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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工信厅近日公布了
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试点县（区）名
单，全省产业基础较好、布局清晰、
特色鲜明、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的 10
个县（区）入选，我市沙县区、尤溪县
入选试点县（区）名单。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富、国家
强。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县域重点产业链发
展工作部署，按照横向错位发展、纵
向分工协作、“一县一特色”的产业
发展思路，统筹推进短板产业补链、
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
产业建链，全面提升县域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制度是行动的先导。我市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三明市县域重点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梳理22条
县域产业链作为发展重点，构建“一
条产业链、一个工作专班、一个专项
规划、一个实施方案、一套扶持政
策、一批重点项目”推进机制，将
推进重点产业链发展纳入市委、市
政府“四领一促”工作考评内容，
围绕产业链规模和发展质量两项重
点，引导县域结合实际、主动作
为，形成比学赶超良好氛围。

以高质量项目加速产业集聚。
我市突出项目谋划储备，制定产业
链招商图谱，瞄准行业龙头企业、
产业链缺失环节、重点延链方向，
邀请中国氟硅协会、中纺院、上海

有机所等科研机构行业专家开展产
业诊断，全面提高项目谋划的精准
性。同时加强产业招商，出台全市
特色产业链招商工作方案，建立全
市工业领域特色产业链项目库，把
握沪明对口合作、新时代山海协作
等契机，通过举办招商推介、“亲
情招商”“以商招商”等招商活
动，推动与上海、泉州等发达地区
高位嫁接。

创新是县域产业发展的活力之
源。我市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强化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产业链核心
竞争力，今年以来中机院海西分院

“精密复合磨削机床”获评国家级

重大装备首台套，博峰生物幽门螺
杆菌抗体检测试剂盒等2个产品认
定为省级生物医药首次产业化产
品，培育省级首台套装备4项、专
精特新企业5家。在推动产业链与
数字链融合方面，开展“千员万
企”数字化专项诊断，举办纺织、
建材等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现场会，
促成中国移动 （上海） 产业研究院
三明分院落地揭牌，聘请21名市级
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专家顾问，累
计完成 304 家数字化诊断服务，为
37家企业提供“一对一”数字化解
决方案。

（全媒体记者 朱丹宇 通讯员
蒯震军 黄香花）

我市培优提能“链”就县域产业发展

本报讯 炎炎夏日，热火朝天。
眼下，大田县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
如火如荼，处处涌动着实干热潮。

7月2日，在大田万豪铜工艺制
品生产建设项目工地，运输车辆来
回穿梭，数十名工人在各自岗位上
加紧作业。这一项目是 2024 年省市
重点项目，也是沪明对口合作产业
项目。项目位于上京工业园，计划总
投资 3.56 亿元，总建筑面积 16.9 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铜工艺制品生产
线2条以及配套厂房、仓库、综合楼
等。建成后，年可生产5万件铜工艺
制品，年产值 1.5 亿元，带动就业人
员150人。目前，厂房主体已经完成，
正在进行钢构喷漆作业，办公楼正
在进行框架结构建设。

同样忙碌的场景也在中光中高

端铸件及机械加工项目生产车间上
演，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进行设备
调试和检验包装工作。

“从项目审批到土地挂牌、项目
竞拍，再到项目建设竣工，离不开县
有关部门的跟踪服务，帮我们解决
了很多难题。”项目负责人陈庆祝介
绍，项目于今年 5 月进入试生产阶
段，订单已排至9月底，预计近期正
式投产。

该项目总投资 6.87 亿元，建设
树脂砂造型生产线和大型静压造型
生产线各1条、V法及消失模生产工
艺 3 条、铸件加工生产线各 2 条。达
产后，年可产消防球墨铸件 2.5 万
吨、机械精密加工200万台套，年产
值预计达3.65亿元。

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强引擎和硬支撑。今年以来，大田县
以深化拓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行动为抓手，坚持把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牢
固树立大抓产业、大抓项目的鲜明
导向，持续用力抓好项目招引建设，
重点攻坚157个重大项目，计划年度
总投资超137亿元。

同时，大田县树牢“链式思维”，
全面分析产业发展现状，统筹设计
产业布局，聚焦美人茶、装备制造、
新材料等三条县域重点产业链，编
制产业链图谱，制定招商地图和专
业化招商方案；瞄准“招大引强”“招
新引优”，通过以商招商、节会招商、
乡贤招商等方式精准对接，上半年
共签约亿元以上产业项目38个，总
投资83.14亿元。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
目转。大田县推行“清单”管理，落实

