暴

雨过程。13日晚，雨势渐大，局里年
纪最大的气象预报员老陈还坚守
着岗位，“挂图作战”。每2小时更新
一次实况与预报信息，适时发布短
时强天气报告……面对肩上筑牢
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重任，有着几
十年预报经验的老陈一刻也不敢
放松。

在老陈旁边，“95后”小钟已经
连续熬夜两天。雨还在下，战斗便
不能停止。两个人谁也不敢闲着，
发布短时强天气报告，做好直通式
服务，为决策提供有力数据依据，
是扛在他们肩上的使命。

一老一少在雨夜中坚守岗位
的背影，正是将乐县气象局响应应
急命令，当好“前哨站”的缩影。汛
期来临之际，县气象局严格落实防
测领导带班制度，加强汛期业务值
守班，在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期
间，每2小时滚动报告降水实况及
预测信息，帮助县委县政府掌握降
水情况，及时部署任务，转移安置
人员，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和减轻财
产损失。

“成功应对1次低温雨雪、5场
暴雨、2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传统农

业“看天吃饭”，近年来依托气象服
务精细化和科技化，农户得以依据
天气形势，与农业科学“打交道”。

不仅仅是重在防御，新时代新
征程上，将乐县气象局思考更多
的，是如何发挥气象力量，助力将
乐发挥独特的生态优势，做好绿色
文章，擦亮“天然氧吧”招牌。

策划龙栖山云海直播，发布龙
栖山云海预报和水杉最佳观赏期
预报；与移动公司合作，投放天然
氧吧宣传视频；在动车站大屏滚动
播放龙栖山、玉华洞负氧离子监测
数据，展示将乐良好生态；助力常
口村探索景观预报，让民众提前知
晓梅花赏花期……以气象赋能社
会发展，已在将乐县结出累累硕
果。2022年，常口村还成功获评“清
新福建·气候福地”称号。

宣传科普“入脑入心”
如今，在各种宣传渠道的合力

之下，气象宣传成果不断呈现。
2022 年世界气象日宣传活动

中，将乐县气象局联合县融媒体中
心采用线上宣传的形式，面向社会
公众开展气象知识有奖竞答专题
赛活动，涵盖气象常识、法律法规、
灾害避险措施等，新颖的宣传方式
吸引了 1.5 万余人次参与，丰富民

众气象知识储备，传播气象法律法
规，提高防灾自救能力。

此外，考虑到将乐地处山区，
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
害，结合本地气象灾害种类，县气
象局通过LED屏和遍布13个乡镇
的气象信息服务终端滚动播放灾
害避险宣传知识，让气象科普服务
延伸到乡镇“最后一公里”。

齐抓共管，协同增效。去年，抓
住气象日、减灾日、科技工作者日、
安全生产月等时间节点，将乐县气
象局联合多部门多次开展防灾减灾
宣传，并与自然资源局联合发布《将
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0
期，制作各类专题服务材料18期。

与此同时，将乐县气象局做好
重大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和重
要节日、重大活动的气象保障服
务，保障中高考、皮划艇赛事等重
大活动，发布《重要专题气象服务》

《重要天气预警报告》《重要气象信
息专报》《短时强天气报告》百余
期，发布各类预警信号、短信近百
万条（次）。

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
先导性社会公益事业。提前谋划，
彰显气象人的责任担当，也让市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日俱
增。将乐县气象局认真落实省委

“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动，在落实“抓重大项目，促高质
量发展”工作部署中体现气象担
当，努力构建监测精密、预报精准、
服务精细的现代气象体系，开创气
象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将乐县气象局——

观风测雨保民生 心系百姓显担当
●本报记者 陈 渴

公 告
艾 静：

本院受理原告张泽鑫与被告艾
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427
民初 29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艾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张泽鑫借款本金 9400
元。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650 元，由艾静负担】。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0日

遗失声明
●武电伟遗失道路货物运输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一本，证号：

41108119710828797X， 声 明 作

废。

●大田县点优水果店遗失大

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3月

月 31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各一本，许可证编号：

JY13504250024833，有 效 期 至

2023年11月11日，声明作废。

汲取奋进新力量 携手迈步新征程
——上接1版 她从大家的认真
聆听和热情反馈中，感受到了
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是历史情缘的
延续，更是携手奋发的激情。中
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勇是这次
研修班的学员，在结束了三明
的研修班课程后，他说，三明的
发展，体现了老区人民勤劳勇
敢、敢拼会赢的精神。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能够更好地推动
两地合作，为老区苏区发展贡
献一份力量。

走在三明这片红色的热土
之上，专家们感悟着、思考着，
更践行着不忘老区苏区的担
当。3月22日下午，作为研修班
班长的上交所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王泊带队，赴我市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科宏生物调研，并
且有针对性地为这家高新技术
企业提供有关企业上市的对策
分析和政策辅导。王泊表示，深
化沪明合作，上交所将继续落
实开门办审核、开门办监管、开
门办服务的“三开门”工作机
制，后续将通过组建团队实地
走访、进行专场辅导培训等方
式，推动建立与三明企业上市
双向交流机制，以实际行动支
持三明市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
大。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
金色创新。” 许伟书用12个字
概括了4天行程下来对三明的
感受。班级里，热烈的掌声响
了起来，掌声中有认同，有共
情，更有助力沪明对口合作持
续深化的责任与力量。

——上接 1版 我市先后出台
了 《招商优惠政策》《租房补
助办法》《购房优惠办法》 以
及 《人才生活补贴“一卡通”
办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累
计开通公交车线路4条，提供
配套住房200余套。针对加快
项目落地转化，园区举办了

“创新中国行”“京闽创新汇”
等各类招商、产业服务活动
110 余场，对接企业 1000 余
家。围绕企业归属感和幸福

感，园区成立三明·中关村科
技园联合党支部、三明数字经
济产业工会联合会、妇女联合
会、共青团工作委员会等群团
组织，开展联动活动37场，进
一步为维护企业、员工利益提
供组织保障。

一 年 打 基 础 ，三 年 见 成
效。在迈入展翅腾飞的第三
年，三明·中关村科技园还将迈
出更铿锵的步伐，让更多“智慧
之花”在园区美丽绽放。

耕“云”种“数”“智慧”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