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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7版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5月14日给北京市延庆区八
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向他
们致以诚挚问候并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这些年你
们自发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
并依托长城资源走上了致富路，我
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长城是中华民族
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
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
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
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
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希
望大家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
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
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

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
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
化遗产。1984年，邓小平、习仲勋
等领导同志为首都一些单位发起的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题词，激
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保护长城的热

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
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指导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近日，北京市八达岭长城脚
下的石峡村村民给习总书记写信，
汇报自发参与长城保护工作和村里
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表达继续守护
长城、传承长城文化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市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乡亲们

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 把祖先
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洁白的桔花开满枝头、翠绿的
蔬菜长势喜人、琳琅满目的瓜果陆
续上市……初夏时节，三明大地果
蔬飘香。

果蔬是保障食物供给的重要农
产品。近年来，我市主动树立并践行
大食物观，依托生态优势和资源禀
赋，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发
展各种优质特色水果蔬菜种植，不断
丰富群众“菜篮子”“果盘子”。

特色种植丰富“菜篮子”

走进将乐县万安镇现代农业产
业园，设施大棚内种植的蔬菜品种
让人目不暇接，各种生态有机蔬菜
长势喜人，瓜果清香扑鼻而来。工
人们穿梭在大棚里，采摘、分拣、打
包新鲜的黄瓜、丝瓜等，一派人勤农

忙的丰收景象。
“2023 年基地总产量 7000 多

吨，总收入 4000 多万元，丝瓜、黄
瓜、辣椒等农产品主要销往福州、三
明和南平等地。”绿丰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飞介绍，2022年企业
入驻万安镇以来，利用设施大棚优
势，不断引进新品种和先进技术，通
过早播种、早上市，巧打时间差，全
力满足市场需求。

蔬菜基地的发展丰富了市民
“菜篮子”，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40多岁的村民肖海英每天在
万安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上班，家门
口的工作让她既有了稳定收入，又
能照顾好家庭和孩子。

保供应、优特色、促增收。近年
来，我市大力推进蔬菜标准化、设施
化、园区化发展，建成一批有规模、

有特色、有效益的蔬菜生产基地，培
育起多元化蔬菜供给体系。经过多
年发展，我市蔬菜产业已初具规模，
全市蔬菜种植面积稳步扩大、产量
不断提高。2023年全市蔬菜播种面
积 127 万亩、产量 214.8 万吨，为全
省第3大蔬菜生产基地。

蔬菜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我市各地利用生态
优势和资源禀赋，持续发展蔬菜产
业，加快蔬菜绿色食品、有机产品和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工作，加大蔬
菜产业品牌化建设，先后打造了建
宁莲子、永安莴苣、明溪淮山等地方
特色蔬菜品牌。全市有建宁县的

“中国建莲之乡”、永安市和明溪县
的“中国淮山之乡”等 3 个特产之
乡，有“永安黄椒”“飞桥莴苣”“明溪
淮山”“建宁通心白莲”等 9 个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永安黄椒、泰宁黄花
菜等9个农产品入选2023年第二批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建宁莲子、永安黄椒、尤溪银

耳……今年年初，我市多种农特

产品在上海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
“上线”。

我市蔬菜产量高、品种多、品质
好，在满足本地消费的同时还大量
外销。沪明对口合作以来，我市优
质农产品在上海市农产品公共服务
平台等地上线，并开展系列产销对
接服务，打通两地农产品入沪渠道，
让上海市民在家门口享用到优价优
质的三明农产品。

良种优品充实“果盘子”

春夏之交是梨园管护的关键阶
段，在建宁县绿源果业有限公司的
温室大棚里，农技人员正忙着进行
水果套袋疏果作业，为保障果品质
量打好坚实基础。

“企业建设100多亩温室大棚，
可以规避冰雹、倒春寒等自然灾害，
也有利于梨的标准化栽培。”建宁县
绿源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兴安介
绍，通过因地制宜建设温室大棚，优
化调整产品结构，

丰富“菜篮子”充实“果盘子”
——我市积极推进果蔬产业发展

●全媒体记者 吴文凯 通讯员 罗应贵 陈木兰

永安：

涂装企业产能大幅增长
5月6日，在永安市元城涂装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铆足干劲忙
生产，开足马力赶订单。

电泳涂装是汽车金属零部件防
腐的重要工艺，这家公司电泳涂装
加工规模达到日产1万件以上。今年
1月至4月，企业产能比去年同期增
长1倍以上。目前，订单已排到6月。

（永安记者站 林 丹 通讯员
林 川 摄影报道）

本报讯 5月9日，在闽中 （尤
溪）绿色发展林业示范园，尤溪县
华竹竹木制品项目现场，工人正忙
着焊接排气管道、安装防火门等室
内外装修工作。目前，项目主体完
工，进入收尾阶段。

