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明 发 布 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 聚焦三明微信公众号

S A N M I N G R I B A O

三明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中共三明市委主管主办

深化拓展深化拓展““三争三争””行动行动 推动推动““四领一促四领一促””工作工作

——下转4版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述

“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强音。

一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引，于文化传承与发展中
汲取自信力量，亿万中华儿女向着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阔步前行。

新高度：
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

繁荣兴盛的根本指针

京城夏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
中国考古博物馆观者如云。

新石器时代“7000岁”的陶人面
像、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商代
象牙杯、周代铜牺尊……展厅里，一
件件华夏瑰宝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
的赓续。观众注视着它们，眼中满是
对灿烂文明的骄傲。

文明立世，文化兴邦。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

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
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
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
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

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

“精准画像”，以前提是彼此契合、结
果是互相成就、筑牢了道路根基、打

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深
刻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系列重要论述，闪耀马克思主
义真理光芒，充盈中华文化独特气
韵，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
小桥流水，河街相邻。

2023年7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召开后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代代传承的苏绣，令总书记感
慨万千：“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
通过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像这
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
性、耐心和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一部分。”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
血液里不变的根、本、魂，流贯的意、

蕴、脉，传承的精、气、神。
思考着中华文明的古与今，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时期，
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身体力行推
动中华文化再铸辉煌。

以文赋能，满足人民期盼——
“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

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
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

2024年5月17日，党中央首次召
开以旅游发展为主题的重要会议
——全国旅游发展大会。习近平总
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擘画

“诗和远方”美好图景。
在陕西汉中，强调“汉中藤编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负盛名，要发
展壮大特色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在江西景德镇，叮嘱“加

强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进一步把
陶瓷产业做大做强”……习近平总
书记引领推动文化与经济良性互
动、交融共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
入鲜明的人文底色。

以文化人，厚植精神伟力——
“我们对这些历史都很早就了

解，但还要学而时习之，反复琢磨、吸
取营养，从中去提炼、去升华我们的
领悟。”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平津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江山的
来之不易。

代表党中央祝贺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落成使用，赞叹“看过以后民族
自豪感倍增”；在江苏盐城参观新四
军纪念馆，感慨“这是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
用好这一教材”；对学校思政课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
活”……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
下，中华儿女的志气、骨气、底气愈加
昂扬激越。

以文相交，奏响文明乐章——
2023年12月3日，一场以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良渚遗址命
名的论坛在杭州举办。

在致首届“良渚论坛”的贺信中，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推动不同文明和
谐共处、相互成就”的真诚希冀，令现
场中外嘉宾心潮澎湃。

出席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杭州亚
运会开幕式，向2023北京文化论坛、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相继发去
贺信……

展现新气象 开创新局面
——写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林 晖 施雨岑 史竞男 王思北

本报讯 6 月 1 日，市委书记
李兴湖到大田县调研，推动“深学
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和

“四领一促”工作，督导检查防汛备
汛。市领导郭海阳参加。

李兴湖深入前坪乡上地村山

间货栈、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实
践基地、长溪物流产业集中区、华
兴镇仙峰村福平堡、坑口水库，详
细了解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民生
保障、防汛备汛等情况。他强调，要
致力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人才回

引，提升人口、土地等要素集聚度，
强化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打造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发展富民产
业，立足生态、区位等优势，推动现
代物流、特色农业等产业提质增
效，做实以产留人文章。要着力增

进民生福祉，完善基础设施，促进
农民就近就地就业，让人民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要聚力抓好防汛
备汛，强化值班值守、巡查巡检，确
保平稳度汛。

（全媒体记者 章 龙）

市领导赴大田调研
推动“三争”行动和“四领一促”工作

本报讯 6月1日，“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2周
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
暨 2024 年福建省·三明市全民健
身运动会启动仪式，在市体育中
心体育馆启幕。省体育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董劲松出席活动并
致辞，副市长廖金辉 ，举重奥运
冠军邓薇、举重世界冠军张杰等
出席活动。

董劲松在致辞中表示，三明
市，是毛泽东同志赋词盛赞“风
展红旗如画”的中央苏区、是中

央红军长征的四个出发地之一。
在这里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题词
72 周年全国主会场活动，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2023 年福建省全
民健身运动会举办各类群众性赛
事活动超过 5000 场，参与人次超
过600万，形成“周周有活动、月
月有赛事”的生动局面。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全民健
身项目展演，我市市民用拉丁
舞、街舞、武术、太极拳，一系
列精彩纷呈节目，展现了活力与
激情，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动与

美结合的体育文化盛宴。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增强人

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为出发
点，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全民健身
工作“三个纳入”，初步形成了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
与”的全民健身工作格局。全市
共有各类体育场地11922个，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2 平方米；全市拥有 8 个大型体
育场馆，有2个“国家级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2 个“国家级社区体
育健身俱乐部”、10个“国家级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7 个“全国城
市体育先进社区”和9个“全国亿
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

体育项目展演是全民健身运
动成果的展示，我市将以这次全
民健身主题活动为契机，引领更
多的人参与到体育健身中来，把
全民健身事业推上新的台阶，为
实现“健康中国”的美好愿景贡
献三明力量。

（全媒体记者 刘岩松 三元记
者站 吴艺缤）

推动全民健身事业上新台阶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2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

暨2024年福建省·三明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动

本报讯 置器、投茶、冲泡、斟
茶、奉茶……日前，尤溪县第三届个
人茶艺职业技能竞赛在闽中茶城举
行，来自全县各行业的32名茶艺爱
好者，参加了茶艺技能、茶艺理论、
茶样识别等方面的技能竞赛。

