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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县是原21个中央苏区县之一。这里飞扬着苏区儿女的
风采；渗透着革命先烈的鲜血；点燃了风云岁月的明灯。

你或许没来过清流，但你应该读过这样一首词——《如梦
令·元旦》。词中“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足以窥见当时
清流县山高路险、交通不便。

是否果真如此？
6月21日，记者带着疑惑来到了清流县大路口村。刚进村，

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柏油路延伸进村，一栋栋古色古香的客家民
居错落有致，道路一旁是成片的多肉基地和鲜切花基地大棚，一
幅绚丽的乡村画卷尽收眼底。

“每月可以领260元的养老生活补助金，村里还帮忙缴纳医
疗保险。”今年76岁的村民吴祝平直夸党的政策好。

“现在村里环境好了，产业发展壮大了，村民们的日子也富
裕起来了。”村党支部书记巫升根感叹道，“过去，大路口村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村企关系僵化，矛盾不断。”

如今，大路口村以“党建+产业”总思路，深化“跨村联建”党
建模式，推动组织联建、产业联动，壮大特色农产品、休闲旅游、
党建研学三大产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同时，发挥辖区内东莹
化工、展化化工等重点企业作用，探索“五共五促”的村企共建模
式，企业为村民提供劳动就业岗位，每月为村里老人发放养老补
贴，推动村企共赢。

村财增收了，村庄的基础设施开始逐渐完善，洗脚上田的农
民进城经商、从事交通运输、开展农家休闲餐饮……2023年大
路口村村财收入达到57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2.39万元，
实现“家门口就业”60余人，平均月收入达5000元。

大路口村的变化只是清流县大力发展产业促百姓致富的
缩影。

近年来，清流县坚持将发展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资源就地深加工
转化的路子，一抓到底做强县域重点产业，特别是围绕打造国家
级绿色园区，推动氟新材料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当前，清流氟新
材料已形成5条产业分支，年产值达25.8亿元、税收2.01亿元，
分别占规模工业总产值、规模工业总税收的58％、68%，是全国
主要基础氟产品生产基地。

此外，清流县还与华润三九合作种植岗梅超1.3万亩、获评
“中国岗梅之乡”。不断深化沪明对口文旅合作，充分利用当地资
源优势，不断催生新的产业增长极，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
动能支撑。

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促进当地人居环境的提升。
“这样整治一下很好呀，环境卫生好了，大家都开心。”说起

这些年的变化，家住龙津镇供坊村的叶老伯说，原先村内新旧房
屋交错，弱电杆线缠绕如蜘蛛网，老宅基地断壁残垣随处可见，
村民随意圈地种菜，环境脏乱差现象严重。

去年，供坊村借鉴城区微改造项目的成功经验，串联镇包村
组、村两委、挂包单位三方协同“作战”，打造“镇包村组+村两委
成员+挂包单位+志愿者”四级齐抓共管协同联动体系，实行“统
分结合”模式，集中力量对违规菜地、断壁残垣、村主干道等重点
区域进行微改造。

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动员村中心菜地“缩水”，拓宽路面；清
理龚姓原宗祠地块内的鸡栏和闲置菜地，打造成农民丰收广场。
通过微改造，共清理杂物堆30余处，新增停车场7处约1300平
方米。

“路好走了，灯更亮了，墙更白了，常年缠绕在头顶上的弱电
蛛网下地了……”自2021年9月清流县启动城区人居环境“微改
造、大提升”共建活动以来，全县已实施共建项目点位4期315
个，新增路灯438盏、停车位957个、路面硬化23736平方米、污
水管网改造 32.69 公里、绿化 16093 平方米，合力拆违 324 处
4495.7平方米、清理菜地31722平方米，全部实现零补偿。县城
容貌有了极大提升，赢得百姓们由衷称赞。

牢记嘱托齐奋进，乡村振兴启新程。今日的清流，应该说是
“宁化、清流、归化，路宽林茂粮丰”。在这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美丽村庄焕然一新，蓬勃产业带动增收，乡村振兴更有底气，接
续奋进更有动力，苏区清流正悄然蝶变。

仲夏蝉鸣，凤凰花开。又到一年毕业
季，3804名2020级毕业生走出校园，将在广
阔的职业舞台扬帆梦想。

近年来，三明学院坚持立德树人，以福
建省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和教育部审核评
估为抓手，以学科建设为引领，推进学科专
业一体化建设，强化内涵发展，为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

强基固本育“好苗”
“课程设计初衷源于数字接待业务和国

家公园与生态旅游两个方向。青山绿水是无
价之宝，游憩无疑是自然资源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的有效途径，也是我们旅游专业人才培
养服务三明实践的重要内容……”走进三明
学院厚德楼，传道授业之声传入耳畔。307教
室里，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想正在为
2021级旅游与管理服务教育专业学生上一
堂生动的国家公园游憩设计与管理课程。

这是涉及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管
理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课程，学生需了解
掌握有关生态环境、旅游管理、设计规划等
内容的相关专业知识。然而，如此庞大的知
识体系加之不少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学生
们却在李想的讲授下，学得津津有味。

