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票推出了观鸟纪念版？”11
月6日林博会开幕首日，布置在明溪
展馆核心区域的观鸟文创类展品吸
引市民曾女士驻足。

曾女士连续十几年关注林博
会，乐于用文字、图片、视频等方
式分享展会见闻。“明溪的观鸟类
文创产品颇有新意，我很喜欢。”
她说。

明溪县林业局总工程师邱乐平
告诉曾女士，鸟儿“飞入”邮票的宣
传灵感来自于生活。一些朋友不经
意间提起，“要是明溪的鸟能印到邮
票上，那传播范围有多广啊”。于是，

明溪县林业局与邮政部门合作，推
出限量版生态观鸟纪念版邮票，作
为观鸟挑战赛、观鸟摄影赛等活动
的奖品。

近年来，明溪县发挥生态优势，
着力打造生态观鸟旅游特色产业，
并列入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四大
板块”之一，已在全县规划建设5大
观鸟区域和多条精品观鸟路线，每
年吸引近3万名游客到明溪观鸟。明
溪县施行多种文旅推介方案，打响

“观鸟胜地 自在明溪”品牌。除了生
态观鸟邮票，精美的观鸟书签、手
办、动漫、工艺扇等文创产品也在近

两年逐一亮相，使明溪生态观鸟品
牌的推介形式更加多样，意象更加
多元、可亲。

这些精致可爱的形象也吸引了
首次来到三明参加林博会的台湾嘉
宾、中华时报记者吴吉雄。

展馆工作人员向他介绍：“明
溪森林覆盖率超过82%，地处东亚
——澳大利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
已观测记录的鸟类有 344 种，有

‘候鸟旅居小城’‘中国黄腹角雉之
乡’等美誉。城市虽然小，却小而
美、小而精，发展出生态观鸟旅游
等多种特色产业，成为国内重要的

生态观鸟基地。”
吴吉雄说，台湾也有观鸟协

会，他也认识许多热爱观鸟旅游的
朋友，每年，他们都有赴大陆观鸟
的行程安排。吴吉雄致力于报道大
陆经济、社会发展，展示大陆的人
文胜景、传统文化。他推出的关于
安徽黄山的报道曾在台湾激发“黄
山游热”。

“这次来展会，知道了福建原来
还有个精彩明溪，今后，我将更多的
把目光聚焦到这座生态之城，让更
多台湾观鸟爱好者知道明溪、了解
明溪。”吴吉雄说。

多彩文创助推观鸟游
●曾凤清 陈登达 詹铁笛

“这是纯天然笋干，每公斤 90
元……”11月6日，在第十九届林
博会宁化展区，来自宁化县治平畲
族乡高地村的池贤平，正热情地向
游客推销“宁化客家黑笋干”。

“宁化客家黑笋干”是池贤平
2020年注册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高地村海拔在 600 米至 1222
米，土壤好、空气好、水源好，制
作出的笋干新鲜、含富硒，口感清
脆。”池贤平介绍，除了笋制品，
村里的高山香菇、林下黄精，都是
品质上乘的土特产品。

2014 年5 月，作为高地村村委
会主任的池贤平牵头成立了溪平笋
竹专业合作社，吸纳近40多户村民
入社。“村子有竹林面积 9600 亩，
村民多以竹山为主要收入，成立合
作社可以让村里的竹产业发展从单
打模式向规模化抱团发展模式转
变。池贤平坦言，这是他发起成立
合作社的初衷。

治平畲族乡素有“九竹一田”
之称，是典型的竹乡，现有毛竹山
15.9万亩。近年来，治平畲族乡做
实做深“笋竹产业+”文章，积极

发展富硒笋制品、高端玉扣纸、竹
家具等，不断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新
路子。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溪平
笋竹专业合作社采取“个人+竹业
大户+家庭农场社”的模式，通过

“订单式”收购，解决村民的销售
问题。

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 101
户，竹林面积超过 3000 多亩，年
产鲜笋 50 多吨，闽笋干、石笋干
共 12 吨 左 右 ， 产 值 超 过 300 万
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支柱
产业。池贤平说，合作社目前已经

实现了统一收购及销售一体化，产
品通过了“三品一标”绿色食品论
证，拥有“畲乡玉兰笋干” “宁
化客家黑笋干”等品牌，还开发了
网商平台，形成了线上线下齐头并
进的销售模式。

