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丁 南 武艳杰

福建省将乐县光明镇

光明村蜂农谢君近日晒出

了一条朋友圈:“扶贫路上，

我们继续努力。”

在刚刚召开的三明市

扶贫开发协会第二次会员

代表大会上，由谢君出资

成立的将乐县光明镇源野

佳蜜农林发展公司被授予

“2019 年度社会扶贫先进

单位”。

作为将乐县首批选聘

的34名乡土科技特派员中

的一员，谢君带动四个乡镇

260多户贫困户合作发展中

蜂养殖，每年兑现群众分红

14万余元，开展残疾人和建

档立卡贫困户养殖技术培

训3期150多人次。

去年以来，将乐县创新

省、市科技特派制度，一改

过去选派农技人员或高校

学院专家学者的方式，从生

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一二三

产业从业人员中选聘一批

实用技术示范推广人才作

为科技特派员，建立了乡土

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践证

明，组建技术过关、百姓喜

欢的“土专家”“田教授”队

伍，是一条助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产业“造血”一举

多得的好路子。

“田教授”活跃田间地头

来 自 福 建 古 田 县 的

雷小玲，尽管只是初中学历，

也是将乐县首批乡土科技

特派员之一。

1月份组织食用菌原材

料发酵，三四月份召集水稻

制种培训，2月~10月指导铁

皮冬瓜两季种植，12月份推

广秋冬肉鸭养殖技术……34

名乡土科技特派员全年活

跃在将乐县的田间地头。

今年刚满30岁的雷小玲，

早在2013年就跟随父亲到

广东惠州学习种植铁皮冬

瓜，善经营懂技术，还长期

跑全国销售市场。去年年

初，雷小玲一家来到将乐县

光明镇永吉村发展，注册成

立福建省吉瑞达生态农业

开发公司，流转了150亩土

地种植铁皮冬瓜。

“铁皮冬瓜是广东农科

院研发的品种，保鲜期更

长，耐运输，适合南菜北

运。相比广东沿海，将乐水

土适宜，用山泉灌溉，冬瓜

口感肉质更好。”经过多年

的摸索和实践，雷小玲掌握

了不少冬瓜种植的“门道”。

没有高文凭高学历，却

常年身处生产一线，“贴近

群众、贴近产业、贴近实地”

的乡土科技特派员队伍，正

成为将乐县助推乡村振兴

的“新引擎”、造血式脱贫增

收的“领路人”。

年逾花甲的永吉村村

民杨荣才，去年把自家土地

流转给雷小玲家种冬瓜，一

年下来赚了8万元。尝到甜

头、学会技术的杨老汉，今

年自己家也种了12亩。

如今，将乐县乡土科技

特派员的带动作用逐渐显

现。仅雷小玲的福建吉瑞

达生态农业公司，就在光明

镇发展铁皮冬瓜等有机蔬

菜种植200亩，在光明、南口

等乡镇发展蔬菜基地600余

亩，预计亩产值均达1.5万

元以上，还带动10多户群众

发展，解决就业50余人。

“土专家”为乡村添活力

在每年的春秋之际，将

乐县宝台山的原始杜鹃林

分两个季节艳丽怒放，总会

有千万只“甘露”收集者，在

杜鹃花的海洋中采百花

成蜜。

由将乐县光明镇源野

佳蜜农林发展公司实施的

中蜂养殖雨露计划实训基

地，已遍布全县 5 个乡镇

12个自然村，蜜源采集林区

达万亩之多，成为独具特色

的“基地+农户”扶贫模式示

范点。

“养蜂成本小，见效快，

是一个短平快的致富好项

目。”退伍兵出身的光明村

“土专家”谢君，是远近闻名

的中蜂（土蜂）养蜂大户，对

于中蜂的养殖管理有自己

的“土方子”。

“养蜂技术性强，不能

单打独斗，要抱团解决技术

和销售难题。”作为乡土科

技特派员和将乐中蜂养殖

合作社领办人的谢君，目前

已带动4个乡镇260多户贫

困户合作发展中蜂养殖。

谢君说，成立合作社不

仅为养蜂户引进养蜂采蜜

新技术，开展技术培训、技

术交流和咨询服务，还帮助

他们收购、加工、包装、贮

藏、销售蜂蜜，通过推行有

机蜂蜜标准化生产技术，解

决了养蜂户养蜂难和售蜜

难的困境。

自从实施乡土科技特

派员以来，将乐县因地制

宜，发展出“科技特派员+合

作社+农户”“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产业发展”“政府+

协会+农户”等多种创新形

式，发挥乡土科特派自身优

势，助力乡村振兴。

福建将乐：乡土科技特派员
成造血式脱贫增收“领路人”

