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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
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审议《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
各部门迎难而上、积极作为，深化改革开
放，加强宏观调控，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回升向
好态势，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培育，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
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
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
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这些是发展
中、转型中的问题，我们既要增强风险意
识和底线思维，积极主动应对，又要保持
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唱响中国经济
光明论。

会议强调，下半年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很重，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挖掘内需潜
力，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增强经营
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
心，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切实
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社会稳定，坚定
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稳
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充分发挥经济
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及时推出一批条
件成熟、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要坚持
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
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完善产权
保护、市场准入、破产退出等市场经济
基础制度，防止和纠正一些地方利用行
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要弘扬企
业家精神，在改革创新和公平竞争中加
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
加给力。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实施好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全面
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并适时
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要加快专项债
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
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
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
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要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兜牢“三保”底线。要综合运用多种
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
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
降。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的基本稳定。要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
向一致性，形成各方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合力。要继续发挥好经济大省
挑大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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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7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中
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
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深化创新驱动
发展，深入挖掘内需潜力，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增强
经营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讯 7 月 30 日 ， 副 省
长、市委书记李兴湖在建宁县会
见了参加中国稻种基地高质量发
展会议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旭，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张亚平，中
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等14名农
业领域院士。三明市领导李春、
杨兴忠、郭海阳、郑剑波参加。

李兴湖代表福建省政府和三

明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院士对三
明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
介绍了福建省情、三明市情。他
说，近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在各位院士
的大力支持下，三明“中国稻种基
地”建设取得新成效，水稻制种规
模效应显著提升、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农户收益明显提高、种业品
牌持续打响。希望各位院士继续

关心支持福建、三明发展，发挥智
力、人脉、技术等优势，加大专业
指导、人才培养、政策争取等方面
支持力度，深化产学研合作，共同
为国家粮食安全、种业振兴作出
更大贡献。

与会院士感谢福建省委、省
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
福建乡村振兴、三明“中国稻种基
地”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

定。大家纷纷表示，将更好发挥优
势，带动更多人才团队、科研项目
来福建、到三明，推动更多高水平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福建高
质量发展。

本次活动中，与会院士专家
进行了现场授课，并实地观摩了
稻种基地建设情况。

（全媒体记者 刘岩松）

李兴湖会见农业领域院士

本报讯 7月30日，全国首批竹票发放仪
式在沙县区富口镇举行，3位村民代表拿到了
与中竹（福建）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
竹票，沙县农商银行向竹票合作项目进行“福
竹贷”授信 3000 万元。这是我市持续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两山”转化路径的创
新举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三明拥有丰富的竹林资源，竹票
是将竹林经营权向国有林业企业流转后，为林
权所有者制发的收益权凭证。首批竹票涉及的
竹林位于富口镇荷山村横历山场，总流转面积
2000亩，涉及46户210位村民，按照期限20年、
每年每亩73元的费用流转给中竹公司。中竹公
司立足自身产业优势，盘活富口镇竹林资源，助
力乡村振兴，实现多方共赢。

沙县区林业局副局长洪华辉介绍，全区
现有毛竹林50余万亩，为解决竹林经营劳动
力短缺、农民经营竹山积极性不高、竹林失
管、抛荒较多等问题，沙县区积极探索竹林
经营权流转路径，创新推出“村企联建·农
竹联营”（双联） 模式，引导农民以竹山入
股、托管、租赁等方式开展竹山流转，并为
村企合作牵线搭桥，促进竹林规模化、集约
化、产业化经营。

当天，村民卢伯有拿到了编号为 00002 的
竹票。他高兴地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之前管理竹
林常常遇到缺人手、缺资金等困难，竹林流转
后，通过村企合作，每年每亩能拿到73元，大家
有了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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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深 水 美 人 长 寿 。三 明 拥 有
77.12%的森林覆盖率，群山环绕，古
木参天，碧水长流，空气清新，森林康
养产业正成为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积极发展康养产业，是对青山绿水
是无价之宝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推
动“生态美、百姓富”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市护好森林唱山歌，
聚焦特色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以
发展全域森林康养产业为抓手，打造

“中国绿都·最氧三明”品牌，被确定
为全国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市。2023
年，全市森林康养业接待访客近150
万人次。

围绕基地差异化、产品多样化，
我市推动森林康养与文旅、体育、医
养、农业、研学等融合，因地制宜打造
具有特色的大田翰霖泉“康复理疗”、
清流天芳悦潭“温泉疗养”、泰宁境元

“阅山水舍”静心休养等特色康养产
品，完善康养基地健康管理中心、森
林康养步道、森林景观（植物）等内部
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全市建有国家
森林康养基地2个、省级森林养生城

市 5 个、省级森林康养小镇 18 个、省
级森林康养基地39个。

在三明，有一则大众耳熟能详的
顺口溜——“万寿岩前精彩三元，古
韵虬城食赏沙县，人间桃源心灵永
安，绿海明珠观鸟明溪，太极水城怡
养清流，客家祖地红色宁化，八闽之
巅福源建宁，水墨丹山静心泰宁，康
养福地山水将乐，仙峰古堡茶美大田
……”这是在“中国绿都·最氧三明”
主品牌下，我市打造11块子品牌，构
建“一县一品一特色”文旅产业体系
的真实写照。