今年是池贤平第九次参加林博
会，往年销售情况都很不错，回头
客也很多。他希望，继续借林博会
的平台，让村里的笋制品、黄精等
产品被更多的商家和群众看到，进
一步扩大销售渠道，助力村民增收
致富。

畲乡笋干飘香助增收
●宁化记者站 雷露微 夏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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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位于三元区小
蕉工业园的三明市泉烨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成功送电并投入生产，
标志着我市在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方面取得了又一重要成果。该企
业入网工程涉及多项设施，总计
延伸投资约50万元，均由政府出
资承担，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

我市一直致力于优化电力营
商环境，去年12月，市政府常务
会议专题审议并出台了《三明市
电力接入工程费用分担机制实施
办法》，对电力接入工程的适用
范围、分担机制、实施要求等进
行了详细规定。自 《实施办法》
出台以来，我市已承担出资61个
出让或划拨地块的电力外线投
资 ， 涉 及 投 资 金 额 合 计 高 达
4147.2万元。电力延伸投资政策
的有效执行，不仅降低了企业的

用电成本，更进一步提升了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

除了优化电力接入工程费用
分担机制外，我市还不断加强用
能效率诊断服务，助推企业降本
增效。同时，我市还强化电力设施
保护工作，围绕建立联合防控机
制、通道隐患专项治理、电力行政
执法等方面重点工作，全力保障
全市电力运行安全稳定。今年上
半年，我市在全省市级电力执法
机构对标考核中取得了第一名的
优异成绩。

此外，我市还持续加强节电
节能宣传，积极引导全社会科学
用电、节约用电、错峰用电，通过
开展“e起节电”等宣传活动，强化
电力需求侧响应政策宣传，有效
缓解了用户用电高峰压力。

（朱丹宇 颜建福 杨庆彬）

我市多措并举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办证不用跑城关，材料不
齐马上就可以备齐，在家门口就
能办好登记，真的很方便。”11
月1日，在大田县均溪镇和丰村
村部，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正在为村民们详细讲解产权登记
的流程和注意事项，耐心解答村
民们的疑问，顺利办理登记的村
民周庆溢连连称赞。

和丰村楼兜新村共有36户村
民需办理产权登记，由于年轻人
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村民文化
程度不高，且办证程序繁琐，登记
迟迟未办理。

今年，为进一步提升利民便

民服务水平，大田县政务服务中
心创新推出“政务服务直通车”特
色服务，打造行走的便民服务窗
口，为村（居）企业群众送政策、办
业务、解难题，不仅提供了方便快
捷的政务服务，还拉近了政府与
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政务服务更
加人性化、更加有温度。

“村民如果要办产权证需到
县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碰到材料
不完整的情况，往往要跑好几
趟。”大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
任郭景盛介绍，为破解基层政务
服务资源不均衡、群众办事多头
跑、反复跑等问题，县行政服务
中心管委会联合均溪镇、不动产
登记中心、测绘机构等，集中为
均溪镇和丰村楼兜新村建设提供
房屋测绘、新建房屋进行门牌编
号、不动产产权登记等服务，切
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的问题。

政务服务直通车驶入乡村
●大田记者站 苏 珏

本报讯 11月7日，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宣传部
陈添贵副部长一行到我市开展专
题宣讲及调研活动。

专题宣讲在三元区莘口镇西
际村举行，市、区两级有关单位和
莘口镇、西际村党员干部群众代
表参加。陈添贵重点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关于红色文
化传承弘扬的重要指示精神，立
足福建、三明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现状，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
实践，分3个章节，分别解读了
红色文化传承弘扬“是什么”

“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
陈添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的重要论述，
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
省、三明市红色资源丰富，红色底
蕴深厚，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文化思想上来，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上来，高标准实施红色遗
存保护传承，高水平开展红色文
化研究阐释，高品质做好红色精
神宣传教育，高质量推动红色资
源活化运用，以红色文化工作的
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激励引导
全省、全市上下在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奋勇争先。

在明期间，陈添贵一行还到
三元区忠山村和西际村，实地调
研考察“中央红军村”和群众性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建设工作。

（吴文凯 齐俊杰）

省委宣传部来明宣讲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农友丝瓜富村民
三元区重视明台合作，在中村

乡米洋村设立 300 亩蔬菜基地，引
种台湾新品种农友丝瓜，日采摘量
近两吨，亩产值近8000元。图为11
月6日，基地工作人员在整理采收
的丝瓜，送到第十九届海峡两岸
（三明） 林业博览会暨第三届海峡
两岸 （三明） 乡村融合发展论坛上
展示展销。

