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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传真厚植生态底色 彰显发展成色
福建39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经济运行

呈现持续明显向上向好态势，前三季度GDP增长2.4%

□ 本报记者 丁 南

山清水秀，富民强省。地处东南

沿 海 的 福 建 省 ，森 林 覆 盖 率

66.8%——连续 41 年保持全国首

位，是全国唯一一个保持水、大气、生

态环境全优的省份，也是全国唯一一

个全省所有地级市人均GDP均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中国工程院

2019年发布的全国生态文明指数显

示，福建排名第一。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

委正式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

革举措和经验做法推广清单》，向全

国推广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环境治理体系、水资源水

环境综合整治等14个领域形成的

90项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其中，

福建39项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入

选，居4省推广总数首位。

39项经验向全国推广

福建省会福州市，城区河网密

布，水巷蜿蜒，共有内河150余条，总

长超过250公里，汇水面积300多平

方公里，是国内水网平均密度最大的

城市之一，被誉为“东方威尼斯”。

自2016年8月福建成为全国首

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以来，福州市

打响城区水系综合治理攻坚战，提出

力争3年内彻底实现城市水环境的

长“制”久安。目前，福州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全部消除黑臭，城区主干河道

全部治理完成，建成串珠公园270座，

滨河绿道500多公里。

福州市创新城市水系综合治理

的“水清河畅”图景，只是福建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探索中形成

的39项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的一个

缩影。

福建其他城市的改革举措也亮

点纷呈。例如，厦门市坚持目标和问

题导向打造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抓住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处理“四大环节”，初步实现城乡垃圾

分类全覆盖。

莆田市创新木兰溪流域综合治

理模式，在木兰溪治理中始终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形成了人水

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三明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以“合作

经营、量化权益、自由流转、保底分

红”为主要内容的林票制度改革，有

效解决了林业发展中的林业难融资、

林权难流转、森林资源难变现、集体

林质量难提高、各方难共赢的“五难”

问题。

……

“此次福建39项典型经验正式

向全国推广，居4省推广总数首位，表

明福建全省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

福建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以

来，福建省发改委认真组织做好生态

省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实施成效总结评估工作，总结提炼创

新性较强、具有地方特色的改革成

果，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发改委，为全

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经验

做法。

生态底色变发展成色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指

引下，福建全省干部群众持之以恒深入

实施生态省建设战略，统筹推进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聚焦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综合试验，健全改革推进机制，抓

好制度创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各

项工作，以点带面实现“先试点后推广”

的改革路径，探索创新了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制度模式，为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改善保驾护航。

今年前三季度，福建全省12条主

要河流Ⅰ类~Ⅲ类水质比例97.9%，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16.7个百分点；县级以

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福建设区城市空气达标天数比例

98.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3个百分

点；PM2.5年平均浓度20微克/立方米，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3.3%。

在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的同

时，福建在经济发展“高素质”的道路

上也迈出坚实步伐。

例如，地处福建西北部的南平市

顺昌县，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

整体化输出”模式，创新搭建森林资

源开发运营平台，对碎片化森林资源

进行集中收储、整合、运营和开发。

目前，平台公司已导入林木林地面积

6.56万亩，其中赎买商品林5.3万亩，

股份合作、林地租赁1.26万亩，托管

经营60亩，支付林农资金4.5亿元。

再如，创造了水土流失治理“长

汀模式”的龙岩市长汀县，过去百万

亩的“火焰山”变成了绿满山、果飘

香，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

171.2 万亩，参与林农户数 2.14 万

户，年产值28.2亿元。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抗疫情、稳

经济、谋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运行呈现

持续明显向上向好的态势，前三季度

GDP增长2.4%。”福建省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福建省石狮市是国家中小城市综

合改革试点城市，城镇化率达79.9％，

居全省县级市首位。近年来，石狮市

立足全域城市化发展实际，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创新建

立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互动配合、政

府投入与市场参与互为补充、短期效

益与长效管护互相结合、环境改善与

兴业富民互促共进等四项机制，农村

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人居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

