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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建省宁德市寿

宁县以“难忘下党、水韵寿宁”

为主题，以推进河湖长制为抓

手，持续推行“四个强化”治水

模式，改善城乡水环境面貌，做

活“水文章”，保护“水生态”，奋

力谱写新时代幸福河湖寿宁新

篇章。

强化管理，河湖体系不断升级

抓责任建体系。建立以乡

镇与流域相结合的“河长+部门

联动”“河长+法院”“河长+检

察长”“河长+警长”的河湖长

制组织体系，探索建立部门协

调联动机制、专管员物业化管

理制度、民间河长制度等，形成

了强大工作合力。目前，全县

共有县级河湖长61名，专管员

193名，更新河湖长制公示牌

198块。

抓履职督作为。县级河长

带头巡查西溪、蟾溪、寿泰溪等

流域119次，带动全县乡级河长

通过App巡河、上下游联动等

方式开展巡河2628次，协调解

决问题394个，并将河长履职情

况加入干部综合考评。此外，还

对河道推行物业化管理，聘请专

业保洁公司，打造专业化管养队

伍，确保外来垃圾不入境、境内

垃圾不出境，实现水清河畅。

抓共治促共享。推动同浙

江省泰顺、景宁、庆元等省际友

邻县在流域共治共享、跨省联防

联控、水生态环境共建共保的

合作，推动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实现100%。

目前，共跨县跨省联合执法4次。

强化巡查，河湖监管不断夯实

抓问题促整治。把“清四乱”与落实省、市总

河长令工作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会同生态环境、

农业农村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清河行动”

“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全县生态文明

绿色健康发展。今年督促整改、拆除涉河违章建

筑276.25平方米，县河长办巡查发现问题21个，

整改完成率100%，河湖治理得到明显成效。

抓智慧促赋能。打造“智慧河长”网络监控

平台，在重点水域设置196个监控点，覆盖全县

14个乡镇重点水域，实现了对各级河流全河段或

重点隐患河段进行实时监控。同时结合物业化、

网格化作用，通过无人机对重点河段、敏感水域

加强日常巡查，为打造寿宁县良好生态提供精细

化、智能化支撑。

抓督考促落实。充分发挥河湖长制考核“指

挥棒”“风向标”作用，以“督查+考核”强抓手，每

季度开展一次河湖长制工作督导检查，使季度督

查考核成为河湖管护治理的有力抓手。同时，将

河湖长制工作列入全县“一季一通报、半年一考

评”工作，并纳入县级绩效管理范围，以实际行动

扎实推动寿宁县河道治理保护各项工作。

强化生态，河湖能力不断深化

抓源头重保护。强化碧水工程攻坚，严格落

实入河排污口整治，完成25个入河排污口整治；

加大城镇雨污管网改造，完成污水管道改造6.2

公里；按时保质完成10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建设任务，新建污水主干管13.75公里，受

益人口9414人。同时，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规模养殖场机械设备配套率达100%，完成化

肥减量增效20万亩，农药使用量比上年减少2%

以上。开展漂浮垃圾专项清理工作，累计清理河

湖各类垃圾4737.15立方米，清除弃土弃渣140.1

立方米，河湖面貌得到明显改观。

抓治理重生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

素，开展中小河流治理、安全生态水系建设、水土

保持2023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等系统治理。完成

生态安全水系、中小河流治理19公里，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面积1.278万亩。全面推行生态公益诉

