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觉得这次表演很棒，可以吸取更丰
富的经验。永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
永春老醋、永春芦柑、永春白鹤拳……”近
日，来自台湾庄敬高职学校的表演团队“舞
动”五里古街，一曲青春动感的《青春修炼手
册》将全场推向高潮，学生们在旋律下尽情
歌唱、跳舞，展现了青春与活力，台湾青年李
心彤是此次永春之行的成员之一。

当天，EXO、twice、泡泡糖等活力四射
的演出团队，或动作整齐划一，或舞姿曼妙
潇洒，或青春活力四射，展现了街舞、流行舞
的独特与魅力。

“这一次来永春做一个专场，学生学习
到很多，他们没有见过这么棒的舞台，刚好
也来认识一下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吸收
到非常多的养分，这将为他们在编排舞蹈或
其他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台湾庄敬高职

学校餐饮科学群组长李冠贤说。
据悉，为进一步推进闽台文化交流，增

进闽台青年互相理解与认同，促进两岸青年
交流与合作，在2024永春第二届海丝中国
年活动期间，“台湾之光”力美文化艺术团交
流团携手台湾青年跨海来到五里古街舞动
青春，展现大型台湾主题街舞秀。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少数民族欢快乐舞，
该舞蹈漂亮的服饰、喜庆热闹的舞姿令许
多来五里古街的游客和群众耳目一新。富
有感染力的阿美人舞蹈、动感火辣的台湾
街舞、韵味十足的排湾人古调及阿美人歌
谣等表演，在五里古街唱响闽台融合新春欢
乐曲。

“我们五里古街‘台湾之光’团队邀请了
台湾力美文化艺术团来到古街进行交流演
出，丰富了我们的节日文化生活，从现场氛

围看，深受广大游客的喜欢和欢迎。”五里街
镇副镇长郑婷婷说。

台湾力美文化艺术团领队祖裔斯·喇羿
丝也表示，这次的表演带动了两地文化交流
的融合，效果非常好。临别时，117位师生还
特地录制感谢视频，感谢永春有一个这么棒
的舞台给他们这群跨海而来的台湾青少年
展现青春的机会。

此次的文化交流以歌舞为媒，进一步促
进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2月15日，台湾
少数民族阿美人团队还应泉州市文旅局盛
情邀约参与泉州市民俗元宵踩街活动，成为
最具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表演之余，台湾师生们还先后到侨新老
醋观光工厂、深静科技馆、永春职专等处，通
过实地参观、现场体验、交流座谈等方式，感
受永春醋文化的魅力、科技带来的震撼与惊
喜，与永春职专就研学合作、实习就业等方
面内容开展交流研讨，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加强沟通，促进更多的两岸学子相互交
流、学习、了解。

（颜彩虹 苏榆轴 黄婷婷）

11□电话：0595-22500156 传真：0595-22500022 E-mail:tlb@qzwb.com
□责任编辑：黄璧娇 □美术编辑：陈惠婉

2024 年 3 月 4 日 星期一

地方新闻
QUANZHOU EVENING NEWS

2023年,永春县深入贯彻省委、市委
“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部
署，实施“全面提振精气神 奋勇争先展新
貌”行动。一年来，该县坚持把出发点建立
在提振干部精气神、促进工作提质增效上，
建清单、严管理、造氛围、强激励，按照“自
选动作要增彩，重点工作勇争先”的目标要
求，深化实施“八大工程”“16个重点专项”、
221个子项目，激发了各级党员干部迎难而
上、克难求进、勇于争先的干事创业精气神，
赋能发展新动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在思想状态上。该县深入开展主题教
育，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第一任务，落实“第一议题”制
度，为发展“充电”，为实战“蓄能”。聚焦重
点工作、关键领域，评选产生担当者289
人，大力宣扬“90后”好青年潘灿灿勇跳急
流、舍己救人的先进事迹，学习榜样精神，
传递先进力量，把先进典型的优秀作风转
化为干事创业的清新之风。突破思维的“峡
谷”。用旧思维的“图”是索不到新时代的

“骥”，凭老办法的“票”是登不上新航程的
“船”。在工作中大胆求新求变，创新产业集

群招商模式，政企合作招引大湾区智能终
端产业集群项目，投产后年税收突破4300
万元。大胆破解财政保障难题，国家专项债
项目过审23个，通过率位居全省前列，向
上争取资金24.9亿元，其中乡镇争取资金
3.2亿元，最少的乡镇也有900万元。财政
综合绩效保持全市第一，连续两年进入全
国500名内，“五好两宜”和美乡村项目获
得财政部奖补资金2亿元。冲破心理的“大
山”。扫清了“不敢超越前人他人”“不敢涉
足未知领域”的心理藩篱，促成五里古街与
马来西亚鸡场街缔结友好街区，促进两地
文化、旅游、经贸等交流往来，重磅亮相央
视综合频道专题节目《美美与共》。到联合
国总部参加国际茶日文化交流活动，在福
州举办永春佛手茶文化暨文旅项目推介活
动，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永春、推介永春。
仅用7个月完成泉州市技师学院（一期）建
设，首批招生人数1100名，实现永春大学
院校“零突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项目获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十四五”能源领域科
技创新规划》。