细观这11个品牌，都离不开“森
林”和“康养”两个关键词。森林康养
是体现森林生态和服务价值的新业
态，三明优良生态环境潜藏着森林康
养的发展优势。

“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城市生
活节奏快，工作生活压力大，在这里
可以让我安静下来，欣赏湖光山色，
体验风土人情。”7月29日，清流县天
芳悦潭温泉度假村，游客黄先生在如
画美景中体验森林禅道、温泉疗养、
茶叶采摘和特色柴火灶，尽享“森”呼
吸，放松和疗愈身心。

我市以发展全域森林康养产业为抓手，打造“中国绿都·最氧三明”品牌，被确定为全国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市

好生态带热健康游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通讯员 姜光伟 蓝 靓

——下转6版

七月的建宁，风吹稻浪，稻谷
飘香。

7月29日至30日，2024年“院
士专家八闽行暨一产业一院士一
团队”活动走进建宁，两院院士以
及全国部分科研院所和高校教授
专家，参观了溪口镇枫元村高标
准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先正达集
团中国水稻种子供应链创新中
心、溪源乡楚溪片烟后高效制种
基地等地，共谋稻种基地高质量
发展新路径。

走进位于溪口镇枫元村的杂
交水稻制种基地，水稻长势喜人，
绿油油的稻秧像一张绿色的地
毯，铺满了农田。“我们眼前这片
稻田有4000多亩，后面还有10000
多亩，已经形成‘田成方、渠相接、
沟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

渍能除、机能耕’的高标准制种
田。”建宁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余添发说。

建宁是我国最大的杂交水稻
种子生产基地县，全国每10粒水
稻种子就有1粒以上来自建宁，有

“北张掖，南建宁”的美誉。下辖的
溪口镇是以生产种子、莲子、果子
为主要特色的城郊型农业镇，为
首批全国农业产业强镇，有制种
企业 35家，全部采取“企业+合作
社（经纪人）+基地”生产模式，实
行订单生产，合同收购，常年杂交
水稻制种面积约 5 万亩（含复
种），年产种子 1.4 万余吨，产值
2.8 亿元。

近年来，建宁县全面推广机
耕、机插、机防、机收、机烘等社会
化服务，其中位于溪口镇的杂交

水稻制种基地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已达到 85%以上。

“产业机械化推动杂交水稻
产量、质量显著提升。”中国工程
院院士罗锡文说，以无人机赶花
粉为例，他曾在湖南武冈试验过，
产量比人工高出13.4%，并且无人
机可以精确控制授粉过程，做到
提高效率、产量的同时，降低成
本、提升品质。

“我今天看到地里还有部分
环节没有实现机械化。”看着眼前
一望无际的稻田，罗锡文表示，大
力推进机械化、智能化将是建宁

乃至全国农业生产者今后的奋斗
目标，用机械化引领产业发展，为
杂交水稻制种插上科技翅膀。

如何做强种业“芯片”？制种
企业的培育不可或缺。

先正达集团中国水稻种子供
应链创新中心（简称“建宁工厂”）
是国家制种大县县企共建项目，
占地面积 43164平方米，项目总投
资 1.65 亿元，主要建设 3 条 6 吨/
小时水稻种子加工生产线（年产
能 1000 万公斤），300 万 公斤的
恒温恒湿仓储立体库。

共谋稻种基地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全媒体记者 朱丹宇 刘岩松 建宁记者站 曾 程

本报讯 绿野千里种业旺，良
田万顷稻花香。7月30日，三明市
推进中国稻种基地高质量发展会
议在建宁县举办，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种
源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
实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种
业振兴行动的若干措施要求，深
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推进
三明市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扎

实推进三明“中国稻种基地”建
设，共谋中国种业振兴大计。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
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旭，中国
科学院原副院长张亚平，中国农
业大学校长孙其信等院士专家，
全国农技中心首席专家王玉玺，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市领
导李春、杨兴忠、郑剑波等分别参
加相关活动。

与会院士专家实地观摩稻种
基地建设情况，并围绕生物育种、
水稻生产、制种机械化、种子精加
工等主题进行现场授课，为三明种
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明
确重点。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市，
三明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嘱托，推进农业强市建设。特别
是 2015 年以来，以中国稻种基地
建设为抓手，我市加快推进种业振

兴、促进乡村振兴，全市有4个国
家级制种大县，7个县制种面积超
过2万亩，总制种面积近35万亩，
全市水稻制种产量 7000 万公斤，
稳居全国杂交水稻制种第一大市。
现代种业作为全市11条重点发展
产业链，实现全产业链年产值约25
亿元，带动全市农民增收7.2亿元。

（全媒体记者 刘岩松 朱丹
宇 建宁记者站 曾 程）

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中国粮
三明市推进中国稻种基地高质量发展会议在建宁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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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自行车爱好者在建宁县均口镇修竹荷苑千亩莲田花海骑行。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