讼，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绿水

青山”的司法屏障更加牢固。

抓融合重联防。在实施河湖长制联合执法

基础上，充分发挥河道警长作用，推行警网融合

治理模式，开展网格化精细化社会治理，配备专

职生态副警长12名、生态警务助理51名、生态辅

警16名，成立全省首个跨省生态警务联盟驿站，

推动“警网”深度融合。

此外，寿宁县还强化引领，通过以党建带河

建，激励党员干部在流域执法现场、防汛抗汛、污

染防治攻坚前沿打头阵、当先锋、作表率，实现了

从党支部“独角戏”到全员“大合唱”的转变，官方

管河与民间护河有机整合。通过以队伍带全民，

健全“河湖长制+志愿者”机制，形成具有寿宁特

色的多层次、多元化、开放式志愿服务项目库。

通过以样板带全域，推动水系沿线各镇结合当地

自然生态和水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谋划发展农

业、文旅等特色产业，河湖成效不断彰显。

（寿宁县委改革办供稿）

□ 翟风采

入冬后的福建省龙岩市，沃野田地广阔

辽袤，山上林木郁郁葱葱。如此大好“丰”景，

是龙岩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效，背

后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撑。

自2019年11月获批国家级普惠金融改

革试验区以来，龙岩市持续推进普惠金融改

革创新，引入“金融活水”支持乡村振兴，帮助

农民群众解决金融难题。截至今年10月末，

龙岩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722.68亿元，同比

增长30.14%，居全省第二位；制造业贷款余

额404.26亿元，同比增长53.68%，居全省第

二位；涉农贷款余额1492.41亿元，同比增长

17.63%，居全省第三位。

破解农村金融市场数字鸿沟

乡村振兴，金融先行。打通村级金融服

务“最后一公里”的便捷，在龙岩各乡村得到

了印证。

“随着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龙

岩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推进普惠金融改

革创新，引领农民共同富裕。”龙岩市普惠金

融工作专班负责人魏纯以“普惠金融·福农驿

站”为例，介绍普惠金融改革创新带来的成

果。当前，“福农驿站”被确定为福建省普惠金

融改革第三批可复制创新成果，这个融合了线

上线下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在“家门

口”即可实时办理金融、政务等业务。

截至10月末，龙岩市14个线下“福农驿

站”开业，覆盖村民7.82万人，上门办理业务

和咨询人数超8.34万人次，累计为群众节省

车费、打印费、手续费等各项费用超过602万

元；线上“福农驿站”在全市行政村（社区）覆

盖率100%，注册村民47.85万人。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龙岩市还积极搭建

“全真互联远程音视频服务体系”金融服务应

用平台，使传统线下金融服务实现线上“面对

面”办理。该平台很好地解决了龙岩地区山高

路远、出行办事效率低、外出人口多、金融服

务缺位的问题，实现农村数字金融服务共

享。目前，龙岩农信已在185个营业网点布

设了188个“全真互联远程音视频服务体系”

服务席位，实现网点100%全覆盖，为远在国

内外客户线上办理异地客户贷款合同面签、

特约商户签约、征信授权等10多种业务，多

人担保贷款办理时间从3天~5天缩短至15分

钟~30分钟。截至10月末，已办理业务11516

笔，服务12771人次，涉及金额达25.56亿元。

促进普惠与绿色融合发展

龙岩市以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

设为契机，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转换通道，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

效益。截至今年三季度，全市绿色贷款余额

385.64亿元，同比增长64.11%，居全省第三位。

“普惠金融·惠林卡”作为全国林权贷款第

一卡，可为农户提供无抵押、低成本、简便快捷

的贷款，目前已向全国推广。截至10月末，龙

岩市累计发放“惠林卡”4.07万张，授信40.64

亿元，用信25.52亿元，直接为林农节省贷款利

息、年费、林权评估等费用超8500万元。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工程”是用区块链技

术打通林业金融“快车道”的林业金融区块链

融资服务平台，是全省首个林业金融区块链

融资服务平台，率先落户武平县，有效解决林

权、林农、林企数据信息分散、共享及流通困

难、信息不对称和电子化程度低、银行贷款决

策难、风险控制难等问题。截至10月末，该

平台共汇集14家金融机构67款专属产品，已

成功放款2798笔，金额6.28亿元。“武平林业

金融区块链融资服务平台”已荣获全国“两山

金融服务实践创新”优秀案例，被列入国家

《林业改革发展典型案例》。

为共同富裕注入“金融活水”

