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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对
接平台大田县重点产业链工业企业供
需对接活动，在大田县上京工业园举
行，110名来自三明、泉州铸造和装备制
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参加，6组24
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并现场签约。

为加快打造县域重点产业链，促进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大田县立
足自身资源禀赋，抢抓山海合作契机，
瞄准泉州优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产业
链供应链，推动明泉企业间、协会间合作
与交流，有效带动县内铸造、纺织、陶瓷
等行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已成功引进中
工塑胶、晟兴铸造、铁牛铸造等泉州籍企
业24家入驻县内各大工业园区。

好消息接二连三，续写一个又一个
动人的合作故事。大田县启动实施“第
二集美学村”保护与利用等沪明合作项
目；持续加强与浦东新区对口合作交
流，在浦东新区举办第四届大田美人茶
开茶节，大田特色农产品馆在上海开
业；与安溪县确定“八个一”对口协作事
项，共同印发《深化对口协作助推革命
老区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离不开高质量
项目。大田县利用“中国铸造产业集群
县”的基础，开展铸造和装备制造产业
提升行动，着力培育潜在“金娃娃”科技
型龙头企业，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科研投
入、加快技改升级，推动铸造和装备制

造企业往精密铸造、精深加工、装备制
造等领域全产业链发展。

三年来，落地在罗丰石墨园区的福
建科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加速推进
项目建设，拥有了安徽、重庆两家全资
子公司，年产能将达到 15 万吨锂电池
负极材料，年度综合营收将达40亿元，
实现利润收入4亿元；上京工业园福建
清航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与厦门信达星
曜有限公司、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联
合创新研发的产品“星曜一号”应急救
援装备系统顺利发布，并具备年产200
架“星曜一号”无人机的能力，量产后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约6亿元。

产业发展步伐加大，对营商环境提

出了更高要求。大田县布局京口纺织
园、均溪陶瓷园、罗丰石墨园、广平智能
制造产业园，支持企业集中入园、退城
入园，实行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
务机制。持续深化“局长走流程”“我为
企业解难题”等活动，帮助企业解决用
地、用电、用水和用工等实际困难，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让项目早落地、早开
工、早投产、早达效。

一年之计在于春，大田县将始终牢
记重要嘱托，以感恩奋进、踔厉奋发、团
结奋斗的新姿态、新面貌，全力推进“五
美一强”重点工作，做实“奋”字文章，为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勇毅
迈向美丽大田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3 抢抓机遇，产业发展增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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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大田，农户在田间地头忙碌劳作，施
工车辆在项目建设现场来回穿梭，一幅幅人勤
春早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2021 年以来，大田县牢记重要嘱托，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化拓展“三争”行动，推动“四领一促”工
作，号召全县上下做实“奋”字文章，以大田后生
仔敢拼会赢的精神，奋力建设“生态美、产业美、
人文美、生活美、机制美、党建强”的美丽大田，
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在湖美乡七星湖景区，游客沿着
环湖自行车道骑行，尽情享受山水风
光和自然之美；屏山乡大仙峰·茶美人
景区，游客络绎不绝，逛茶山、走栈道、
体验娱乐设施；吴山镇阳春村森林覆
盖率达 85.82%，来自各地的团队到此
疗养……

三年来，大田县依托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人文资源，成功创建湖美七星
湖景区、张坑古村落旅游景区等3A级
景区，持续提升“游古村落·品美人茶”

“赏花海乐园·游畲寨古堡”等省级乡
村振兴精品示范线，推动康养与森林、
文旅、医养等产业融合，成功创建省级
森林养生城市和吴山镇森林康养小
镇、屏山乡省级森林康养小镇、桃源里
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等，进一步打造“绿
色大田、多彩大田、康养福地”品牌。

多面着手，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大田县加快推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和活化利用，依托土堡群、大田“第二
集美学村”旧址群等文化遗产，大力推
进桃源里·花海乐园景区、灵动济阳景
区等特色文旅项目，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举办系列文旅活动 50 余场次。
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335.35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27.86亿元。

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得益于大田
县生态环境的不断提升。大田县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矿山
水土流失治理、深化“河长制”为抓
手，实施“文江溪”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努力实现“生态美”与“百姓
富”有机统一。