□ 本报记者 丁 南

□ 王福军

12月 15日，福建省消防救

援总队正式启用“福建省消防

技术服务信息平台”（以下简称

“平台”），率先通过信息化平台

引入第三方大数据比对、GPS

地理信息定位、人脸识别等多

项先进技术手段，全程记录消

防技术服务活动过程，提升技

术服务监管水平。今后，社会

消防技术服务企业机构和从业

人员开展技术服务时必须登录

平台进行备案，公开服务信息，

全过程“留痕”，接受社会监督。

执业全过程“留痕”

“福建省消防技术服务信息

平台的建立是全面贯彻落实深

化消防执法改革意见的重大举

措，也是规范和加强福建省社会

消防技术服务活动事中事后监

管的重要科技手段。”福建省消

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12月15日起，福建省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的信息录入（含变

更）、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及

消防部门对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的监督抽查等都必须在“平台”

上如实录入，并向社会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杜绝体外循环。消

防部门将强化“平台”应用，及

时掌握辖区内消防技术服务活

动情况，切实加大监督检查执

法力度，坚决打击出具虚假失

实报告、挂靠资质证书等违法

行为，努力提升辖区消防技术

服务水平。

为促进技术服务机构提升

服务质量，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

于近日配套出台福建省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从业管理规定，将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水平按照

星级评定，四星级为最高标准，

一星级为最低标准。

据悉，“平台”将对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录入的基本情况进行

初始赋分及星级服务水平评定，

作为消防部门对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依法严格管理、开展事中事

后监管的重要依据和抓手。不

同星级在承揽技术服务业务、消

防部门抽查监管等方面都进行

差异化对待。分值低于40分的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将被暂停执

业3个月，暂停执业期间的机构

从业人员应参加从业人员再教

育，并经课程测试合格后方可重

新执业。

福州市某消防检测公司负

责人说，消防部门出台的一系列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政策，有效

杜绝了不具备从业条件的“游击

队”挂靠和消防执业人员挂证、

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提升了消防技术服务质量，

有利于降低了先天火灾隐患，也

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诚信守法

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业人

员的切身利益。

重拳整治行业乱象

据介绍，今年印发的《关于

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明

确，“取消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资质许可，取消消防设施维护

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机构

资质许可制度”，同时要求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消防执

法行为。

福州市某消防检测公司负

责人认为，福建省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从业管理规定出台后，对注

册消防工程师和中级以上消防

设施操作员的数量要求进行了

合理的调整，降低了消防技术服

务市场的门槛和成本，最直接的

获利者就是所有的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及从业人员。

对于一些社会消防技术服

务企业机构出具虚假报告、资质

挂靠、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

出租、出借、转让等“挂证”乱

象，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消防部门将按照“双

随机、一公开”原则，随机不随

性，“一把尺子”执法，参考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的星级服务水平，

合理设定抽查频次及抽查概

率，对诚信守法者“无事不扰”，

防止和纠正执法扰民，为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提供一个更好的

执业经营氛围；对违法者“利剑

高悬”依法严格监管，增加检查

频次。

福建消防救援部门还将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进行不良信息共享，对于虚

假承诺、恶意出具虚假失实技术

服务报告，因虚假服务导致被委

托对象发生火灾或者导致火灾

蔓延扩大造成严重后果等消防

安全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在依

法予以处罚的同时，将上述严重

失信行为列入消防技术服务不

良执业“黑名单”，纳入公共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在“信用中

国”网站等平台予以曝光，会同

有关部门或者机构对失信主体

实施联合惩戒，实行行业退出、

永久禁入。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规范消防执法行为
福建率先通过信息化平台引入第三方大数据比对等多项先进技术手段，

