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赋能 筑梦乡村振兴
泉州台商投资区大力建设特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走进泉州台商投资区，产业旺、农村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徐徐铺开。
久久为功，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近年来，泉州台商投资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的决策部署，突出党建
引领、融合发展、乡村建设和示范工程，以“要素保障、都市农业、环境提升、多方联营”赋
能乡村全面振兴，集中力量办好办成一批农民可感可及的实事，建设具有台商区特色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融媒体记者 游怡冰 通讯员 陈孝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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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融合发展
资源要素源源不断聚集乡村

乡村振兴，党建引领。台商区以要
素保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乡村
振兴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出台贯彻

“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实
施意见，引导各类要素向乡村聚集。

政府引导之下，融合发展方兴未
艾——

推行“农业+林渔”模式，立足渔业禀
赋资源，推进渔业结构调整。发展花卉产
业，全区花卉种植面积4.5万平方米。

探索“农业+体验”模式，创新推出“共享农
业”“认种农业”，共打造插秧收割、果蔬采摘、鱼
苗养殖、木犁耕地等农事体验项目30余个，获评

“第二批福建省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创新“农业+文旅”模式，发展休闲观光、侨乡

文化IP、洛阳桥世遗文化旅游等农文旅产品，打造
海丝旅游、滨海旅游、近郊乡村生态旅游、红色旅游
4条精品旅游线路。

关键词：乡村建设
环境提升赋能乡村品质提升

台商区以环境提升赋能乡村品质提升，开展新一轮
村庄分类，全区67个行政村共分为城郊融合、集聚提升、
文化传承、民族团结、侨台赓续等5种类型，坚持“政府引
导、规划先行、分类推进、示范带动、整体提升”的原则，持续
改善提升乡村建设品质。

“清洁台商区”名副其实，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83.3％，人居环境卫生考评成绩连续9年
排名全市前列。

“宜居台商区”脱颖而出，在乡村风
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和农村公共
服务提升等3大工程推动下，农村建筑
风貌不断提升，累计完成农村裸房整治
5257栋。

“靓丽台商区”不断凸显，每年新建、改
造提升296个乡村“五个美丽”示范点，由
点及面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关键词：试点示范
多方联营赋能文旅经济发展

一段时间来，台商区依托乡村振兴促
进会，深化“乡贤金钥匙工程”“商会、国
企挂钩联系村集体发展模式”，建立“国
企＋专业公司＋村集体＋农民”多方联
营模式，深挖侨乡、古桥古村落等历史文
化、美丽流域和滨海生态资源，以试点示
范引领文旅经济融合发展。

打造滨海精品示范线——整合近30
公里的海岸线资源，创建以“滨海新区
听风看海”为主题的张坂蓝色滨海示范
线，获评市级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线。

打造美丽田园风光示范片区——聚
焦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挖掘下曾溪流
域和百崎湖周边自然资源，分三年推动

“连片整治·千亩良田”示范项目建设。
打造侨乡古镇文旅新坐标——龙苍

社区依托40多幢闽南古厝、番客楼，塑造
独具风格的“侨乡文化名村”。

洛阳桥蔡襄石像下，风雅洛阳秀夺人眼
球，南音、古典乐器、汉服、提线木偶等传统
艺术吸引游客，一段时间来，台商区洛阳镇
不时举办活动，洛阳古街再现宋韵市集、古
风市集等，再现宋元繁华场景。

据悉，洛阳镇以千年古桥古镇世遗文化
IP为契机，策划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开
辟“侨乡生态体验线”“古桥宋韵体验线”等
文旅路线，2023年累计接待游客150万人
次，其中，“五一”假期，洛阳桥成为人气最旺
的世界遗产点，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

洛阳镇策划特色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

2023年接待游客150万人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台商区将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要素保障、政策支
持、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
聚焦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找准抓手
载体务实推进乡村治理，由表及里培育文明
乡风，以科学规划引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特别是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广泛发动
社会各界力量，探索“国企牵头+专业运营商、
村集体、农民”的多方联营共富模式，策划实
施一批新民宿、艺术培训、文化展览和田园休
闲旅游产业项目，发展特色新文旅，实现国企
壮大、乡村振兴、农民共同富裕。

泉州台商投资区党工委
书记苏延辉——

以更有力的举措
推动乡村振兴

典型
项目

●洛阳镇万安村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

●张坂镇后蔡村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已累计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7个、省

级美丽宜居村庄 1 个、“一村一品”专业村 2 个、
市级整镇推进“五好”乡镇2个、市级乡村振兴精
品示范线 1 条、省级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2 个、示
范村14个，省级“一村一品”专业村2个。

●实施“兴村善治头雁”培养计划，成立全

省首个采用“高校+政府+国企”合作模式的乡村
振兴学院。

●已挂牌成立1个博士专家工作站，拥有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人，引进台湾高层次人
才1人、台湾专才62人，各类人才总量超2万人。

●洛阳镇万安村、百崎乡白奇村和下埭村
获评“省级旅游特色村”。

●台商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获评全国松
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先进单位。

