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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1年龙岩市台商金秋恳
谈会召开，市领导邓菊芳、廖
深洪，市台港澳办、市台商协
会 等 市 直 有 关 部 门 、 各 县
（市、区）和龙岩高新区、经
开区有关负责人，国台办对口
支援挂职干部，在岩台胞台企
代表等参加会议。

受市委书记李建成、市长
胡盛委托，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邓菊芳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在岩台商台胞致以诚挚的问

候和美好的祝愿，对台商台胞多年来为龙岩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她充分
肯定了近年来我市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取得的积
极成效，要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
进一步推进龙台两地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
手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邓菊芳希望广大台商台胞看到龙岩发展的
巨大机遇，坚定扎根龙岩发展的信心，努力把
握两岸经济发展新动脉，在“五个龙岩”建设
中找准发展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我市“5+N”
产业体系，推进龙台优势产业融合发展；继续

用好用活省、市两级政策支持，鼓励台湾青年
来岩就业创业；继续落细落实各项惠台政策，
与台湾同胞分享龙岩的发展机遇；用心服务在
岩台胞台企，推动台胞享受与大陆居民同等待
遇。台商协会要大力宣传和推介龙岩，积极配
合招商引资。通过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共同服
务好在岩台胞台企，为两岸融合发展、促进祖
国统一发挥更大作用。

恳谈会前，我市还向参会台商台企推荐了
龙岩产业招商项目，解读了相关惠台政策文
件。（曾俊钦 郭春杭 黄锦）

11月7日，我市收到省林业局发来的喜
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同意将北京
市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和福建省上杭白砂国有
林场列为履行《联合国森林文书》示范单

位。市林业局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至此全国
共有17家单位被授牌，其中上杭白砂国有林
场是我省唯一一家被授牌的林业单位。

《联合国森林文书》原名为《国际森林

文书》，于2007年在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上通
过，凝聚了世界各国对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
共识，被认为是未来林业国际法的基础，旨
在通过全球森林可持续经营，消除贫困、改
善生态、促进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被授牌
的17家示范单位，在履行《联合国森林文
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得到国际社会
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

上杭白砂国有林场经营面积10.8万亩，森
林总蓄积93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96%。近年
来，该林场通过实施科学森林资源培育、引
进高端人才开展林业科技研究、大力发展立
体林业等方式，在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林
业科技创新、产业效益惠农等方面取得突出
成效，并获得多张国家级“名片”：国家级

现代林业科技示范园、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
地、全国自然教育基地、全国森林经营试点
单位、全国林草科普基地、中国林业产业突
出贡献奖单位、国家森林公园等。

据介绍，接下来上杭白砂国有林场将按
照履行《联合国森林文书》示范单位建设方
案编制实施指南，搭建好森林可持续经营经
验分享平台和最佳实践对外展示窗口，切实
发挥好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林阿玲）

近日，位于武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省级
科技孵化器二期，入驻企业宽敞洁净的无尘车
间内，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忙生产、赶订单。
据介绍，截至目前，武平以新型显示为重点的
信息企业达75家，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武平的生动实践正印证着我市生态文明建
设产生的“乘数效应”。

生态是龙岩最大的品牌、名片、优势，多
做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促进的文
章，是新龙岩建设时代命题。近年来，我市深
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
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推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
发展协调共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优势，着力建设现代“绿色农业”“绿色工
业”和“绿色康养”，全面促进产业提质增
效。

我市加快经济绿色转型升级，推进绿色制
造，积极开展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盈乡村
的创建工作，大力扶持清洁生产企业，初步构
建了绿色工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越夯越
实：龙岩获批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1%；上杭县以“循环经
济”模式打造“海西铜都”引起全国关注；漳

平市成为全国七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新区之一和全省第二个国

家 级 可

持续发展实验区；龙净集团的环保技术全国同
行业一流；龙雁经济开发区、蛟洋工业园区获
批省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紫金铜业公司等6家
企业获批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15家单位入选
省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全市共有1288个绿
盈乡村，占比70.8%，在全省排名前列。

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新罗“党建领航银雁腾
飞，绿色发展生态新罗”、永定土楼十里长
廊、上杭“红色圣地、生态古田”、武平15朵
金花、长汀“田园牧歌—七星闪耀”、连城
“红土朋口、项公故里”、漳平台湾小镇等集
产业、生态、文化为一体的一批富有老区苏区
红色特色和生态绿色的美丽乡村示范片区……

