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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沪明红
色文化交流合作，6月4日，沪明区县
宣传教育工作对口合作座谈会在明
举办，上海市浦东新区、虹口区、杨浦
区、嘉定区和我市11个县（市、区）党
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工作有关负责同
志参加。沪明双方与会人员聚焦宣传
教育领域，特别是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合作，回顾总结做法经验，会商下步

工作计划，并研定重点项目清单。
据悉，座谈会系上海市“红色资

源保护利用专题研修班”的重要环
节。研修班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三
明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旨在高质
量推进实施上海市“党的诞生地”
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助力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

（王梦含 齐俊杰）

沪明区县宣传教育工作
对口合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6月3日，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杨国昕召开全市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
专题会议。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以不等不靠、
主动担当的态度，学习借鉴各地好
经验、好做法，结合我市实际需求，
尽快出台各领域配套方案并落地实
施。要紧盯目标任务，扎实开展各
领域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需

求摸排和项目梳理，做好生产端和
消费端的对接，加强环保、安全、能
效、质效各方面协同配合，深挖供需
两端潜力，提高综合效益。要加大
财税、金融、投资等政策支持力度，
尽量降低政策补助“门槛”，着力打
通市场难点、堵点，激发生产消费活
力。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积极回
应市场关切，传导促消费、扩生产的
强烈信号，营造浓厚氛围。

（全媒体记者 朱丹宇）

全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专题会召开

本报讯 永安市以项目为载体，
引进台湾相关技术人才，深化闽台
乡建乡创，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截
至 6 月 3 日，已有 9 个符合条件的
镇、村申报省级乡建乡创补助项
目，获得省级财政补助资金450万
元 （每个村50万元）；小陶镇麟厚
片区、安砂镇安砂村、大湖镇坑源
村等3个村正在积极申报2024年乡
建乡创补助项目。

近两年，永安市住建局先后引
进6支台湾团队50余人来永安开展
乡建乡创。这些人员充分利用自己
的丰富工作经验和优势，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为相关镇、村提供

“陪护式”指导服务。其中，由台湾

著名设计师吴正隆教授带领的台湾
团队（福州隆云设计服务有限公
司），在罗坊乡、青水畲族乡丰田村、
贡川镇龙大村，主要从乡村环境整
治、农房建筑风貌提升、产业培育、
文化创意和活化运营等方面，组织
编制了规划设计、文化创意、文旅发
展等方案设计文本，开展闽台乡建
乡创合作项目，受到镇、村业主单位
和村民的一致好评。

永安市住建局等单位正持续加
强与台湾团队交流合作，以实际行
动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为我省建设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作出应有
贡献。

（杨家璋 吴丽丽）

永安：深化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

本报讯 6月1日至3日，在全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现场宣传
活动上，我市取得丰硕成果。

此次活动以“新”技兴福农、
“质”优保农安为主题，采用现场活
动+线上视频直播的方式，通过互动
采访、情景微剧、直播带货等形式，
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展
示监管工作成效。我市组织永安
市、明溪县、清流县、将乐县的福建
灵硕蓝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福建
省苏福茶业有限公司、清流县嵩溪
镇鑫牌豆腐皮厂、福建茂业生态休
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乐县玉华
文旅康养集团、永安市燕呈农副产
品加工有限公司等6家生产主体30

余种优质农产品参加并接受省级媒
体现场直播带货，现场品鉴蓝莓及
饮品、凉拌豆腐皮、黄椒、红茶，深受
现场消费者肯定和赞誉。

此外，活动对“2024 年全省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监 管 技 能 大 比
武”获奖个人和团体代表进行表
彰 ， 我 市 一 批 个 人 及 团 体 获 殊
荣，其中包括：三明市农业农村
局邱林华荣获个人赛一等奖、尤
溪县农业农村局余丽琳荣获个人
赛二等奖、尤溪县农业农村局吴
厚 赏 、 蒋 月 娥 荣 获 个 人 赛 三 等
奖；尤溪县农业农村局、明溪县
农业农村局荣获团体赛三等奖。

（卢素平 黄 颖）

我市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取得成效

5月30日，兴业银行三明列东支行携手二路社区居委会在该行网点举
办“粽叶飘香迎端午，幸福和谐邻里情”端午节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数百位社区居民踊跃参与包粽子比赛。在浓浓的
氛围中，兴业银行三明列东支行融入反电诈、存款保险等金融宣传活动，还
和志愿者们带着包好的粽子前往二路社区走访慰问困难户。