荣誉
榜

台商区整合海岸线资源创建张坂蓝色滨海示范台商区整合海岸线资源创建张坂蓝色滨海示范
线线。。图为玉沙湾公园图为玉沙湾公园。。

洛阳镇以千年古桥古镇世遗文化洛阳镇以千年古桥古镇世遗文化IPIP策划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策划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路，，万安村的古风市集等吸引四面八方客万安村的古风市集等吸引四面八方客。。

台商区台商区““一县一溪一特色一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光田园风光

（上接第一版） 此外，鲤城区综治中心整合服务、治
理、执法、监管等领域资源，建立健全“大综窗”受理机
制和矛盾纠纷化解制度，统筹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协调
联动、效力衔接等问题。惠安县综治中心结合本地特
色，将“艰苦奋斗、尊重科学、无私奉献、拼搏创业”的惠
女精神融入人民调解工作中，依托各级综治中心打造
惠女调解室，擦亮“惠女调解”品牌。

目前，我市已建成1个市级、13个县级、163个乡
级、2299个村级综治中心，均已实现规范化建设、实体
化运行。“有纠纷找综治中心”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线上发力 中心运转“加速度”
长治久安，民之所盼。围绕提升群众的平安获得

感，各地综治中心健全调度研判、协作联动机制，采取
“自办、转办、联办、督办”等方式，对群众提出的纠纷化
解、信访诉求、投诉举报、法律咨询、心理服务等各类事
项，以“平台派单”方式，分类流转导入办事程序，以信
息化赋能综治中心释放新质战斗力。

今年5月，德化县浔中镇乐陶村网格员在巡查时发
现，隆泰路与宝泰路交叉口路面破损，存在安全隐患，
于是通过平安德化微网格公众服务平台的“随手拍”功
能上报反映。县城管局接到县综治中心事件处置智能
流转后，迅速安排施工队对破损路面进行修复，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得到居民群众的点赞肯定。

在丰泽区，综治中心平台以“数字网格”为基础底
座，建设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开发拓展矛盾纠纷案
件线上提交、签收、交办、转办、联合办理等功能，实现矛
盾纠纷一揽子调处。洛江区综治中心以“331调解模式”
推进建设“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实行“五对
接”工作机制，完善民生诉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快速响
应“闭合环”处置机制，有效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水
平。石狮市综治中心不断擦亮“和润狮城·订单分包”品
牌，持续优化“报单—派单—办单—跟单—结单”矛盾化
解“五单”新模式，构建“纠纷清单流转，化解动态追溯”
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晋江市综治中心迭代升级

“智慧网格”信息平台功能，优化完善民意事件速办、任
务表格下发、吹哨报到处置等功能，开放运行“晋江网格
服务”群众端口，推动平台应用主体更加多元，实现共治
共享。永春县综治中心依托泉州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平
台，推动人口、房屋、楼宇、单位等入网入格，实现实时查
询、精准管理，不断夯实社会治理基础。

据悉，各县级综治中心均设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
以“实战实效”为导向，依托信息平台，实现全流程指
挥、调度、监督各类社会治理事件，打造跨层级、跨部
门、跨系统的基层善治“智慧中枢”。基层网格员通过手
机APP，常态化入户访查，主动排查发现矛盾纠纷、问
题隐患并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开展信息采集工作，并上
传县级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实现基础数据“掌上汇集”。
同时，通过县级社会治理综合调度指挥平台，将接收的
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按照属地或者属事的原则，分发
调度、及时流转给乡镇和部门，由具体经办部门办理处
置，构建“党政主导、政法主抓、部门主动、数据主智”的
社会治理新格局。

今年以来，全市共排查矛盾纠纷44443起，成功化
解40639起。各级综治中心已受理群众诉求35882件，办
结32553件，办结率90.72%，共服务群众86716人次。

新田野 新希望

“一子落”才能“满盘活”，“点”上
开花，让示范引领集聚动能。泉州结合
现代农业发展布局和“和美海丝侨乡”
建设，坚持“以点串线、以线成带、以带
促面”，聚力打造示范带，探索乡村振
兴新路径。

“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走具有泉州
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泉州乡村振兴

“十大行动”明确了121项乡村振兴重
点任务及8个牵头市直部门，推动省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共实施项目576
个，完成投资3.3亿元，46条乡村振兴
示范线共实施项目 269个，实现投资
3.88亿元。

迈向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落脚
点。生态宜居、农旅融合、乡村善治、一

村一品、传统村落、民族团结、乡建乡
创、和美侨乡、美丽海岛……全市146
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通过不断摸
索乡村共富新路径，依托资源优势，确
定主导产业、融入多种业态，拥有200
多个各类主导产业，实现年总产值超
20亿元，村集体经营总收入达1.37亿
元，“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美好图景
愈发清晰。

立足地方特色，乡村的土特产也能
结出“致富果”。在惠安县崇武镇五峰
村，当地打响鱼卷金字招牌，采取龙头
产品拉动模式，大力推动崇武鱼卷的
生产、加工和销售，通过鱼卷产业关联