与此同时，尤溪县第十六届茶
叶鉴评会也在紧张进行。全县67家
茶企选送的115个茶样进行现场品
鉴，评委依据茶样的外形、香气、汤
色、滋味和叶底进行了细致品评、
打分记录，最终评出“尤溪红茶茶
王”“尤溪绿茶茶王”。

“我们通过举办鉴评会促进茶
企提高加工水平，同时宣传我们的
品牌、产品，从而推动茶文化、茶科
技、茶产业‘三茶’统筹发展。”尤溪县
茶叶站站长、推广研究员姜能宝说。

以赛促学，推动发展。去年 10
月，尤溪县在台溪乡象山村红茶加
工集中区举办“茶叶加工工职业技
能竞赛”，30名选手参赛。像这样的
比赛，尤溪县每年都会举办几次。

为推动茶文化、茶科技、茶产
业“三茶”统筹发展，近年来，尤溪
县在县委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下设

“两茶（茶叶、油茶）”工作小组，负
责生产加工、品牌打造、龙头培育、
市场拓展等方面工作。

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基地建设
稳步推进。2023 年，全县新植茶叶
8100亩、改造茶园5200亩，鼓励新
植金鸡冠、苦竹茶等优质品种，推
广有机肥、绿肥、生物农药以及物
理防治等茶园管理技术。尤溪县云
富茶业公司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国

家级生态农场，华达茶叶有限公司
入选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
地，尚扬茶叶专业合作社获评2022
年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坚持品质为王，茶科技助力产
业升级。尤溪依托红茶科技小院，
对接“两茶”产业创新研究院、福建
农林大学园艺学院茶学研究生工
作站等科研平台，推动茶企技术改
造升级，实施“数字化工厂”项目，
实现技术应用产业化、连续化、自
动化。精深加工方面，新增了减肥
茶、功能性茶饮等数字化生产线，

“恒温控香”技术已通过国家知识
产权局检索。此外，尤溪制定《尤溪
高香红茶加工技术规程》《尤溪高
香红茶产品》两个团体标准，并推
动三明壹茗茶业有限公司、华达茶

叶公司、龙凤岩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鸿兴茶厂等企业取得SC认证。

坚持茶旅融合，茶旅一体助乡
村振兴。建设尤溪“朱子茶文化陈
列馆”、茶文化研学基地，举办尤溪
红茶文化节暨茶叶交易会，“尤溪
红”入选大国好货“一县一品”特色
农产品。同时，积极搭乘沪明对口
合作东风，融入沙县小吃华夏行
（上海站），光兴茶业有限公司与上
海市运河湾知识产权园合作，从而
打开上海市场。

截至目前，尤溪全县茶园总面
积达 10.05 万亩，茶叶加工企业达
215 家，茶叶年产量 1.6 万吨，毛茶
总产值4.07亿元，茶产业全产业链
产值超过18亿元。

（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尤溪：以赛提质 促进“三茶”统筹发展

建宁：8.5万亩中制杂交水稻插秧忙
5月29日，在建宁县溪口镇枫元村，机械手驾驶着插秧机在田间插秧。
今年建宁县计划杂交水稻制种16万亩，分早中晚三季，中制面积8.5万

亩。眼下，正是插播中制母本的黄金期，全县积极推广使用机插秧，有利于
秧苗的田间生长和提高产量。 （建宁记者站 陈 震 摄）

本报讯 连日来，在明溪县夏坊乡中溪村、瀚仙镇石珩村
等地，林业工作人员忙着对退化林分进行抚育和施肥。林间
光影婆娑，套种的楠木、木荷等珍贵树种迎风摇曳。

去年，明溪县争取了中央预算投资补助938万元，实
施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13200亩，其中集
约人工栽培3200亩、退化人工林修复10000亩。继春季造
林工作结束后，退化林分修复也已近尾声。今年继续申请
1010万元资金，用于实施2024年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多
样性保护项目14000亩。

森林覆盖率77.12%的三明，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

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是武夷山森林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主要内容之一，根据《南方丘陵山地带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日前国家发展
改革委、林草局下达生态保护修复专项2024年第一批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我市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获
中央预算投资1.22亿元。项目年度总投资1.37亿元，在明溪、
宁化、将乐、泰宁、建宁县及所在地省属国有林场开展重点区
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年度计划建设规模17.64万亩。

项目内容包括集约人工林栽培和退化林修复，其中，
集约人工林栽培通过高标准针阔混交的人工造林，提高造
林质量，增强造林成效。退化人工林修复通过改主伐皆伐
为主伐择伐，加之施肥、补植等措施，增加近熟林、成熟
林面积；选择乡土珍贵阔叶树进行林下套种，形成复层异
龄林分结构；对中龄林进行抚育间伐，改培育中小径材为
培育大中径材，增强森林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提高森
林功能和生态机能的稳定性。

通过实施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建设，
显著优化林分结构、提高森林生产力、增加森林蓄积量。
经测算，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后，每亩年均生长量提升
0.05立方米以上，平均胸径增加0.3厘米以上。混交林面
积比例达到50%以上，每亩森林碳储量达3吨以上，每亩
森林年生态服务价值4500元以上。

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2022年
起，我市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共投资3.87亿
元，包含中央预算内投资3.37亿元，已完成投资2.49亿元，集
约人工林栽培5.95万亩，退化林修复22.69万亩，在提升生态建设的同时，拓
宽村财、林农增收渠道，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通讯员 江祎哲 姜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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