华竹竹木制品项目总投资6250
万元，是第二家落户闽中（尤溪）绿
色发展林业示范园的竹木企业，以
当地毛竹、木板为原料加工竹木家
居用品，达产后可实现产值1亿元。
截至目前，华竹竹木制品项目已累
计完成投资2700万元。

尤溪是全国南方集体林区林业
重点县，森林资源丰富，获评“中
国毛竹之乡”“中国绿竹之乡”“中
国油茶之乡”等众多“国”字头称
号。全县共有林业企业231家，包
括木材加工 109 家、竹材加工 92
家、制浆造纸 22 家、森林食品等
其他企业8家。其中，规模以上林
业企业 49 家，逐步形成了木材加
工、竹制品加工、林产化工、森林
食品、纸制品、生物医药等六大产
业集群，拥有各类专利 244 项，2
家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3年

全县林业总产值实现 150.06 亿元，
比增4.17%。

竹木产业已成为尤溪县三大支
柱产业之一。近年来，尤溪按照

“专业化、特色化、集群化、规模
化”的思路，着力打造省重点建设
项目闽中（尤溪）绿色发展林业示
范园。

园区规划总面积 5843 亩，分
两期建设，其中第一期规划面积
2753亩，总投资6.58亿元，重点引
进发展潜力大、产品附加值高、资
源利用率高的企业，提升平台对产

业的集聚力、承载力、吸引力，目
前已有百棱、华竹、沈辉、同益等
多家企业入园。

目前，尤溪正以闽中（尤溪）绿
色发展林业示范园为平台，对全县
201 家竹木加工企业进行整合、提
升，建立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示范作
用凸显、辐射能力强的竹木制品产
业集群，着力打造竹木制品出口示
范基地，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通讯员
张钦敏）

尤溪竹木产业呈集聚链式发展态势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5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0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
劲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
12月至2024年3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
的节录。

文章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
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
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
性伟大成就。回顾这些年改革工作，我
们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采取的一系
列重大举措、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都是革命性的，开创了以改革开放推动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的新局面。

文章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
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
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
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
展。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改革开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场、
有原则的。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
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
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
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
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
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
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
新篇章。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
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
会活力。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
大改革举措，这是党中央对新时代新
征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目标，推出一批战略性、创
造性、引领性改革，加强改革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取得新突破。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要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制约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
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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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沙溪河畔，青山入目、绿
水相伴，蓝天白云下的群山层林尽
染，河湖湿地的水面上飞鸟翔集，
山水环抱中的乡村美景如画……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成效跃然眼前。

近年来，我市牢固树立和践行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理念，主动
适应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新要求，
将生态理念贯穿水土流失治理和
监督管理全过程，连续五年全省水
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获评优秀。

因地制宜
走出治理特色路

暖风拂过山头，初夏万物繁
茂。眼下，宁化县石壁镇大路村的
水保林补植项目已全部完工，进入
验收阶段。

层层山林间，这片约500亩的
土地种上了木荷、枫香等阔叶树，
这些绿植不仅可以丰富林分结构，
达到森林彩化效果，还可以改造提
升土壤的保水保土能力。

昔日贫瘠的土地重新披上“绿
装”，得益于宁化县对生态环境及
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视、支持
和常抓不懈。

作为典型的紫色土流失地，水
土流失面积大是宁化开展生态环
境建设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无毛、
二无皮、三无肉、只剩光骨头（母岩
石）。”一句宁化本地常说的顺口
溜，更是形象地道出了其土地贫瘠
的过往。

为此，宁化县以小流域为单
元，探索建立“鱼鳞坑+山边沟”“竹
节沟+水保林”等“五+”生态治理
模式，先后在石壁、淮土、方田等乡

镇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
程、省级专项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提质增效等一批项目，形成有效的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

从福建省最严重的水土流失
县之一到获评“国家水土保持示范
县”，宁化的环境变迁是一个生动
缩影，照见了全市不断推进水土保
持工作的坚实步伐。

泰宁县依托全国森林康养试
点打造大金湖水土保持科教园，推
动旅游康养资源与水土保持科普
宣传教育的绿色融合，带动文旅康
养、休闲度假、水美经济等业态落
地生根；大田县对不同的矿山实行
分类治理，打造公园、工业园、物流
园、田园、家园“五园”模式，有效改
善矿山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
将乐县常口村、沙县区俞邦村牢记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嘱托，画好
“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以水
土保持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生
态效益转化为“美丽经济”，探索出
山区绿水青山转化为生产力的新
路径和方法……

因时因地制宜、分类分区施策，
各具特色的水土治理模式日渐完
善。2023 年，我市共完成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面积24.81万亩，占省下达
计划的104.24%。其中，水利部门完
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9.85 万
亩，占省下达计划的109.44%。

精准发力
画好高效监管线

绿水青山诠释生态之美，生态
之美折射监管之力。

在泰宁县上青乡，有一个生态
综合管护工作群，

三明水土保持工作连续五年获评全省优秀——

执生态画笔 绘一城山水
●全媒体记者 梁梦婷 通讯员 刘清华 余作河

——下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