增强。

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互动配合

政府主导。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

乡村振兴“第一仗”，成立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领导小组，确定“政府主导、镇

村主责、群众主体”工作机制，全市一

盘棋、一条心，市直部门倾力支持、镇

街全力推进、村居奋力建设，一级带着

一级干，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责任

层层落实。

农民主体。引导各村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内容纳入村规民约，鼓励农

民投工投劳，从自家家园做起，开展以

“扫清楚、拆清楚、摆清楚”为主要内容

的“家园清洁”行动，自觉履行“门前三

包”，以点带面，营建一个个清洁“细

胞”、宜居片区、美丽乡村。

合力作为。实行以奖代补制度，

激发各村、各户的人居环境整治动

力。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网络新媒

体，广泛宣传推广各镇的好典型、好经

验、好做法，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依据人居

环境整治效果，各村每月评选“最整洁

街道”和“环境最差街道”，并通过一定

的形式进行公示，镇每月对村台账清

单中的工作任务推进情况进行考评，

结果与奖惩挂钩。

政府投入与市场参与互为补充

持续增加财政投入。把美丽乡村

建设作为促投资、稳增长的重点来抓，

进一步整合、聚集涉农资金和项目，持

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近三年，

累计投入近40亿元，用于农房改造、

农村垃圾处理、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厕

所改造、农田复垦、海岸带建设、水系

环境综合治理、城乡景观公园、田园景

观提升、村庄绿化美化、废弃石窟整治

等人居环境提升工作，获评省级森林

城市。

鼓励市场多元投入。广泛撬动社

会力量投资，吸引企业投入人居环境

建设，使美丽乡村迅速成为各方投资

的新洼地。在泉州市率先实施环卫一

体化PPP项目，市级每年投入1亿元

委托龙马环卫公司接管市区两镇两办

辖区环境卫生工作、投入3100万元用

于沿海五镇的环卫保洁，实现全域生

活垃圾治理常态化。组织实施总投资

为8.16亿元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PPP

工程，统一建设农村地区的管网及配

套、微动力污水处理设施，分三年完成

83个村污水治理任务。

倡议慈善公益投入。号召社会各

界捐赠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

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资金达1亿元

以上，有力促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持续推进。各村开展冠名认捐已经建

成的道路、校舍、活动中心等活动，将

认捐资金再投入村庄整治建设，形成

源源不断的资金良性滚动。例如，近

三年来通过校舍、奖学金冠名认捐筹

集2.32亿元，进一步改善了农村办学

条件。

短期效益与长效管护互相结合

全面实施拆违治乱。摒弃大拆大

建的做法，以拆违拆旧、治杂治乱为

主，集中力量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

环境问题，全面消灭碉堡厕，完成农村

户厕无害化改造，基本清除猪舍牛厩，

拆除破旧祖厝和“公妈厅”，基本解决

“脏乱差”问题，让群众看到立竿见影

效果。同时，注重文化元素的植入，通

过梳理各村的发展历史、文物景点、民

居风格，结合提升人居环境，保留文化

脉络，打造各异的农村风格，避免“百

村一面”。

统筹补齐历史欠账。统一部署中

央环保督察、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大

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统筹解决城

乡环境中的历史问题。近年来，三大

集控区转型升级投入19.7亿元、泉州

湾南岸河口湿地水头围堰养殖整治投

入1.9亿元、梧垵溪跨境流域污染投入

8865.2万元、将军山垃圾填埋场投入

1.15亿元，化解环境问题隐患，有效改

善生态环境。

建立管护长效机制。设立电话举

报平台，拓宽媒体和群众监督渠道；健

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联席协调机制，

细化镇村责任，坚持建管养并重；常态

化开展明察暗访，每季度开展一次进

村入户调研走访，督促整治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形成有制度、有标准、有

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农村人居环境

管护长效机制。

环境改善与兴业富民互促共进

推动环境整治成果转化为集体收

入。比如，永宁镇后杆柄村借助峡谷

旅游路建设的契机，整合成片空闲土

地、平整主要交通要道周边土地，通过

210亩龙眼林认捐、“打造智能共享农

庄”等形式每年增加村财收入76万

元，成为百万村财集体；永宁镇郭坑村

多年来坚持从环境整治入手，逐步把

以前荒废的金鸡山整理成生态休闲文

化园，成为泉州市休闲农业示范点，每

年可接待游客5万人次，每年增加村

财收入60万元~80万元。

推动环境提升与特色产业发展

同步。比如，祥芝镇古浮村借助海岸

带建设，发动村民参加环境综合整

治，发展海鲜大排档、渔村体验等旅

游配套产业；永宁镇沙堤村、新沙堤

村等海边村庄，积极发挥毗邻红塔湾

公园、观音山景区的优势，利用整治

出来的农房、土地，发展民宿、餐饮等

产业。

推动经济发展成果反哺环境改

善。比如，永宁镇前埔村多方筹集资

金达5000万元，将村庄整合成居住

区、耕作区、工业区、休闲区，有公园、

有农田、有果林、有工厂、有电商、有科

普研学基地，已成为“宜业宜居花园式

村庄”的典范。

（石狮市委改革办、石狮市乡村

振兴办供稿）

创 新 四 项 机 制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福建石狮市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农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丝路海运”集装箱吞吐量超200万标箱
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本报讯 福建省发改委日前发布