“领导挂包+专班推进”措施，常态化
开展“周调度、月通报、季评比、年考
核”活动。创新推出“拿地即开工”

“局长走流程”等做法，深化“我为企
业解难题”活动，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梳理破解土地、信贷、水电气等
要素难题73个，全力保障项目按照
节点安全有序顺利推进。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今年
上半年，大田县29个省市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26.82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52.12%。157个县级以上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70.54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51.3%，建成或部分建成项目15个，为
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大田记者站 叶长江）

大田聚力项目建设为产业蓄势赋能

尤溪：

打 造 纺 织
服装产业链

位于尤溪经济开发区城南园的
六融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项目，总投
资35亿元，建设从锦纶纺丝到成衣
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工厂，打造“纺
丝、加弹、织造、染整、印花、成衣”6
道产业链闭环，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后，预计年产1亿件成衣。图为成衣
孵化器车间，工人正加紧赶制订单。

（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摄）

教育援疆功在千秋，是援疆工作中浓
墨重彩的一笔。

去年2月至今年6月，10名三明市第
二批福建省“组团式”援疆教师怀揣初心
使命，深耕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教育事
业，通过课堂教学、教研及课题研究等工
作，努力为当地孩子插上知识与希望的羽
翼，为受援学校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
师队伍，为闽玛两地教育交流搭建起更加
深厚的友谊桥梁。

两袖微尘育桃李

“加点班、干点活不要紧，不能辜负组
织和师生的信任。”凌晨2时的工作室，常
常能看到李正富老师与台灯为伴，书写工
作总结、教育反思，制作视频的身影。

援疆教师李正富是三明市教育学院通
用技术正高级教师，去年2月入疆。作为
三明市第二批福建省“组团式”援疆教师团
队的领头人，一年半来，他就像一棵榆树，
扎根于边疆广袤的土壤，以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教育热情，带领援疆教师用实际行动
践行党的宗旨和使命，书写援疆教育事业
新篇章。

为师者，惟匠心以致远。援疆期间，李
正富为玛纳斯县第一中学打造“数字化优
质资源建设工作室”，从方案设计、设备验
收、调试及制作室搭建，累计用时3个月，
共培训 32 名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骨干教
师，制作精品课及经典诵读优质视频 15
件，指导学科教师制作精品课作品15节。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
去年以来，援疆团队以课堂为阵地，备教
材、备学情，创设情境，引领学生深度学习，
培养高阶思维，努力打造符合当地学情的
课堂教学模式。他们还积极参与课后托管
和周末托管课，开设示范课、公开课18节，
在教育岗位上发挥正能量，贡献光和热。

邱春香是10名援疆教师之一。“援疆时
间短暂，我不能影响教学工作。”去年8月18
日，她意外摔断4根胸肋骨，9月10日带伤
返疆返岗。今年2月，作为初中教师的她勇
接挑战，前往玛纳斯县一中担任高一语文
教师，因材施教，深受学生喜爱。“邱老师讲
课细致，对我们和蔼可亲，总是热情关爱每
一位同学。”学生巴乞努尔深有感触。

入疆伊始，江建华老师担任高一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周课时量16
节以上，却激情满怀，从不喊累。援疆期间，他坚守初心，默默耕耘，日
夜钻研教学方法，反复推敲改进方向，潜心教书育人，用心血和汗水换
来了师生的赞誉。

……
一年半时光，540多个日夜，援疆教师们扎根玛纳斯县，用一支粉

笔，书写对援疆教育的热爱与坚守。
一支粉笔书春秋，两袖春风化桃李。
过去一年多时间，他们还组建闽疆教研深度融合团队，积极开展两

地间的教学优质资源建设与融合，在昌吉州平台上传优质资源360多
节，分享中考专题教学资源，传播江浙闽先进的教育理念，共享特级名
师示范课、讲座等教育资源。此外，助力玛纳斯县第一中学、第四中学
和第二小学教师申请课题，已成功立项区级课题1项、州级课题2项。
优质教育的种子，在玛纳斯广袤大地生根发芽。

一晚晚伏案工作的身影，

一
片
丹
心
育
桃
李

天
山
北
麓
绽
芬
芳

—
—

三
明
市
第
二
批
福
建
省
﹃
组
团
式
﹄
援
疆
教
师
团
队
工
作
侧
记

●
全
媒
体
记
者
卢
素
平

通
讯
员

罗
健
雄

“两年没回来了，加上
有些晕机，所以落地之后
有 些 高 原 反 应 ，头 有 些
晕。”7月7日，前一天刚抵
达西藏的旺珍，在奶奶位
于拉萨的家里休息了一整
天。阔别的家乡，她也需要一些时
间重新适应。作为三明市列东中学
西藏班2024届毕业生，在7月5日结
束中考后，当晚她就和其他的西藏
班孩子们一起，踏上了返乡之路。