在行动执行中。全县上下解放思想、

敢为善为，在难题面前敢闯敢试，在攻坚
克难中创新突破、奋勇争先。“敢为”的前
提是“想为”，立足岗位实际想做事，并且
清楚知道该做什么，形成“不干，永远不
会犯错误，但永远是错误”的真抓实干氛
围。2023年全县推动实现了264个企业
项目增资 33.6 亿元，扩产 50亿元，新开
工项目122个、竣工项目110个，分别比
增 54.43%、59.42%，60个省市重点项目
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投资任务。桃溪水
利风景区获水利部推广。在乡村建设评
价“村景拍拍”工作中，农村风貌和谐度
位居全国第一，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
目中期评估获全国第二。全年GDP增速
5.4%、比升7.8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8、
比2022年进位5名，在全市晾晒比拼中
获得“红旗”36面。树立“马上就办、办就
好办”的行动导向。全县上下统一步调，
该办的事坚决办，能办的事马上办，难办
的事想法办，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

“办好”想办法。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全县
检控类、检控类重复件及反映科级干部
检控类信访举报同比分别下降 27.6%、

47.8%、41%。为 3名受到不实举报的干
部澄清正名；快查严处、追责问责履职不
力干部129名；一线提拔73人、晋级284
人，9人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荣誉称
号。2023 年各级各部门“清单式”“点对
点”助企纾困，协调解决问题 268项，营
商环境考评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市第
二，获评全市“营商环境工作标杆县”。

在落地见效上。实干是最好的落实，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
永春新篇章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
要脚踏实地，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务
实求真，注重实效，用好“重点工作定期调
度”等机制，精准发力，推动各项工作做
实、做细、做成。承载能力持续增强。坚持

“国营”与“民营”并行推进，实行两者同等
待遇、同等政策，加快园区标准化建设，建
成标准化厂房28万平方米，招商入驻率
超80%；高效推进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
工作，完成试点项目25个，新增建筑面积
83.6万平方米，为项目落地提供更充足的
发展空间；发展动能有效集聚。新增专精
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等“国字号”企业

25家。推动牛姆林景区焕新开业、五里古
街开街运营，打造魁星书院、永春东农产
品冷链物流园；民生福祉更加殷实。超八
成财政收入投入民生领域，公共服务领域
民生转移支付比例达90%，完成54件为
民办实事项目，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用，
学前教育发展综合排名位居全市第二，获
评全国“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年人关
爱工程”示范县。

思想的“闸门”一打开，干部的精气神
再凝聚，新思路、新理念必定充分涌流，新
举措、新办法一定层出不穷，新活力、新动
能必将充分迸发。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
负奋斗者，荣光属于实干家。在新的一年
里，要增强发展意识、机遇意识、竞争意识，
使劲跳起来摘桃子，以更高的思想之新引
领发展之新，以更深的观念之变带动工作
之变。 （永春县委办）

敢拼善赢是最耀眼的勋章
——永春县深入开展“全面提振精气神 奋勇争先展新貌”行动

百名台湾师生“舞动”五里古街

本报讯 德化县聚焦
“问题、民生、成果、实效”
等4个导向，将巡察发现
的共性问题和行业、领

域、系统典型问题，通过《巡察建
议书》的方式，提出意见建议，督

促被巡察单位及相关部门同题共改、
系统施治，合力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此举进一步深化巡察反馈问题整改

和巡察成果运用，促进巡察整改落实见
效，推动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堵塞一类漏
洞、完善一套制度、形成一批成果，进一

步提升巡察整改质效。去年以来，该县
发出巡察建议书3份，提出各类意见建
议9条，有效推动林业资源碳汇开发、项
目结算评审等更加规范、更加高效。

“巡察建议书制度的实施，进一步
传导了压力，压实了责任，对巡察中发
现的问题真改、实改、立即改、改到位，
起到了助推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探索推动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的有效
途径，促成监督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
有机结合。”德化县委巡察办主要负责
人说。 （徐泳堃）

用好“建议书”
巡察提质效

瓷配套产品瓷配套产品《《桃花记桃花记》》

石牛山观竹海石牛山观竹海

南埕南埕··竹溪里宛若仙境竹溪里宛若仙境

台湾少数民族阿美人团队进行歌舞表演台湾少数民族阿美人团队进行歌舞表演 （（陈志鹏陈志鹏 摄摄））

““竹木竹木++陶瓷陶瓷””制品制品《《敦煌果盘敦煌果盘》》
“不可居无竹”，竹节竹品映风骨。在

德化乡村，房前屋后，或是家中摆件、食品、
用品，常可见竹子的身影。德化县素有“中
国竹子之乡”的美誉，竹林面积约26.43万
亩。近年来，德化县立足竹业资源优势，不
断延伸产业链条，构建美丽乡村竹林风景
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县目前有竹木加
工企业100多家，年产值超1.5亿元。