消息称，今年以来，截至11月底，福建

60条“丝路海运”航线共开行2203个

航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07.87万标

箱，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据了解，福建“丝路海运”建设不

断走深走实，在航线网络建设、合作伙

伴拓展、服务标准提升、品牌宣介推广

等方面持续取得进展。

今年9·8厦洽会期间，第二届“丝

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在厦门成功举

办，马士基、中远海运等全球重要航商

对论坛提供了大力支持。论坛期间，

《“丝路海运”港口服务规范》发布，山

东省港口集团、汉班托塔国际港口集

团、波兰格但斯克港务局、海丰国际、

上海中谷物流等8家新成员正式加入

“丝路海运”联盟，“丝路海运”的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

（武艳杰）

本报讯 据福建省发改委价格

监测中心消息，今年11月，福建省主

要食品价格跌多涨少。与上月相比

（下同），监测的 66种主要食品价格

37 跌 24 涨 5 平，其中，粮油和水果

价格略有上涨，肉禽蛋、水产品及蔬

菜价格多数回落，加工食品价格基

本平稳。

粮食价格小幅波动，食用油价格

稳中有升。监测的 7种成品粮价格

4 涨 3 跌，全省平均每 500 克黄豆

4.19元，绿豆5.83元，晚籼米2.65元，

东北米 36.59 元，分别上涨 1.2%、

5.6%、1.5%和0.2%；粳米2.83元，特一

粉 2.99 元，标准粉 2.5 元，分别下跌

0.4%、1%和 1.2%；食用油价格稳中

有升，5升桶菜籽油54.34元，大豆油

44.49 元，花生油 115.12 元，大豆调

和油58.59元，分别上涨0.5%、0.4%、

1%和0.6%。

肉禽蛋价格跌多涨少，水产品价

格以跌为主。由于肉类需求仍较疲

弱，市场猪肉零售价格延续跌势，且跌

幅有所扩大，全省平均每500克精瘦肉

26.91元，肋条肉25.4元，带皮后腿肉

21.57 元，肋排 37.13 元，分别下跌

8.1%、7.8%、11.1%和5.6%。其他禽肉

价格略跌，牛腱子肉50.35元，鲜羊肉

46.92元，分别下跌1.2%和1.4%；白条

鸡15.38元，上涨1%；牛腩46.84元，持

平。蛋品供应充足，价格小幅回落，鸡

蛋4.81元，鸭蛋5.46元，分别下跌3.2%

和2.2%。监测的7种水产品价格6跌

1涨，冻带鱼18.18元，鲜带鱼23.29元，

草鱼 8.95 元，黄鱼 17.49 元，鲫鱼

14.77 元，虾 33.37 元，跌幅在 0.7%~

2.8%之间；鳙鱼11.63元，微涨0.3%。

蔬菜价格以跌为主，水果价格涨

多跌少。近期天气持续晴好，利于

蔬菜生产及调运，市场供应充足，菜

价季节性回落，监测的18种蔬菜价格

15跌3涨。其中，跌幅较大的品种有：

全省平均每500克芹菜6.38元，大白菜

1.88元，油菜3.26元，上海青2.61元，萝

卜1.83元，菜花3.6元，空心菜3.24元，

跌幅在10.3%~25%之间。当前正值

水果消费旺季，需求增加，价格有所

上涨，苹果 5.51 元，梨 4.66 元，西瓜

3.1 元，分别上涨0.5%、1.3%和8.4%；

香蕉2.94元，下跌5.2%。

据分析，进入12月，传统的加工

及消费旺季来临，肉类消费需求增

加，加上近期生猪价格略有回升，后

期肉价或小幅上涨；随着天气转冷，

家禽产蛋率降低，蛋品市场供应收

紧，价格可能上涨；入冬以来蔬果供

应较为充足，价格呈季节性波动。

因此，预计 12月福建省食品价格总

体呈上涨态势。

（武艳杰）

11 月主要食品价格跌多涨少
监测的66种主要食品价格37跌24涨5平

前山村钱山公园绿树成荫 李荣鑫 摄

海丝名村石渔村 李荣鑫 摄

深化山海协作深化山海协作
增强协增强协调发展调发展
1998年，福建提出“推进山

海协作，在发展中努力缩小山

区和沿海地区之间差距”。自

此20余载，一任接着一任，福

建“山”与“海”谱写了一曲携手

互助、优势互补、共奔小康的动

人乐章。2012年以来，福建省

石狮市与政和县两地通过产业

协作、资金帮扶、人才交流、智

力支持、乡镇结对等方式，细化

协作帮扶措施，深入推进山海

协作，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图

为政和县村民谢慧芳在石狮一

家服装加工厂缝制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颜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