全程记录消防技术服务活动过程，提升技术服务监管水平

本报讯 记者武艳杰报道

福建省日前出台《福建省“互联

网+医疗健康”示范省建设实施

方 案》（以 下 简 称《实 施 方

案》），提出争取到 2022 年，建

立健全省域“互联网+医疗健

康”协同应用服务体系，加快

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

省建设，努力打造“健康中国”

建设示范区，推动更多医疗服

务便民惠民措施落地见效。

据福建省卫健委主任柳红

介绍，作为全国10个“互联网+

医疗健康”建设示范省之一，目

前，福建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架构已基本建成，建成省市两

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从

省到村五级卫生健康信息网络

互联互通。全省所有公立医疗

机构以及50%的民营医疗机构

均已接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累计存储全员人口个案信息

3800万条，电子健康档案3697

万份，诊疗记录近3.5亿份。先

后建成6大类28项业务应用信

息系统，初步实现了全省诊疗

记录、健康档案跨区域、跨机构

共享调阅，三级医疗机构39项

检查检验结果实现网络互认。

《实施方案》以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健

康医疗信息安全可控为基准，

以便民惠民为出发点，以“互联

网+”等新兴信息技术为手段，

旨在加快推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示范省建设，将信息便民惠

民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落地。

该文件作为今年福建省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若干配套政策

之一，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指导福建省“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的重

要文件。

《实施方案》提出，夯实医疗

健康信息化平台基础、推进医疗

机构信息互联互通、大力发展

“互联网+医疗服务”、推动“互

联网+公共卫生”融合发展、建

立“互联网+全民健康”综合监

管、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发展、构建“互联网+医疗健康”

安全保障体系、强化信息标准落

地等8个方面26条具体措施。

《实施方案》明确，福建将

全面推进电子健康卡“多码融

合”普及应用，推动实现医疗

健康服务“一码通”；建立全省

统一的“福建‘12320’热线服

务平台”，为公众提供基于电

子健康卡的各类便民惠民服

务应用；到 2022 年，逐步建成

规则统一、规范共享的“号源

池”，实现全省三级医疗机构

号源统一管理。同时，要求二

级以上医院多措并举，持续优

化诊疗流程，提升医疗服务效

率；实施免疫规划系统升级改

造，推动数字化门诊建设，尽

快实现疫苗追溯管理、计划免

疫在线预约和接种记录查询；

进一步深化卫健信息系统整

合，逐步建立全民健康信息综

合监管“一张网”。

“我们的初衷是，通过健全

和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的

服务体系，更加精准对接和满

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

的健康需求，让老百姓真真切切

地享受到‘互联网+医疗健康’

创新成果带来的健康红利，在

看病就医时更省心、省时、省

力、省钱。”柳红表示，下一步，

福建将以打造医疗服务便民惠

民样板为目标，立足福建实际，

大胆先行先试，充分运用“互联

网+”思维及技术，加快推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示范省建设，

推动更多医疗服务便民惠民措

施落地见效，切实改善人民群

众就医体验，增强人民群众健

康获得感。

福建努力打造“健康中国”建设示范区
争取到2022年，建立健全省域“互联网+医疗健康”协同应用服务体系

□ 本报记者 丁 南

初冬时节，福建福州市连江

县东洛岛附近海域海天一色，半

潜式多功能防波堤内浮动着全

国最大的“海上牧场”，在蓝天白

云下蔚为壮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

何搞活一片山林、一片海的具体

生态价值？连江县通过开展自

然资源资产专项审计进行价值

量评估，现代海洋投资公司的渔

业用海海域使用权价值从3000

元/亩提升至约7500元/亩，“海

上牧场”建设项目成功实现自然

资源资产价值化路径。

福州市以连江县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和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市场化改革工作为试点，

