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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3版）
青海把“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

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作为发展方向，具有地方
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更加清晰。

——发挥我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
盐湖资源优势，开展精细化勘探、综合
利用技术攻关等，近100项课题研究正
紧锣密鼓进行。2021年生产钾肥502
万吨，满足全国需求量的一半，有力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

——突出青海特色，打造“山水林
田湖草沙冰”生态旅游品牌。旅游业
提档升级，2021年旅游人次、收入同比
增长20%以上。

——立足“世界牦牛之都·中国藏
羊之府”优势，认证绿色有机草原面积
9000万亩，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体
系覆盖39个县域。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刚察草原绿草如茵，沙柳河水流
淌入湖。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刚察
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是牧民集中
安置新村，2017年依托牛羊养殖业等
产业实现整村脱贫。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果
洛藏贡麻村，看望慰问藏族群众。
总书记动情地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在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
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

“现在村里发展起牛羊养殖、生态
旅游两大产业，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近4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1476
元。”村党支部书记索南才夫旦说，“今
年我们成立了6个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覆盖了六成村民，产业发展越来越
好。”

产业发展稳定增收，游牧定居生
活幸福。2020年4月，青海省53.9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青海脱贫
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2.3%，
高于全省农牧民收入增幅2.1个百分
点。目前，青海在425个村开展乡村振
兴试点，在乡村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共投入22.98亿元，乡村振
兴工作稳步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同各族干部群众心
连着心。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
区。这个社区有居民2万多人，其中藏
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18个少数
民族居民1800多人。

习近平总书记观看退休人员书画
练习、歌曲排练，了解社区向老年人提
供餐饮、健康服务，向青少年提供公益
性课后托管服务等做法。他指出：“要
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
阵地，发扬各族人民手拉手、心连心的
好传统，共同建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和谐家园。”

“我们对建设‘石榴籽家园’品牌
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了。”社区党委
书记刘翠青说。一年来，文亭巷社区
以“石榴籽家园”建设为基础，成立“一
家亲”宣讲团，通过走门串户把民族事
务服务窗口搬到居民家中，及时宣讲
民族政策并了解群众的生活困难。目
前社区正在开展“石榴籽幸福家庭”评
选活动。

青海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省建设。全省8个市（州）已全部建成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社区

“石榴籽家园”110个，成立省级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

（新华社西宁6月27日电）

“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走进龙岩
市，一幅标语振奋人心。地处闽西的龙
岩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近年来，当地发
挥特色优势，抓住新发展机遇，谋篇布局
产业转型；以人民福祉为依归，推进城乡
建设，处处可见火热发展新气象，光荣的
红土地旧貌换新颜。

“红”“绿”辉映

杂乱无章的南门头老街，如今通过
改造成了龙岩市区新晋网红打卡地——
中央苏区金融街。复原后的闽西工农银
行，闽西苏维埃旧址、祝捷台等红色故
址，隐泉书院、新罗第一泉等地域文化地
标，小吃汇、老字号等饮食店，吸引众多
游客慕名而来。

古田会议彪炳史册，十万闽西儿女
参加红军，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龙
岩地处原中央苏区核心区，有着“干革命
走前头，抓生产争上游”等优良传统。

为传承红色基因、保护利用红色资
源，近年来，龙岩市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
制定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积极编制
革命旧址保护利用规划等，有效推动了
红色遗产保护和利用。

如果红色是“底色”，那么全市森林
覆盖率接近80%，连续40余年居福建首
位，绿色就是龙岩的城市名片和显著优
势。

行走在龙岩长汀县的汀江国家湿地
公园内，不时会惊起“一滩鸥鹭”。10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
热门生态旅游景区。长汀曾是南方红壤
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县份之一。近年
来，当地累计治理荒山秃岭百万余亩，自
然生态系统得到历史性改善。

护绿用绿，如今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与生态修复实践的“长汀经验”已走向世
界；林改的“武平经验”成为美丽中国乡
村振兴县域样本……这是龙岩近年来不
断巩固绿色优势，坚持绿色发展的缩影。

古田旅游区、长征文化公园、红色交
通线永定旧址群等百里红色朝圣精品线
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国字号荣誉，

“红”“绿”辉映的老区龙岩新颜焕发。

蓄力向“新”

三元前驱体、新型锂盐、高端特气
……走进龙岩上杭县的蛟洋工业园区，
一批新项目让人对这个偏僻的山区县刮
目相看。2021年，这个园区依托金铜循
环经济产业链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实
现产值410亿元、同比增长41.50%。

近年来，当地依托优势金铜产业，不
断“延链、补链、强链”，改变了上杭产业
结构单一的局面。通过引进培育巴斯
夫、吉利集团、宁德时代、德尔科技等一
批龙头企业和掌握核心技术的创新型企
业，锂电新能源、半导体新材料产业成为
当地经济发展新引擎。

上杭产业“蝶变”是龙岩产业发展新
面貌生动注脚。近年来，龙岩构建了具
有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有色金属、机械
装备、文旅康养、建筑业、特色现代农业
不断壮大，数字经济、新材料新能源等新
兴产业方兴未艾，纺织、建材等产业转型
步稳蹄疾。