“三农”综合保险、供销助农风险补偿机

制等，作为福建省普惠金融改革第一批可复

制创新成果，更为农户送上“及时雨”、撑起

“保护伞”。

在农业保险方面，龙岩市推出“三农”综

合保险，多个保险产品为全国首创。到去年

底，全市“三农”综合保险保费24291.96 万

元，保额1535.07亿元，赔付金额25829.38万

元。持续打造“一产业一信贷一保险”模式，

创新推出涉及20类特色产业产品的21个绿

色信贷产品，推出涉及15类特色农业产品

的19个保险产品。与此同时，推动全国首

单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全国首单九龙江生态

指数保险也在龙岩试点落地。今年8月，龙

岩市再次创新推出“林业碳汇保险+”服务项

目，可为龙岩市新罗区国有林场及九龙江源

国有林场碳排放权交易价值提供891万元

碳汇损失风险保障。

目前，龙岩市实现助农贷款7个县（市、

区）全覆盖，累计设立8支“供销助农信贷风

险补偿基金”、金额5360万元，开展助农增信

服务10750户，贷款15.8亿元。

金融活，经济活，龙岩多措并举持续用金

融“活水”滴灌乡村产业振兴。“截至10月末，

累计为1389户农户提供融资担保，累计担保

金额3.7亿元。”龙岩市农业融资担保公司总

经理江双爱说，作为专为“三农”主体提供信

贷担保的农业融资担保公司，有效缓解了农

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龙岩将持续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文章’，

切实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三农’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为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注入源源不

绝的金融活水。”龙岩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苏雄丰说。

龙岩：“共富式”金融开拓乡村振兴新局面
持续做好“五篇文章”，切实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三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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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艳杰

八马茶业武夷山生态工业园已完成初步

验收，华瑞世纪度假中心建设项目正在火热建

设……眼下，正值年终岁末，放眼整个福建省

武夷山市，项目建设高歌猛进，企业生产千帆

竞发。

近年来，武夷山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武宜商”营商环境品牌，创新“主动

报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

到”的“武宜商·五到”工作机制，当好企业的

“贴心人”“服务员”，持续解锁优化营商环境

的“活力密码”。

审批服务再提速 项目建设“跑起来”

在武夷山云上茶谷项目工地上，挖掘机、

卡车、工人忙碌的身影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热

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这里的营商环境真给力！4小时四证全

办好，作为武夷山招商引资项目，我们切实感

受到了政府服务质效提升的速度。”云上茶谷

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项目建设提速的背后，是部门的联动。

据武夷山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一进驻，武夷山市立即组织多个部门

成立服务专班，将原来串联办理流程变成同

步并行办理，通过信息共享、网上办理等举

措，压缩审批时限，助力项目“拿地即开工”。

今年以来，全市共优化审批服务事项6700余

件，为企业节约成本86.27万元。

经济要发展，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

今年以来，武夷山市精心编制产业链招商图

谱，组建4支专业招商小分队，锚定大湾区、长

三角等重点区域开展文旅推介、项目招商。

目前已考察上海湘江等企业40家、洽谈对接

意向性合作项目19个、意向投资金额超过

154.53亿元；成功签约古茶道茶文化健康管

理中心等3个项目，总投资25亿元……

为高质高效服务项目建设，武夷山市还

实行市领导挂钩推进重大项目、“分级推进、

定期调度”等机制，今年已完成“一把手”谋划

重大项目36项，总投资达1152.2亿元，超额

完成南平市项目谋划任务。

此外，武夷山市还成立重大项目攻坚专

班，对40项省市重点项目实行“任务上墙、挂

图作战”，以“半月晾晒、每月通报、每季约谈”

方式，做到对账销号。截至11月，已推动40

项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7.86亿元，超序时

进度18.8个百分点。

优化提升政务服务 经营主体“活起来”