积极探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专项审计，推动全市复制推

广连江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编制及信息化管理平台改革成

果，目前已形成“绿水青山”转化

成“金山银山”的福州经验。

价值量审计实现零突破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的省会城市，福州市率

先结合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

计，在全国创新开展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专项审计，统筹推进基

于负债表的乡镇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监督全覆盖，

推动“生态资源”实现价值化。

“生态资源”如何实现价值

化？首先要有一本“生态账”，像

审“经济账”一样审计领导干部

任内的“生态账”，全面了解自然

资源的损益情况。

2017年10月，福州市在连

江县试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及其价值实现机制研究项

目，构建了“账户+价值”能够反

映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价值

核算体系与质量价格体系的“连

江模式”，包括自然资源资产存量

表、质量表、价值表、负债表、流向

表等5大类87张负债表框架体

系，并采纳福州市审计局意见建

议将负债表指标体系调整为七大

类286项，实现了自然资源资产

价值量审计评价零的突破。

目前，福州市仓山、马尾、福

清、鼓楼、罗源等县（市）区在连

江县试点经验基础上，也已启动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

所谓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是用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统

计管理报表体系，可量化显示被

评估区域或管理主体在某时点

所占有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

查的自然资源资产状况，以及某

时点被评估区域或管理主体所

应承担的自然资源负债状况。

据福州市审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推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工作，搭建自然资源

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不仅可以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评

价指标体系，还可转变以往生态

产品只有数量没有价值量的现

状，更是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

2016 年~2019 年间，福州

市两级审计机关探索开展自然

资源资产审计项目 54 个。今

年，还对14个乡镇21位党政干

部开展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让以往难以在县(市)一级审

计中发现的问题浮出水面。

自2018年常态化开展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

来，福州市审计机关共发现354

个问题，涉及问题金额 1.46 亿

元 、问 题 国 土（海 洋）面 积

3381.85公顷，移送审计问题线

索6条，促进了问题整改和监管

责任落到实处。

探索生态价值实现路径

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如何

审？福州市创新审计技术方法，

依托自然资源资产“一张图”信

息化管理平台，大力推行“3S”

（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

球定位系统GPS）技术为基础的

大数据审计，大大提高了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质量和效率。

据悉，由福州市审计局总结

上报的违规围填海大数据审计

等四个审计模型，成功入选审计

署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教学案例

模型库，占福建全省入选案例比

例20%以上。

“推动‘生态资源’实现价值

化，经常要面对专业领域的棘手

问题，有效的方法是‘开门搞审

计’。”福州市审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福州市已建立了由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海洋、林业、

农业、发改和市委党校等部门教

授及专家组成的审计专家咨询

库，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专项

审计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今年9月份，福州市创新开

展连江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专项审计（试点），从设计整体

性、指标完整性、平台可操作性、

平台安全性、成果推广性等五个

方面开展了审计，进一步推动完

善连江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编制和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助

力“生态资源”实现价值化并形

成可复制推广经验。

审计结果表明，连江县以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为基

础，积极探索海洋生态产品市

场化改革，通过试点开展海上

生态养殖及海域使用权增值评

估项目，建立“政府+企业+金

融+渔民”运作机制，构建“从资

源到资产、从资产再到资本”的

全链条式生态产品改革，形成企

业发展壮大、生态环境保护、农

民增收节支和集体收入增长的

“四方”共赢格局。

探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专项审计，福州市审计部门

还充分利用负债表中各资源管

理部门的基础数据，在各部门开

展自我评估和监督的基础上进

行再评估再监督，共同推进提升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整体效果。目前，福州市

生态办已在全市复制推广连江

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及

信息化评估改革成果。

“创新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审计，不仅让今后的审计工

作有据可查，也有利于自然资源

资产进入资本市场，为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探索路径。”福州市审

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生态资源”价值化 创新审好“生态账”
福州市创新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专项审计，统筹推进基于负债表的乡镇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全覆盖，为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探寻路径

2019.12.30 星期一
本版编辑：王新宇 Email：ggjjlw2018@163.com 热线：（010）56805008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0088 纵横 ReviewReview

福建福建：：““春节春节回家种棵树回家种棵树””

近日，福建“春节回家种棵树”活动在连江县丹阳镇坂顶

村举行。此次活动在全省设置赠苗发放点300余个，为每位

扫码参与者免费提供3株树苗，号召大家春节回乡期间在房

前屋后植树护绿，用实际行动为家乡增绿添彩。图为人们在

活动现场植树。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