（林文斌 林文婷 摄影报道）

粽叶飘香迎端午

“对口支援工作没有捷径，要
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以干带学、以
学促干、干学并进。”6月3日，谈
起这段挂职学习锻炼的经历，中
粮集团厦茶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森
感触颇深。

2022年5月，王森来到建宁，任
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市场监管、
食品药品安全、招商引资、央企对
接、品牌建设等工作。

接到挂职通知时，王森也曾有
担忧：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学到真本事？为适应新角色，王森
便一头扎进建宁县各乡镇、企业开
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产业发展、
资源特色等情况。很快，他对建宁
的现状和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

建宁是老区苏区县，环境好、
资源多，现已形成莲子、种子、梨
子、桃子、无患子等“五子”特色产
业体系，如何将资源优势有效转换
成经济优势？带着这样的思考，挂
职两年来，王森充分利用自身专业
知识，切实发挥挂职干部优势，扎
根基层一线，积极探寻中粮集团与
建宁发展的契合点，用实际行动助
推老区苏区发展。

“项目进度如何……”前几日，
王森如往常一样来到建宁县名优

特·对口帮扶项目综合展示区项目
建设现场，察看项目进度，帮助协
调解决各类问题。项目位于中粮·
建宁粮食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内，
占地面积 11.75 亩，建成后将全面
展现建宁县“五子登科”特色产业
发展格局，进一步提升“建宁五子”
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建宁县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形
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优越
的生态环境，是国家级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基地县，种子产业也是建宁
县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在挂职期
间，王森积极协调沟通有关部门企
业与建宁开展密切合作，谋长远、
推项目、补短板，助力建宁成功创
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争取到国
家“十四五”制种大县奖励 2.5 亿
元；推进先正达集团中国签约种子
供应链创新中心项目，8 万吨省储
备粮建宁直属库项目先后竣工投
产，推动32万吨中储粮建宁仓储项
目落地建宁。

在中粮集团工作时，王森便从
事茶领域相关工作。“站在岸上看
和扑下身子干完全不同。”王森感
慨。面对不同的工作环境，他主动
走在前，穿行茶园之中看茶叶长
势，深入茶企业一线了解真实情

况。在调研后他发现，建宁县拥有
良好的种茶、制茶基础，但在茶园
管理及制茶技术等方面存在问题。

思路清，方向明，怎么推动建
宁茶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在茶专班的推动下，中粮集
团派出了相关的国务院专家、技术
团队到建宁现场指导，设立了大师
工作站，助力建宁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王森说。

“这几年，在中粮集团以及中
茶厦门公司的帮助下，建宁红茶已
经做出了品牌，我们企业在种茶和
制茶方面有了很大提升，种茶效益
也逐年提高。”茶企销售负责人罗
清莲笑着说。

2022 年 12 月，特选建宁红（金
针）荣获第二届世界红茶产品质量
推选活动“金奖”；2023年7月，建宁
茶企选送的绿茶荣获第十五届海
峡论坛·第九届海峡两岸茶王赛

“茶王”；2023年8月，建宁红茶和建
宁毛峰荣获“全国名特优新产品”
荣誉……一项项荣誉接踵而至，

“建宁红”品牌声名远扬，茶农的信
心日益倍增。

如何进一步促进产业融合升
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在广泛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

干部的意见建议后，王森结合当地
实际，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
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这两年我
们引进了羊肚菌种植，滩羊、湖羊
养殖等一系列富民产业，在现有基
础上促进百姓增收和产业融合升
级，有助于提升建宁产品在周边市
场的美誉度。”王森说。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
淀多少深情。两年来，他全力当好对
口支援的“联络员”“宣传员”，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中粮集团与建宁
县架起了沟通交流的“连心桥”。

在他的对接下，福建省农特产
品（福州）体验展销中心新增“建宁
五子”展示馆，成功在上海举办建
宁水果品鉴会和“建宁之窗”开馆
暨优质农产品品鉴会，与中粮集团
（上海）区域管理协同平台各大业
务板块达成农特产品销售合作，农
产品进入沃尔玛、永辉、华润等连
锁商超。2023 年，“建宁五子”特色
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05亿元。

“这次建宁挂职的经历让我收
获颇丰，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勤劳且
淳朴，对我们外来干部工作也都非
常支持，今后我们中粮集团会继续
推动建宁粮食产业等相关业务，助
力建宁高质量发展。”王森说。