坚守初心，方得绿水青山。近年
来，大田县水土绿化治理面积超过30
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62.5%提高到
73.45%，辖区内 2 条主要水系 11 个考
核断面水质达标率100%，水质全部达

到Ⅲ类水标准。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大

田县发挥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生态优
势，不断加强资源保护与品种创新，推
广绿色生产先进技术，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组建大田县茶业发展促进中心
等专门队伍，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
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让茶农们迈开
转型升级的步伐。目前，全县拥有茶
叶面积达10万亩，茶叶全产业链产值
达40亿元，大田美人茶列入省首批“福
农优品”百品榜产品名单。

青山披绿，碧水潺潺，好生态孕育
更多“绿产业”。桃源东风农场、梅山
璞溪等，年产红菇近 2000 公斤，产值
600余万元；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30.8
万亩，产值 7.4 亿元；大田“武陵雪
山萝卜”“济阳黄花菜”获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特色农业产业托起农民增
收致富梦。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动能

大田县总医院与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等单位建立医联体，设立名
医工作室；太华卫生院完成迁建工作，
62家村卫生所创建标准中医阁；县总医
院获评国家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规范
化建设二级优秀单位、县中医院通过二
级甲等中医院标准……

三年来，大田县借助“三明医改”的
东风，建立“田医回田，名医入田”工作
机制，在 18 个基层分院开展“县医回
乡”活动，推进“无红包”医院、“无陪护”
病房建设。依托县中医院建设医养服
务中心，不断加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
疗服务能力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
专家级医疗服务。目前，全县已成功引
进34位名医入田，累计就诊超10000人

次；开展“县医回乡”等活动78次，诊治
2980人次。

针对农村老年人不愿入住养老机
构的问题，大田县不断探索山区养老新
模式，创新“互联网+点菜式”养老服务
机制，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技术，创立智能综合服务平台，开展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当
前，已完成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615 个，
为 1200 个失能、部分失能老人提供上
门服务超4万人次。

大田县让老百姓享受“健康红利”
的同时，坚持“因校制宜、分步实施、分
类推进”，推进“城乡委托办学”改革。
在 6 所农村初中铺开“全托管”育人改
革，深化初中校“分层走班”教学；深入

推进33所中小学幼儿园“总校制”办学
改革，以创建“新基建5G+智慧教育应
用”示范县为载体，探索推进“空中课
堂”建设，进一步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缩
短城乡教育差距。

为提升教师队伍业务素养，大田
县建立“沪明合作”交流体系，深化

“山海协作”提升工程，充分挖掘省教
育厅等优质资源，建立在外优秀名师
馆，成立“回岩名师”工作室。通过
资源互补、信息共享的方式，链接先
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支持县
内教育事业发展。

教育改革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让
大田县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有效提
升，全县中考成绩高分段人数连续三

年保持全市前列。
医改、教改稳步推进，林改也在逐

步深化。大田县坚持以林长制为抓手，
落实松材线虫病防控，实现全县护林员
网格化管理和统一调度；创新林木处置
权，建立“共享联办”服务机制，大力推
广林票制度与林业碳票开发，让山林得
绿、林农得利；因地制宜开展人工造林、
人工更新、中幼林抚育等重点工作，让
森林结构明显改善，质量持续提高，绿
美生态成效更加突显。

在全县人民的努力下，大田县在提
升森林质量上迈出新步伐。自2021年
来，完成造林绿化7.34万亩、森林抚育
14.51 万亩，累计发行林票 4252.79 万
元，实现碳减排量10.9万吨。

2 深化改革，百姓福祉更殷实

◀大田县屏山乡大仙峰·茶美
人景区绿意盎然，游客络绎不绝。

（陈广程 摄）

大田县实验小学凤鸣诗社组织孩子们在古老的文
昌阁旁开展读诗活动。 （大田县实验小学供图）

大田县通过“田医回田，名医入田”工程，让群众在
家门口享受专家级医疗服务。 （大田县总医院供图）

福建清航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无人机产品。
（大田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林业工作者开展森林管护。 （林 跃 摄）

文江溪畔生态美。 （陈广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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