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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水稻扣除成本只能赚

个 100块左右，换成制种，每亩纯
利润可以达到 1600到 1800块。”
建宁县溪口镇溪口村制种农户兰
永贤，育种10多年，如今住上了小
楼，开上了汽车，“总共种了50亩，
一年育种收入六七万块没问题！”

沙县人则在“舌尖上”闯天地。
“1块钱进店，2块钱吃饱，5

块钱吃好”。当年，沙县小吃靠着
薄利多销走出大山。目前，沙县
小吃门店已有8.8万家，本县直接
从业人员超过 6万，辐射带动 30
万人创业致富，年营业额超过
500亿元，成为沙县支柱产业，被
誉为“国民小吃”。

眼下，“国民小吃”又在朝着标
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升级，产业链
不断延长。沙县人颜发辉，干脆从
做餐饮转向了卖酱料，自主开发
了40多款，今年销售额可到2000
万元，“老沙县也可以有新味道，
新味道里就是我们的新空间”。

三明人说，习近平同志在福
建工作期间，11次到三明，几乎
每到一处都要同当地干部群众探
讨增收门路，谋划产业思路。从
沙县小吃到清流豆腐皮，从泰宁
旅游到大田高山茶……三明特色
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习近平
同志当年的鼓励和指导。

2019年，三明仅特色现代农
业的产值就达 1550亿元。特色
产业多点开花，一县一业，成为山
区人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画好山水画——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
泰宁县上青乡崇际村上清

溪，排工黄盛腾抡起竹篙，轻顶崖
壁，撑着载满游客的竹排，翩然而
下，在丹霞地貌的赤石翠峰间蜿
蜒前行。

“就在那里，鲤鱼跳上了习近平
同志乘坐的竹排！”行到中游，黄
盛腾兴奋地指向一处水面。

动人的讲述，将人们的思绪
带回23年前。

1997年 4月 10日，时任福建
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上
清溪，调研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
开发项目时，一条红鲤鱼跃上他

乘坐的竹排，恰巧落在他的脚
边。习近平同志随即脱下塑料鞋
套，盛上水，将鲤鱼装入其中悉心
保护，在竹排到下游水深处泊岸
后，小心翼翼把鲤鱼放回溪中，望
着它欢快游走。

“途中习近平同志叮嘱大家：
‘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黄盛腾
说，“我们一直记在心里。”

20多年来，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泰宁人的行动日
益坚决。“以前村里人砍柴火煮
饭，现在每年每户有五六百元的
补贴，家家户户以气代柴、以电代
柴。不仅没有人往河里倒垃圾，
大家看到路上有垃圾还会伸手去
捡。”崇际村村主任李加良说。

绿水青山引来八方宾客，上
清溪的游客接待量从 1997年的
1.8万人次，增长到去年的62.9万
人次，去年村里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1.8万元。黄盛腾说：“好好
保护环境，让大家在家门口美美
地吃上了这碗‘生态饭’。我们夫
妻俩一年收入十来万元，日子很
幸福。”

“现在，泰宁的环境没得说，
对了，我还得好好学学外语，把中
国人保护环境的故事，讲给外国
游客听。”51岁的黄盛腾笑声爽
朗。撑排是个“吃饱了才能撑”的
力气活，一趟下来需要两个多小
时，不过，黄盛腾和其他排工都不
时唱起客家山歌，始终激情满怀。

“三明是闽江的源头之一，生
态、自然、旅游资源优势得天独
厚，这种优势随着历史进程的推
进将越来越显著。”“现在看青山绿
水没有价值，长远看这是无价之
宝，将来的价值更是无法估
量”……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
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是福建
最花力气的建设，力主在全省开
展生态省建设，到三明调研指导
工作时，多次殷切嘱咐干部群众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

金溪河从村口淙淙东流，对
岸的青山郁郁葱葱。

“20年前，有一家木筷厂看
中了那片林子，开价就是 20万
元，多次来找。”伸手一指对面山
林，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林顺对记者
说，“村里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
说卖，20万是一笔大钱；一种声
音说不能卖，卖了就把子孙后代
的饭碗砸了。”

争论很是激烈。“当时村集体
一年收入 3万元左右，不够开支，
买办公用品要向供销社赊账。不
过，村里最后咬牙抵住了诱惑，没
有卖。”他说。

“村两委讨论时，习近平同志
考察调研时的那番话，让村里在
紧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回
忆当时情景，张林顺记忆犹新。

1997年 4月 11日上午，时任
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
到常口村调研。和乡亲们站在村
口，望着眼前的山水，他殷殷叮嘱：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
好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