“喂，您好！这里是武夷山市优化营商环

境办公室，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武夷山市发

展改革和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方健熟练

地接起电话。

据了解，为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改善投资

和市场环境，武夷山市设立优化营商环境企

业投诉电话，该投诉热线由多部门共同参与

组成服务专班，建立了投诉事项台账，照单逐

项落实各项问题。

此外，在畅通沟通渠道上，武夷山市还构

建了新型政企沟通对接平台，常态化举办“围

炉话企”“企业家下午茶、晚餐会”“百名科局

长服务百企”等活动。今年已解决78件“急

难愁盼”问题。

武夷山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

来抓，用“真金白银”扶持和“硬核”政策的加

码，助力企业轻装上阵、稳健发展。1月至9月，

累计为企业发放市本级各项奖补资金共计

518.59万元，今年以来，新增经营主体7900

家，同比增长9.78%。

“24小时服务，刷刷脸、扫扫码，办事越来

越轻松……”在武夷山市，市民对政务服务称

赞有加。武夷山市政务服务中心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从科技赋能入手，通过自助终端、数字

指南等方式，不断打造高效便捷政务服务。

据介绍，目前，武夷山“e政务”已覆盖各

乡镇（街道），提供24小时“不打烊”自助式便

民服务，已整合15个部门196个政务服务事

项，推出34项“一件事”套餐。同时，推行政

务事项“半小时办结”“远程帮办服务”等制

度，还设置“跨城通办”专窗，实现全国高频政

务服务364项市内通办、108项跨省通办、37

项省内异地代收代办。

科特派精准服务 乡村振兴“底气足”

作为首批国家公园、第五批全国“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绿色是武夷

山最鲜明的底色，生态是它最靓丽的招牌，茶

产业是它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武夷山市不断创新‘科特派+’，

统筹做好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高位嫁

接、重心下移’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为乡村

振兴提供有力支撑。”武夷山市发展改革和科

技局负责人说。

据介绍，从2021年开始，武夷山市创新

实施“四个一百”行动，即选派百名学习宣讲

员传播党的“好声音”和惠农“好政策”、百名

科技特派员提供科技服务和指导、百名党建

指导员强化基层党建工作、百名企业助推员

帮助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提升群众服务，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近年来，武夷山市充分发挥科特派机制

作用，推广综合生态茶园建设模式，建设“智

慧茶山”管理平台，推动茶企和科研院校合

作，促进茶产业、茶科技、茶文化统筹发展。

目前，全市14.8万亩茶园全面实现无公害茶

园目标，获评“区域特色美丽茶乡”称号，“星

村燕子窠生态茶园”“武夷星生态茶园”获评

中国茶产业T20最美生态茶园。

作为新晋国家创新型城市，技术创新能

力是基础，更是优势所在。近年来，武夷山市

以生态文明和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为支撑，开

展国家级创新型县（市）申报，今年5月10日正

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创新型县（市）建设名单。

梧高凤至，花香蝶来。2021年以来，武夷

山市累计培育科技型茶企13家、省级众创空

间茶企1家、省级科技小巨人茶企2家、国家高

新技术茶企3家，武夷星、香江等2家企业被确

认为第一批福建省茶科技研究院分中心。

□ 翟风采

福建省龙岩市素有“三江之源”之称，闽

江、九龙江、汀江三大母亲河穿城而过，“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是龙岩市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的生动注解。近年来，龙岩市创

新治水手段，河湖长制实现从“有名有责”到

“有能有效”，成功破解河湖突出问题，多项水

环境质量居全省前列。

从“有名有实”到“有责有效”

蓝俊是龙岩市上杭县官庄畲族乡的乡

长，也是乡级河长。汀江在这里日夜奔流而

过，不论寒暑，每周他都会到河堤进行一次常

态化巡河，并将巡河情况记录在河长制App

上，实现巡河轨迹实时上传。

龙岩全市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

河流有144条，其中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

以上的河流有15条。自河长制实施以来，龙

岩市号召全民参与河道治理，水生态明显好

转，河道充盈、河水清澈、河景怡人。

近年来，龙岩市通过建立“一套机制”，即

《龙岩市河长湖长巡查制度》《河湖长制会议、

培训制度》《河湖长制考核制度》《龙岩市乡镇

（街道）河道专管员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

列相关制度，保障河长制工作从“有名有实”