原本西藏班的孩子每年暑假会
由列东中学老师护送返乡。但是
2024 届学生在校期间由于受到疫情
影响，减少了一次返乡机会。孩子
们迫切想要回家的心情，老师们也
格外理解，所以中考后没等稍事休
整，就带着孩子们踏上了返回西藏
的路途。

返乡的行程安排得格外紧凑：67
名学生在带队老师的护送下，7月5日
晚上由三明沙县机场飞到重庆江北

机场，7月6日凌晨到达后，一批孩子
等待7时的飞机飞往昌都，另一批孩
子则搭乘 6 日 13 时许的飞机直飞拉
萨。除了来自昌都的孩子，其他地区
的西藏班学生都统一在拉萨贡嘎机
场落地，之后由各自的家长接回。

在江北机场等候行李时，来自昌
都的阿旺卓玛看着朝夕相处了三年的
同学，想到很多人从此就要各奔东西，
便忍不住抱着舍友的肩膀啜泣起来。
女孩子悲伤的离别情绪很快就弥漫开
来。来自那曲的措姆吉搂着马上要飞
往昌都的小姐妹嘎玛拥宗不愿意撒
开。男孩们的表达要更为含蓄内敛些，
但是用力的一个拥抱、肩头轻轻地拍
几下，尽在不言中的离别之情也让大

家有些黯然。
7 月 6 日 17 时许，在老师们的带

领下，西藏班的孩子们排着队走出贡
嘎机场。接机大厅里瞬间沸腾了起
来。早早就守候着的家人们，着急地
在人群中仔细辨认着自家的孩子，然
后兴奋地挥手示意。人群中，捧着哈
达的，拿着鲜花的，偕老带少一大家
子的，有的人笑着，有的人笑着笑着
就流下了眼泪……

旺珍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学校
还没放假，所以他们还在林芝上班，
没法到现场接机。旺珍一眼就认出了
站在接机队伍最前排的小姑和奶奶。
小姑的手里捧着一束鲜花，脸上是旺
珍最为熟悉的笑容。亲热地拥抱在一

起，小家庭团聚的喜悦汇
入了整个接机大厅的欢
乐氛围中。益西加措的爸
爸花了一下午时间熬制
了两大壶酥油茶，特地带
到机场，为每一个认识和

不认识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们斟上。
家长们穿梭忙碌着，每个人手臂

上都搭着厚厚一沓哈达，着急地让自
家孩子领着，给老师们双手敬献。很
快，家长手上厚厚的哈达，转移到了
列东中学的老师们脖颈上。杨海琳身
上也一样，洁白的哈达将手里家长送
来的鲜花映衬得格外鲜艳。原本不在
这次送藏娃返乡教师名单里的她，被
抽中来西藏参加中考改卷。本来可
以迟两天再出发，但她想着顺便送
自己带了三年的孩子回家，便加入
了护送藏娃的队伍。当一个个孩子
过来拥抱，一个个家长赶来致谢
时，杨海琳说自己也不知道眼泪是
怎么流下来的。

“格桑花”们到家了
●全媒体记者 曾凤清

本报讯 7 月 7 日，三明市
“三个不要忘记”主题宣传调研
座谈会在泰宁县召开，国内部分
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和央媒记者
参加座谈会，凝心聚力共话老区
发展。学习时报社副总编王君
琦、福建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王辰虎和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
福建省民政厅、三明市有关单位
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三明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列平出席座
谈会并致辞。

本次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区苏区重要
论述，赓续红色基
因、汇聚奋进力
量，助力三明革命
老区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建设。

会议指出，牢
记“ 三 个 不 要 忘
记”，最核心最本质
的内容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最有效的途径是发
掘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当
前最紧迫的工作是推动革命老区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老区人民
共同富裕。

会后，专家学者还到新桥乡
岭下村、上青乡崇际村进行现场
调研。

后续4天，央视网和三明市委
宣传部将组织央媒、省市媒体20
余名记者深入泰宁县、建宁县、宁
化县、清流县等地进行采访。

（全媒体记者 吴文凯 泰宁
记者站 张显超）

牢记重要嘱托
聚力老区建设

“三个不要忘记”主题宣传调研
座谈会在三明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