“当时大家穷，满脑子想的是
怎么样发展经济。这些话，我们
当时听着觉得很新鲜。后来，越
来越觉得讲得在理。”张林顺说。

碧波荡漾的金溪河上，身穿
蓝色运动服的运动员们奋力挥
桨，红色、蓝色的皮划艇快速划过
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来自山
东济宁的皮划艇运动队，一眼相
中了山清水秀、气候适宜的常口
村，把这里作为训练基地。如今
的常口村，环境优美，脐橙香甜，
漂流红火，去年人均收入达到
2.36万元，村集体收入122万元。

“习近平同志当年叮嘱我们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目光长
远，为我们这个山区村庄指明了
发展方向。”张林顺感慨道，“如果
当年卖了对面那片山林，只剩光
秃秃的石头山，现在哪还有如画
的山水、绿色的产业？”

守护“无价之宝”绿水青山，成
了三明人融入血脉的责任与担当。

在明溪县，从以往剥树皮破
坏濒危野生红豆杉，到全力破解
人工栽培世界难题，一株株红豆
杉撑起一个大产业。南方制药等
企业利用红豆杉提取紫杉醇，生
产抗肿瘤药物。全县40%的农户
参与红豆杉产业，种植红豆杉 6
万多亩。

一幅山水画，越画越动人：三
明森林覆盖率达 78.73%，是全国

最“绿”的地级市之一；市区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每年都保持
在 98%以上；全市流域水质处于
福建首位，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从休闲旅居、培训研学，到山地运
动、自然观鸟，“生态”逐渐变“业
态”。去年，全市文旅康养产业接待
游客3918万人次，总收入达750亿
元，林业产业总产值达1146亿元。

用坚守和创新，打通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这
是三明人对新发展理念的生动
诠释。

撸起袖子加油干——

着力“机制活、产业优、百
姓富、生态美”

三明先有工业，再有城市。
1957年开始工业建设，全国“10
万大军”支援三明，建成一座钢铁
厂，奠定工业基础，1960年设立
三明市。

作为地处山区的老工业基
地，面临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怎
样做到“老树发新枝”？在福建省
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一直惦念
着这个问题。

2000年 8月 10日，时任福建
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同志
到福建省三钢集团公司调研，对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可
持续发展等提出具体要求，谆谆
嘱咐“三钢在可持续发展、生态环
境建设等方面要走在全省前头”。

“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很热，
钢铁厂气温更高，习近平同志的
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他在三钢
整整调研了一天，看得很仔细，提
出的要求很明确。”三钢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黎立璋说，我们始终
牢记嘱托。黎立璋时任三钢集团
公司总经理助理、棒材轧钢厂厂
长，当时就在现场。

三钢地处内地，资源和市场
“两头在外”。20年来，三钢坚持
创新驱动，强化结构调整，狠抓精
细化管理。三钢钢产量从 2000
年的 117 万吨，增长到去年的
1240万吨，跨入千万吨特大型钢
铁企业行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保持同类型企业先进水平。

“每个班组下班时，采集上报

水、电、煤气等的消耗情况，大家会
‘斤斤计较’，因为这在职工收入考
核中占40%左右。每天下班时，当
天的生产情况和每人绩效一目了
然。”炼钢厂运转车间主任陈滨说。

“向改革开放要动力”。三明
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成效明
显。如今，三明钢产量占全省1/4，
载重汽车产量占全省1/5。去年，
钢铁与装备制造产业实现产值
1263.5亿元，增长 8.2%。与此同
时，新材料产业迅速发展，实现产
值 179.5亿元，形成氟化工、石墨
烯等产业链。

好消息还在不断传来。12月
6日，福建三明中关村科技园开
园，京闽科技合作再迈出一大步，
老区苏区转型升级驶入快车道。

“20多年来，三明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显著进展，根本原因在于
一以贯之按照习近平同志重要嘱
托做好各项工作，结合实际坚定不
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三明市委书
记林兴禄说，“2014年11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福建考察时，提出要‘努
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
态美的新福建’。我们一直朝着这
个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

着力机制活、着力产业优、着
力百姓富、着力生态美，三明持续
推进“四个着力”，努力做好“红色
三明”“工业三明”“绿色三明”“文
明三明”这四篇文章。

三明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核心
区、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
一。红色积淀是三明最重要的精
神资源，红色基因一直代代相传。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
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
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三明挥毫
写下《如梦令·元旦》。

昔日“路隘林深苔滑”，今朝
“路宽林茂粮丰”。在新发展理念
指引下，风展红旗依旧，如画三明
更美。

风展红旗如画风展红旗如画

扫码看新媒体报道

三明市沙县夏茂镇俞邦村被誉为“沙县小吃第一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