耿思怡是这门课程的“忠粉”，老师教
学时提供的丰富且有创意的教育方式将知
识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她感到能更好地
消化吸收这些内容。

“课堂上，学生通过老师的讲解充分吸
收知识，课程安排十分用心，不仅提供基础
知识，还有专业课程为我们提升专业素养
和能力。”耿思怡说，诸如国家公园、生态康
养、环境教育这些课程相互连接、互为补
充，与生活中的能力应用契合度高，学生还
能从选修课和课外实践活动中开阔视野。
这一切，贯穿着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理念。

教学模式变迁的背后，是对优化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深入思考。理
论与实践的第一、第二课堂融合，是经济与
管理学院校地合作的亮点。学院依托“省级
工商管理应用学科”和“区域经济和绿色发
展研究中心”系列应用学科研究和服务地方
发展平台，形成以服务三明政府部门、大中
型企业及“三农”为平台的特色和品牌，逐步
形成校企协同育人实践教学新体系。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地方高校勇于
担起的社会责任。学校主动对接省市产业
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需求，近两年增
设数字经济、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网络空
间安全、储能科学与工程、新能源汽车工
程、供应链管理等6个“四新”专业。传播学、
生物技术、电子信息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4
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旅
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入选第三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实现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零的突破。

学生知识应用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不
容忽视，学校“一体化、全过程、三层次、四模

块”实践教学体系坚持“实践出真知”。近两
年，为本科生开设实验专业课程1329 门，投
入实验室建设经费4800万元，确定“物联网
网关与工程实践实验室”等8个实验（实训）
室为首批标杆实验室。深化校企合作、校地
合作、校校合作，共建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38
个，加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每年获省级及
以上学科竞赛奖项超过 600 人次。近两学年
学生公开发表论文35篇，发表作品328项，
学生主持或参与的专利（著作权）128 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双校园”交流育
人谱新篇。学校选派 10 个师范专业 142 名
本科生赴福建师范大学进行交流学习，化
学工程与工艺、生物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等4个
专业12名本科生赴厦门大学交流学习，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汉语言文学、环境设计
等5个专业43名本科生赴上海大学交流学
习。2022年至今，31名学生参加马来西亚国
民大学、印尼巴厘国立理工大学和俄罗斯
克拉斯诺达尔国立文化大学线上线下交流
学习项目。

培优增能聚英才
5月，由省总工会、教育厅联合主办的

第七届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在厦
门大学落下帷幕，机电工程学院教师武蕾
获工科组三等奖。

这位年轻的“80后”教师，所任教的车
辆工程专业是省一流本科专业，这鞭策她
不仅要扎实专业基础，也要丰富实操技能。

为了更好地教书育人，武蕾和同事致
力加强与地方企业合作，把企业实际问题
置于教学计划，校企合作开展横向课题，用
一线研究项目反哺实际教学，让学生真正
学到学以致用的本领。

“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到结合汽车
产业的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工程基础能
力，我们注重新能源汽车三电方面的理论
知识学习，引导学生参与企业横向课题研
究，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师生共同完成产教
融合方面的科研项目。”在许多像武蕾这样
的专业教师的努力下，车辆工程专业学生
自主完成赛车设计、制作、加工等比赛，拿
到全国二等奖等优异成绩。

如今，车辆工程专业毕业生在上汽研
发部、比亚迪、哈佛研究院、中国重汽总部
以及海西分院等知名汽车企业任职，并且
得到企业的一致好评，这也反映了学校人
才培养方面的良好效果。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而教师则
是重要的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车辆工程专
业一张张亮眼的成绩单，与学校关注教师
发展举措脉脉相通。

学校加强应用型教
学团队建设，资源化工
专业群获第二批省级职
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立项，4个团队通过省级本科教学团队验
收，立项建设项目驱动创新班63个。

构建“双支点、大雁阵”师范教育模式，
建立稳定的教育实践基地，在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中遴选41所优质学校作为教师专
业发展学校，开展集中实习为主的教育实
习。开展联合教改，近两年在研究面向基础
教育联合教改项目立项62项，结项32项。

在学校构建的“试点先行、定向培育、
实践验证、成果凝练”教学成果奖培育体系
下，5项成果获2022年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
果奖。“基于新工科的ICT产业学院建设探
索与实践”顺利通过国家级第二批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项目结题验收，“新工科氟新材
料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入选福建省新工科
共建共享实践平台，共获批省级及以上教
改项目37项，立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32项。2位教授入选福建省新工科、
新文科教育专家库，1个入选福建省新工科
优秀教学案例、2个案例入选福建省新文科
教育优秀案例。

“四大工程”赋能人才培养
时代之变带来教学模式之变，近年来，

三明学院全覆盖实施“铸魂”工程、全方位
抓好“强基”工程、全链条推进“培优”工程
和全周期实施“增能”，着力推进教学工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之难，在于立
德。学校重视发挥思政课程关键作用，协同
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夯实课程育人的基
础，让思政育人之树“根深干更壮”。同时，健
全“五育并举”育人体系和“五位一体”人才
培养模式，优化专业、课程、教材、实践四大
体系，打造合作交流育人平台，丰富教育生
命成长主线，实现师生齐头并进。最后，学校
还将聚焦师生需求置于学校中心工作，做好
管理服务，为教学工作提质持续赋能。