到“有责有效”；出台《龙岩市实施河长制条

例》和《龙岩市汀江保护条例》，推进河长制工

作法制化，为推动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

了法治保障。

治水，关键在人。龙岩市共设立各级河

长2790名，市级5名、县级39名、乡级877

名、村级1869名；市检察院驻河长办工作联

络室、法院驻河长办法官工作室各8个，配备

市县乡三级“河道警长”134名。今年，龙岩

在全省率先建立市公安局驻市河长办河道警

长联络室，7个县（市、区）驻河长办“河道警长

联络室”也于11月30日全部到位，配置河道

专管员903名，实现了河湖管护全覆盖。

促进河湖长制有能有效

龙岩市水利局紧盯汀江、九龙江、闽江三

大流域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持续实施安全生

态水系项目92个、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116

个；实施九龙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与修复项目26个，总投资35.57亿元。

河流水环境的好坏，究其根源，在岸上。

龙岩积极开展“四项治理”和水环境治理专项

攻坚，全力实施国省控断面、乡镇交接断面、生

猪养殖污染等多项专项整治攻坚；开展小电站

整治攻坚，通过小水电“一站一策”整改落实情

况“回头看”，现已退出89座；开展人为水土流

失问题整治攻坚，对1366个耕地开发和土地

整治项目进行内外业排查，现场检查423个项

目，发出整改通知48份，现已全部整改销号；

联合公、检、法、司等五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共开展河道巡查

283次，出动执法人员1052人次，发现问题线

索235条，查处水事违法案件22起。

“我们实施‘五项创新’，即实施农村小微

水体星标管理、实行生态共治新模式、实施

‘河湖长制积分超市’、实施生态指数保险、实

施流域协同治水，让龙岩各流域河畅、堤固，

岸绿、景美。”龙岩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市河长办专职副主任章静说。

探索水环境“442”整治模式

守护一方碧水清流，不能单打独斗，要形

成守护河湖的强大合力。“442”便是龙岩市积

极探索创新乡镇交接断面水环境的一种整治

模式。建立“4”项工作机制，实行“河长+部

门”联动、“补充+强化”监测、“督导+考核”推

进、“项目+资金”保障四项工作机制，为工作

开展提供组织、信息、措施、经费四个保障；实

行“4”项工作措施。建立河长、干部、部门“三

挂钩”责任制，采取项目化、责任化、清单化

“三化”工作法，实施双加密监测、周调度月督

办、过程性管理“三举措”，构建河长办牵头、

职能部门联动、各级河长带领全员攻坚“三同

时”全网络共治模式，助力全市各流域水环境

提升；运用“2”个工作办法。运用科技信息技

术在全省率先开发乡镇交接断面水质监测数

据系统程序，同时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助推水

环境整治走向“政府+社会”共治共管新格局。

河湖长治，方能碧水长流。1月至11月，

龙岩市主要河流76个国省控断面综合水质

Ⅰ-Ⅲ类稳定保持100%，Ⅰ-Ⅱ类优质水比

例高于去年同期15.8%，特别是16个国控优

质水高于去年同期25%。

“龙岩市通过抓好‘毛细血管’水环境整

治，助力流域水环境质量实现‘质’的转变。

同时，充分发挥河湖长统领、部门协同、多措

并举、全民参与的机制作用，有力推进河湖管

理工作向纵深发展，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龙岩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局长，市河长办主任

熊瑞春说。

解锁营商环境“活力密码”“武宜商”越来越响
福建武夷山市创新“主动报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工作机制，当好企业“贴心人”“服务员”

以河湖长制为抓手 加快打造幸福河湖“龙岩样板”
发挥河湖长统领、部门协同、多措并举、全民参与机制作用，推进河湖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