绿色农业方面，龙岩的成绩同样精彩。我
市致力于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
构建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绿色产业
体系，围绕七大优势特色产业和“八大干、八
大珍、八大鲜”特色产品开展了现代农业产业
园创建工作。2020年实现七大特色优势产业全
产业链产值834.2亿元，比增9.66%。加快推进
闽西“八大干、八大珍、八大鲜”提档升级。
当前已形成3个有机食品、78个绿色食品、309
个无公害农产品。龙岩“福建百香果”成功申
报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龙岩是红色圣地、生态福地和客家祖地。
我市立足“红色、客家、生态”三大文化优
势，深化产业融合， 持 续

打 响

“红色古田·养生龙岩”品牌，加快发展以旅
游为主导的现代商贸服务业，持续推动“文旅
+互联网+相关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模式。
“红色+绿色”旅游呈井喷发展。2020年，全
市接待游客4037万人次，居全省第四，实现旅
游收入402亿元，居全省第三。

得益于生态文明建设，我市经济结构持续
优化升级。数据显示，我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5年的11.5∶52.7∶35.8调整为2020年的11.1
∶44.0∶44.9，产业结构实现了由工业为主向
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绿色产业结构体系
构建工作成效显著。此外，2016—2020年全市
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21.7%，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0月14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我市被授予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荣誉称号，成为美丽中国
建设的优等生。这标志着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站
上新起点、迈出新政策。生态文明建设，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
化创建工作，巩固提升创建成果，建立健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机制，积极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在更高水平上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聚力建设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注入绿色新动能。

（石芳 黄美珍）

龍岩鄉情 11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農曆十月十八）

92年前红四军“红旗跃过汀江”渡口所
在地长汀县濯田镇水口村，今年种植与槟榔
芋、烤烟轮作的晚稻500亩目前完成收割，亩
产达到500公斤。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该村
在红军渡口旁晚稻田野上种植“建党100周
年”和“乡村振兴”的水稻画，让游客在观
景台观景。图为日前该村水稻画美景鸟瞰。
（傅长盛 摄）

近日，龙岩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在龙津
湖公园揭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溢，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单
位代表、志愿者等参加活动。

龙岩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是我市深化拓
展党中央关于试点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重大决策部署的生动体现；是贯彻落实市第
六次党代会精神，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
龙岩的文明实践“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务实
之举；是纵深推进高质量文明实践、高品质
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提高群
众文化素养的重要举措。

该基地由市委文明办、龙岩烟草工业有
限公司和龙岩文旅汇金发展集团共建，以打
造“公园书房”为依托，为广大市民提供阅
读空间，为中心城区单位开展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提供活动阵地。基地总面积558平方
米，现有藏书1万多册，设有新时代文明实践
展示区、亲子阅读区、志愿服务区等公益活
动场所。

今 年 来 ， 我 市 率 先 实 现 中 心 所 站 全 覆
盖，成立了全国首个设区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与北京海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
共建开创了全国首个跨省、跨区域共建先
例，创新打造全国首个院士精神特色点，建
立了福建省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专家智库，
启动建设工业（产业）园区文明实践基地。
当前，我市正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由量
到质的转变、主体力量由志愿者向广大人民
群众转变、工作领域由农村为主向城乡一体
转变，形成“人人都是文明实践者 人人共享
文明成果”的生动局面，为“五个龙岩”建
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揭幕仪式后，志愿者在现场开展了“快
乐阅读 伴我成长”亲子共读沙龙活动等志愿
服务活动。（阙国豪 郭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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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加快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福建侨报供稿）

 
水稻画美景鸟瞰

                       

龙岩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进入全国百强

龙岩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地揭牌

11月2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了《中国
城市竞争力报告No.19》，对中国内地和港澳
台地区291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
研究。该报告通过课题组的长期研究，利用指
标体系和客观数据，报告详细评价了2021年中
国291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可持续竞争
力及其他分项竞争力。在这份报告中，龙岩城
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全国第95名，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排名第128名。

近年来，地处东南沿海的革命老区龙岩
市，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一
批工业产业异军突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重
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民生短板加快补齐，老

区苏区振兴发展大力推进。根据2021年龙岩市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全市2020年生产总值
2880亿元，增长4.2%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总
收入329.8亿元、增长1.5%，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158.6亿元、增长1.9%；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3%；出口增长2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40370元、增长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0180元、增长7%。

人均GDP突破十万元，位居全国地级市第
22位，形成有色金属、建筑、文旅康养三个千
亿级产业，紫金矿业进入世界500强。老区龙
岩正朝着“建设闽西南生态型现代化城市，打
造有温度的幸福龙岩”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傅长盛）

2021年海峡客家  

厚植生态优势 引领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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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白砂国有林场获评履行《联合国森林文书》示范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