以竹为品 助力乡村振兴

漫步赤水老街，街边的商店随意地摆
放着各种精美的手工竹编制品，古朴的乡
村气息扑面而来。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
村民坐在店门口，用长长的竹篾编制着竹
篮、竹筐、竹椅。村民陈慧莲说：“我这家店
已经开了十几年，现在到九仙山的游客越
来越多，他们来到店里，看到手工竹编产品
都很喜欢，常常会买一两个带回家。”

竹子浑身都是宝，赤水镇毛竹林面积约
1700亩，一年下来竹笋、笋干也可以为村民
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据了解，赤水镇每年
可产竹笋干约20吨，年创收近百万元。

在不久前的全县工作会上，雷峰镇李
溪村更是被授予“2023年度德化县特色现
代农业丰产毛竹示范基地”荣誉称号。村书
记陈华焱告诉笔者：“经过锄草抚育、拉沟
施肥、合理采挖、配套完善竹林道路建设等
现代经营措施，如今毛竹林已从原来的平
均立竹量每亩不足60根、平均胸径只有5
厘米，提高至每亩220根以上、平均胸径8
厘米以上，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出效

益。”据统计，李溪村竹林面积约2163亩，
其中丰产毛竹林培育基地面积 830 亩。
2023年丰产毛竹林培育基地生产3万多根
商品毛竹，年产值820元/亩，创收70多万
元，大大提高当地村民的收入水平。

据了解，2023年，德化县开展毛竹林
基地建设10个、面积超1000亩、补助合计
39.2万元；新建竹林道路10.4公里、补助合
计14.27万元。

以竹兴业 融合“破圈”发展

“我们公司的竹炭锅首创以竹炭基材
料打造，是‘大健康’产品，填补了目前高端
厨具行业的空白。”福建华夏金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林小娃告诉笔者。为保护矿产
资源，促进国民企业健康发展，华夏金刚投
入大量科研经费，研发新型材料，升级传统
家用品和商用的烹饪器皿，提升华夏金刚
可持续发展能力，在2022年10月研制成
功“一种竹炭锅的配方及制备工艺”的发明
专利，随后在2023年12月又推出了迭代

“一种将竹炭和石墨与陶瓷釉结合的烹饪
器皿”的发明专利。竹炭锅原材料采用可再
生循环利用的毛竹，经900度以上高温焙
烧、碳化、精炼制作而成，替代了原陶瓷产品
不可再生的高岭土，实现厨房用具从无机物
到有机物的转变。竹炭锅的研发技术突破了

陶瓷产品绝缘性能无法直接导磁传热的缺
点，扩展了陶瓷产品在电磁炉上等其他应用
场景。伴随竹炭锅的广泛推广，竹炭原料的
消耗带动了德化本地竹产业的发展。

在福建省德化八浪茶艺有限公司，研
发团队正在研发新产品，该公司以陶瓷产业
链配套开发生产竹木及其他进口材料的新
中式桌椅、展示柜、博古架等家居用品。笔者
在现场看到一款名为“桃花记”的竹制品，样
式精美，可供放置陶瓷茶具，结合竹子本身
散发出“淡泊”意境，提升茶室的雅趣和品茶
的乐趣。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该产品为去年
10月份的爆款产品。“过去我们主要生产竹
木制品，近几年也生产一些‘瓷配套’产品，
今年打算看看在竹木和陶瓷融合上能否有
新的突破。”颜庆传董事长说道。

近年来，德化县竹产业紧盯巨大发展
潜力，大力实施“竹木+陶瓷”产业融合发
展，加强与知名陶瓷品牌、电商平台的合
作，做强生产、做精产品、做优品牌，不断提
升竹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以竹促游 刮起“竹林风”

去“南埕·竹溪里”拍照打卡，成为去年
下半年德化县周边游的热门话题。竹溪里
坐落于全国生态文化村、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南埕镇南埕村时光田园综合体花海漫

境内，周边有淳朴秀丽的小镇田园风光和
传统农耕文化，山水相依、彰显乡土韵味，
置身其中，颇有“世外桃源”之感。竹林面积
约15亩，与周边樟树、溪水、田园等生态资
源完美融合。“竹溪里旨在以竹为景、以溪水
为依，打造集竹林观光、乡土休闲、农旅体
验、山乡人居、度假养生等功能为一体的乡
村休闲旅游打卡点。”南埕镇干部郭玉墘告
诉笔者。2023年以来，该景点吸引游客前往
打卡拍照2万多人次，同时带动周
边村民就业和收入。

距离竹溪里约10来分
钟车程便是德化县4A
级景区石牛山，境
内有毛竹林上
千亩，绵延
数百平方公
里，乘坐
缆车，放

眼望去，秀姿万千的翠竹一碧千里，自然成
画，形成“观竹海”的盛景，令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德化县以陶瓷、竹林等本土特
色挖掘旅游资源，实施“文旅提升”专项，
2023年30个旅游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6.2
亿元，全年旅游收入突破100亿元，获评
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

（陈巧灵 文/图）

竹子经济“节节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