（三元记者站 庄万强 赖雨柔
摄影报道）

11月1日，三钢1958工业记
忆展览馆迎来了数十位“特殊游
客”，他们时而与展品合影留
念，时而回忆三钢创业奋斗的往
事，感叹三钢如今的繁荣发展。

这些游客中就有三钢第一
任 党 委 书 记 孟 健 的 子 女 孟 明
明、孟丽安、孟丽静等人。带
着对父辈的深切怀念与敬仰，
他们重返这片承载着无数回忆
与情感的土地。

1958年初春，孟健接到省委
组织部调令，来到三明筹建工业
基地，并被任命为三明钢铁厂党
委书记。作为工程项目的主要负
责人，他为三钢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展览馆内，一幅幅历史照
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再
现了当年三钢建设的艰辛与辉
煌。看着这些，孟健的三女儿
孟丽静感慨万千：“当年，父亲
等老一辈人在这里披荆斩棘、
开疆拓土，在一片黄土上建成
了钢铁厂，这份拼搏精神让我
深感震撼。”

馆中一个展柜中存放着几十

年来 《三明日报》 对三钢的报
道，孟丽静激动地说：“快来
看，这里有母亲为三钢写的稿
件！”原来，孟丽静等人的母亲
李玉贞是《三明日报》的首任总
编辑，当年同孟健一起来到三
明，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在重重
困难中创办了《三明日报》。

来到三钢“铁水奔流”景
区，高炉旁，热浪滚滚，铁流澎
湃，看着现代的生产线，听着技
术员的热情讲解，游客激动，眼
中闪烁着别样的光。与三钢老职
工相聚叙旧，大家仿佛回到当年
三万军民齐心协力、热火朝天建
设三钢的流金岁月。

孟健的三儿子孟明明将精心
挑选的有关父辈建设三钢的书籍
和报刊捐赠给了工业记忆馆。他
动情地说：“看到三钢如今的发
展，我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三
钢在文旅方向上的探索，让我看
到了新的活力和希望。我捐赠这
些报刊书籍，就是希望年轻一代
能够铭记历史，感受前辈们的奋
斗精神，继续为三钢的发展贡献
力量。”

循迹父辈忆荣光 三钢薪火代代传
●全媒体记者 丁楚玉

“这是我们馆的明星产品花
鲢，俗称胖头鱼，每一条都重达10
多公斤，它们生长在优美的大金湖
里，深受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
11月6日，在第十九届林博会暨第
三届海峡两岸 （三明） 乡村融合发
展论坛泰宁展馆内，大金湖渔业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杨传禄正在给游客
介绍金湖有机鱼。

本届林博会泰宁馆以“笋竹共

创未来，两岸共融发展”为主题，突
出杉阳明韵的徽派建筑风格，巧妙
地将竹元素融合青砖、灰瓦、马头墙
等建筑元素，营造出置身竹林的氛
围，突出竹材料可持续可替代的优
势，为参观者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文
化的盛宴。游客们可以近距离观赏
到泰宁县以竹代塑的特色竹制产
品、精美的非遗竹编工艺品、便捷的
即食笋制品，以及丰富的林下产品

等共计100余件展品。这些展品不仅
展示泰宁县在竹产业发展方面的独
特优势和创新成果，也体现当地在
推进绿色转型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方面的不懈努力。

此外，泰宁铁皮石斛吸引了众
多游客的目光，因其独特的生长环
境，吸收了崖壁上的铁元素，拥有极
高药用价值，使得泰宁铁皮石斛在
中药材中独树一帜。“喝了一杯铁皮

石斛，给人一种青草芳香的回味
感。”台湾游客李女士欣喜地说，并
对泰宁产生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
在未来的旅行中亲自前往泰宁县，
亲身体验这种神奇的中药材。

本届林博会泰宁参会参展客商
200人，其中采购商75人，台商8人；
策划招商项目6项，其中林业项目5
项；落实签约合同项目5项，其中上
台签约1项，总投资5亿元以上。

释放林下经济“新”动能
●泰宁记者站 陈 曦 通讯员 黄忠斌

新疆特产放异彩
11月7日，在第十九届海

峡两岸（三明）林业博览会暨
第三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
融合发展论坛上，来自新疆
的优质特色农产品在展销区
大放异彩，吸引了众多市民
和游客前来购买品尝。

(全媒体记者 徐尔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