目前，龙岩已形成有色金属、文旅康
养、建筑业三个千亿级产业。今年一季
度，全市GDP增长7%，高于福建省平均
水平。在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带动下，
一季度龙岩规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28.1%、同比提高26.9个百分点。

国家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系列
政策，带给龙岩产业发展更大机遇。去
年，龙岩与粤港澳大湾区共建产业合作

试验区等重大事项获国家支持。
“龙岩将加快与湾区重要城市建立

交流协作机制步伐，打造‘老区+湾区’合
作样板；通过机械装备、新材料新能源、
生物医药、文旅康养等产业协作，加快产
业高质量发展。”龙岩市发改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

走在幸福的大道上

2019年前，龙岩市郊的紫金山社区
所在地还是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今
新兴的居民区旁，湖水清可见底，绿地青
草如茵；学校、体育馆、医养基地等配套
设施齐全。

这前后的巨变，源于近年来龙岩市
不断改变和提升城乡面貌，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打造
有温度的幸福文明城市的探索。

两年前，长汀县中复村的四季红种
养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50亩百香
果基地，带动20户脱贫户年户均增收
8000元。

今年，得益于当地以红色培训、红色
旅游带动乡村产业发展，这个合作社的
果蔬种植面积扩大到180亩。合作社成
员日子越过越红火，发展信心越来越足。

2012年开始，上杭古田镇陆续关停
水泥厂整治环境；近年来，当地又着力推
进乡村振兴，着力“两山”转化机制探索，
实现生态兴、百姓富。当地原以养殖业
为主的竹岭村，曾经村容脏乱差，通过整
治村庄环境，转型发展生态农业、休闲旅
游业等，现已成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截至去年底，龙岩市五年累计实施
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健康
医疗等为民办实事项目130余个，一批惠
民政策落地见效；全市七大特色农业全
产业链产值突破千亿元，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8.4%、高于经济增长水
平。 据新华社

早晨5点，刘洪生驾驶的养殖船已经
劈开波浪，驶向约一小时航程的生蚝养
殖区。

身后的岛越来越小，那是石城岛，辽
宁省庄河市的石城乡政府所在地。近年
来，这里以“政府+企业+渔民”模式打造
的“生蚝小镇”而闻名。

石城乡包括9个岛、礁、砣，陆地面积
仅有26.7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不到1.5万
亩。但石城岛海域广阔，海域总面积50.8
万亩，滩涂面积6000亩，大海成了岛上人
的“耕地”，仅生蚝养殖面积就达到10万
亩。人们餐桌上美味的生蚝，成了这个
乡许多人的生计所在。

到达养殖区，刘洪生和伙伴们熟练
地起筏收笼，一笼笼的生蚝被捞到船上，
再运回岛上，经简单加工后通过冷链快
递发往各地。

刘洪生负责养殖，包括放苗、捕捞和
养殖船的日常维护等，他的爱人韩秀丽
则在岛上组织人对捕捞后的生蚝进行清

理，两个人都供职于大连石城岛生蚝小
镇实业有限公司，日常生活、工作与生蚝
紧紧连在一起。

50岁的刘洪生介绍，自己24年前就
开始跟爱人一起养生蚝。从在海边礁石
上刨生蚝苗，到养到收到卖，全要自己操
心。那时的品种二倍体小生蚝有约半年
时间无法上市，没有任何收益，赶上冬天
上市的时候，又得冒着严寒开壳取肉，而
且只能卖到附近很小的范围。

“我最早开的船是18马力的木船，现
在这条船是钢制的，280马力，船是越开
越大了。”刘洪生对公司的前景颇为看
好，他的月收入能有1.5万元，“现在我就
干分内那点儿工作，比以前挣的还多，而
且风险小了很多。”

回岛，收获的生蚝转移到岸边的场
地，韩秀丽开始领着几十名妇女清理生
蚝上附着的贻贝等杂物，并把生长在一
起的生蚝分开。她说：“以前卖生蚝是论
斤卖，一斤差不多1块3，现在论个卖，算
起来一斤能卖8块。岛上人很少出去打
工，岛上就有活干，有时还找不到人，还
有不少人到岛上来打工呢。”

初步清理后的生蚝被送进公司在岛
上的厂房里，经过自动化的清洗、按重量
分拣等程序，保温打包后发往全国各地。

大连石城岛生蚝小镇实业有限公司
养殖场负责人王明新说，现在的三倍体
生蚝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出，个头大，蚝肉
肥厚，通过冷链运输到其他城市还非常
鲜活，生蚝不再只是海边人的美食，这里
养殖三倍体生蚝的人越来越多了。

午后，清理完这一处生蚝的妇女们
推上电瓶车，开始赶往别处继续工作。

石城乡党委书记姜华说，石城乡是
典型的集水产养殖、生产、加工、销售为
主体的渔业乡镇，乡里的特色项目就是
生蚝养殖、加工、销售，80%以上的居民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海洋生产有关的工
作。这几年因为生蚝品种升级、产量增
加，冷链运输提升、市场扩大，农户增收效
果显著，青壮年人均年收入11万元左右。

聊起三倍体生蚝的红火，旁边一位
乡干部插话说：“现在能干活儿的妇女都
去干活儿挣钱，不怎么赶海了，看不上到
海边挖野生蚝的收益，海边野生蚝都越
来越多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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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生蚝富小镇

龙岩焕新颜：
闽西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观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