王森：用心用情抒写对口支援答卷
●建宁记者站 宁柳云 陈志鹏

“两年，弹指一挥间。”5月31
日，在即将离开泰宁之际，来自
国铁集团对口支援工作的挂职干
部江斌百感交集，“泰宁”二字在
他心中，早已不仅仅是个地名。

2022 年，江斌带着党中央对
泰宁老区苏区人民的关心关怀，
来到泰宁挂职，担任泰宁县委常
委、副县长一职。挂职期间，他
搭桥梁、勇创新、挑重担，主动
当好“苏区发展联络员”“苏区人
民服务员”，与苏区干部同甘苦共
奋斗，同苏区人民结下了深厚情
谊，有效推动泰宁乡村振兴提质
提效。

“烤笋季节最怕下雨，现在有
了电烤笋设备就不担心了，跟传
统的晒笋方式相比，电烤笋的效
率高出两到三倍，烤出的每一片
都是好笋！”刚烤出的笋干颜色金
灿灿，散发着浓郁的清香，让大
田乡垒际村党支部书记徐玉平笑
得合不拢嘴。

大田乡笋竹资源丰富。为更
好地发展笋竹产业，大田乡盘活闲
置场地，引进600余万元资金，实施
烤笋中心及闽笋交易市场建设项
目。2022年，在江斌的帮助下，国铁

集团投入150万元为这里新增4台
电烤笋设备和1500立方米冷库，提
高产能。

交易市场与周边笋制品加工
企业合作，形成产销一体的闽笋
加工产业链，带动就业300 余人，
年产值达 6000 多万元。笋农廖丁
富从事竹笋行业20多年了，以前
每年4到9月份才能晒笋，现在有
了国铁集团投资建设的电烤笋设
备和冷库，一年四季都能烤笋，
年收入从原先的两三万元增加到
现在的四五万元。“国铁集团帮助
我们把小竹笋变成了‘富贵竹’，
非常感谢！”廖丁富说道。

两年间，国铁集团累计投入
对口支援帮扶资金 3250 万元，实
施12个重点项目，其中10个项目
已建成投入使用。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
兴。除了项目实施，江斌还积极
推动泰宁农特产品“进站上车”，
帮助16家优质企业、122款特色农
产品入驻“三网一柜”等铁路消
费平台，累计销售额达717 万元。
促成泰宁县与南昌铁路局签订

《消费帮扶框架协议》，泰宁乌凤
鸡、笋干等农特产品进入南昌铁

路局机关食堂；协调多方力量加
强对泰宁农特产品宣传，并带队
前往呼和浩特、太原、济南等铁
路局开展农产品推介活动。

人 才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源 头 活
水。在任期间，江斌围绕泰宁教
育、医疗、产业发展等人才“短
板”诉求，积极争取社会资源，
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培训，选派 19
名医护人员前往北京进修学习，
推动“国家级名老中医焦树德学
术传承实践基地”落地泰宁。泰
宁成为了第一个与国铁集团实现
路地干部双向挂职的县。

旅游是泰宁的主导产业。到
泰宁后，江斌思考着如何加快运
行“铁路+旅游”模式，将客流引
进来，推动泰宁旅游发展。他结
合泰宁实际情况申请了优化列车
开行方案，在春运、暑运、节假
日等游客高峰期，增开经停列车
助推泰宁旅游产业发展。

据统计，2023 年全年加开经
停泰宁站列车403趟次，单日经停
列车最高 71趟次，为对口支援以
来力度最大。同时，促成与铁道
旅游分会、南昌铁路旅游有限公
司签订旅游推广及“百趟专列进

泰宁”合作协议，开行旅游专列
59 趟，共吸引 1.87 万名游客前来
饱览丹霞美景、品尝泰宁美食。

在江斌的努力下，泰宁的好山
好水好风光，在全国铁路客运车站
进站口、候车厅大屏以及动车组列
车共25万余块视频终端闪亮登场，
12306 铁路商城开设“福建·泰宁”
宣传专区……累计为三明市、泰宁
县减免旅游宣传费用上亿元。南昌
局集团公司还将泰宁作为职工春
秋游和主题党日活动主阵地，目前
已组织 5000 余名铁路职工及家属
赴泰宁开展各类活动。

有了“铁动力”的助推和拉
动，泰宁旅游风生水起，“红色+
绿 色 ” 品 牌 影 响 力 不 断 提 升 ：
2023年全县旅游接待量895.2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76.6 亿元，分别
比 2019 年增长了 124.6%和 102%，
旅游发展按下“快进键”。

“ 两 年 泰 宁 行 ， 一 生 泰 宁
人。”离别在即，江斌对老区和老
区人民充满了无限的不舍与眷
恋，他表示自己格外珍惜这份情
感与经历，未来的日子，将一如
既往尽自己所能，为泰宁发展添
砖加瓦。

江斌：挂职付真情 实干促发展
●泰宁记者站 熊明欢 李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