三明学院教务处处长赖祥亮介绍，通
过四大工程的整体推进，学校喜获一批“国
字号”的突破——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
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微积分”“乡
村振兴创业实践”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歌曲作法》入选首批“十四五”国家规
划教材。学校还是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建
设单位，并获批国家级教学科研平台——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此外，三明学院将深入落实一流应用
型高校建设“1228”工作机制，推进学科专
业一体化建设、“522”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和课程改革等工作，以更加有力的举
措和突出的成效推进教学工作高质量发
展，践行好大学立德树人的“应有之为”，让
每一位走进三明学院的学子，都能在这所
百年学府中绽放光芒。

三明学院：优化培养体系 赋能人才成长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通讯员 吴爱娣

本报讯 6月23日，三元区委统战部（民
宗局）组织15名在三元务工经商新疆籍群众
赴沙县区考察学习沙县小吃产业发展情况。

在沙县小吃文化科技馆、民俗风情馆、
沙县小吃培训中心和产品展示中心，详细

了解了沙县小吃发展历程和全产业链最新
发展成果，实地感受了沙县区的传统习俗、
饮食文化。

此次活动进一步丰富了三元区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培训班的教学内容，让在三元

务工经商的新疆籍群众近距离了解到三明
沙县小吃文化，实地学习借鉴沙县小吃的
经营模式及特色经验做法，帮助他们更好
地在三元创业就业。

（三元记者站 张倩茹 通讯员 詹德贵）

三元：组织在元新疆籍群众赴沙县区考察学习

本报讯 6月23日，市图书馆7楼视障
阅读空间聚集了不少视障人士，他们围坐
在一起，静静阅读盲文书籍，感受知识带
来的源源力量。

“市图书馆专门为盲人朋友建设的视
障阅读空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
习交流平台。”市残联盲协秘书长连茂炘
介绍，阅读空间目前拥有 145 册盲人图
书，设有读屏软件、台式电子助视器、阳
光听书郎、中国触觉语音地图、盲文点显
器等电子设备，可满足盲人的多元阅读需

求，协会成员经常在这里组织开展读书
会、阅读分享会等活动。

人性化视障阅读空间的设立，得益于
市残联持续用好用活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工
作举措。近年来，市残联充分发挥彩票公
益金助残的作用，在残疾人文化服务领域
持续投入，支持各类残疾人文化活动、艺
术培训和文化场地设施建设。2023年，扶
持市特校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10万
元，扶持泰宁县级公共图书馆视障阅读空
间建设2万元，并持续在市级电视台、广

播电台开办手语栏目和残疾人专题节目，
让越来越多残疾人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
服务。

“彩票公益金在残疾人康复救助、托
养服务、创业就业、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将以残疾人需
求为导向，借助公益金的力量，带领更多
困难残疾人走出困境。”市残联相关负责
人说。

（全媒体记者 梁梦婷 通讯员 韩修振）

市残联：用活彩票公益金 助力残疾人生活

本报讯 6月24日，兴业银行三明分行
携手三明梅园国际大酒店、永安燕江国际
大酒店，设立三明市首批外币代兑点，为境
外来闽人员提供更加便捷的外币现钞兑换
服务。

设立外币代兑点是推进金融与旅游深
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兴业银行三明分行积

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
化支付服务提升便利性的意见》要求，以提
升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性作为工作核心
和出发点，成立代兑点工作推广小组，与梅
园国际大酒店、燕江国际大酒店积极对接。
同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三明市分局指导
下，对酒店代兑机构管理和酒店服务人员

开展相关政策宣贯与业务培训，顺利实现
外币代兑点的成功落地。

据悉，客户无须到银行网点，在新设立
外币兑换点的酒店内即可完成外币现钞兑
换服务。这项酒店特色外宾服务，有效满足
境外来华人士的外币兑换需求，进一步优
化了外币兑换服务的便利性。 （乐欣媛）

三明市首批外币代兑点设立

本报讯 6月25日下午，三明机场开展
航空器失事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市公安局
机场分局参加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飞机起飞时滑跑过程中
突发异常，偏出跑道，右侧发动机擦地起
火，造成人员受伤、道面受损。演练过程

中，机场分局工作人员依据工作职能，出色
完成了现场救援、现场勘查、现场人员物品
核查、交通秩序维持和演练全过程的安全
保卫工作。

此次演练全面呈现了三明沙县机场面
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前线决策指挥、一线迅

速响应、多方协同配合的处置流程，检查、
提高了各相关单位的应急反应、应急救援、
配合协作对各类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通
过“以演代练”的方式，磨合了多方应急力
量的协同联动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了

“平安民航”建设水平。 （谢治华）

三明机场开展航空器失事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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