海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带动周边
农户380多户，实现项目区内农户人均
收入在3万元左右。拥有500多年漆篮
文化的永春县仙夹镇龙水村，通过做
强漆篮产业，发展特色文化研学，做活
乡村旅游，带动380多人家门口就业，
推动漆篮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并培
育各级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数十名。

凝聚社会力量，绘就共富“同心
圆”。“将自己的余生和最优秀的作品留
给故土，留给泉州。”安溪县金谷镇，雕
塑家陈文令自费出资建设集旅游观光、
运动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公益性乡村艺

术公园金谷溪岸，“网红效应”成功转化
为“网红经济”。晋江市溪边村，全国政
协常委、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康先
后捐赠1.25亿元用于支持美丽乡村建
设，全村人住上了“小别墅”；推动溪边
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盘活所有土地，
有效实现村民、村集体双增收。

据统计，泉州引导组建128家“强
村公司”，实施864个村企合作项目，去
年新增百万村财村112个（总数达325
个），全市建制村村财均达20万元以
上。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城乡供需循
环越来越通畅，新时代的农村充满希
望，城乡融合的泉州样板写满未来。

乡村示范，创建“辐射带”，实现城乡集体个人双向奔“富”

（上接第一版）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游怡冰 实习
生张奕涛）23日，市委宣传部、市发展
改革委、市妇联、市妇儿工委办共同主
办“泉释精彩·童创未来”泉州市儿童
友好城市主题宣传作品发布暨儿童友
好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为广泛宣传儿童友好理念，提升泉
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公众认知度和
影响力，并塑造泉州儿童友好城市独特
且鲜明的形象，传播泉州建设儿童友好
城市的美好愿景，从去年9月起，我市面
向全社会开展儿童友好城市LOGO标
识、卡通IP形象、宣传标语等征集活动，
共征集到作品1806件。经过严格的网络
投票和儿童观察团成员投票，以及评审

委员会的初评、复评、终评和网络公示环
节，最终确定了泉州市儿童友好城市
LOGO标识、卡通IP形象、宣传标语。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以“小桔灯”关
爱困境儿童为主题的友好关爱活动，以
展示泉州儿童友好城市LOGO标识和
城市IP形象的衍生品为主的友爱市集
活动，并开展陶瓷、影雕、竹藤编、花灯、
木偶戏等非遗传统手作研学体验活动。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儿
童事业和儿童发展，为儿童生存、发
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的实现提供了
重要制度保障。儿童健康核心指标、儿
童教育均处于全省前列，儿童福利保
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儿童法律保护不
断加强，儿童生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
化，儿童发展和儿童事业取得了历史
性新成就，去年4月入选第二批建设国

家儿童友好城市。我市全面推进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目前，全市已完成1400
多个老旧小区适儿化改造建设，建成
332个口袋公园、48个市级中小学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11个儿童福利机构、12
个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76家残疾
儿童康复服务机构，同时出台《泉州市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等35个
配套政策。

“泉释精彩·童创未来”
我市举办儿童友好城市主题宣传作品发布暨儿童友好宣传活动

乡镇上连县、下带村，内聚要素、外
拓市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枢纽，是推
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一环。

泉州在全国率先提出“乡村振兴整
镇推进”重大举措，133个乡镇按照城
乡融合型、工贸带动型、农业生态型分
类培育，搭建城乡互补的新桥梁；制定

“五好”评价体系，构建“强镇引领、以
镇带村、连村成线、村兴民富”的乡村
振兴新格局。

产业的“大集中”，带来了人口的
“大转移”。作为城乡融合型城镇，德化
县浔中镇立足“大城关”，试点推行以
镇带村、村级抱团的“镇级国企+强村
公司”发展模式，实施“连片带富”“百

万村财”专项行动，产业集聚效益逐步
凸显。据统计，自1978年以来，德化县
城区常住人口从不足 1 万人增加到
26.8 万 人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
78.8%，城关建成区面积从不足1平方
公里扩大到30.8平方公里。

如何探索以工贸带动经济发展
的道路，石狮市祥芝镇给出了“一港
两湾三园区”的发展思路。全镇立足
海洋经济基础和工贸内驱优势，打造

“一港两湾三园区”，以工贸带动强劲
内驱，形成集修造船、海洋捕捞、水产
品交易、冷冻、加工以及海洋培训为

一体的渔业产业链，“工贸+渔旅”融合
的“2+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业总产
值达30.87亿元，海洋经济全产业链产
值超100亿元，渔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5万元。

行走在南安市蓬华镇街道上，与
一座巨型脐橙造型的“橙堡”不期而
遇，“橙色风暴”正吹遍小镇的山头果
园、道路街巷和千家万户……近年
来，蓬华镇细作山区农文旅，立足“农
业产业强镇、生态旅游名镇”发展定
位，深耕“三美五换”，以“蓬橙+”项
目包为抓手，探索以项目共建富美产

业、从细节打造秀美风光、用共治建
设和美乡村的创建路径，串起绿色产
业链，实现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高
质量发展。

从 2021 年出台《泉州市乡村振
兴整镇推进的指导意见》至今，经过
三年的积累，泉州市整镇推进乡村
振兴模式愈加成熟。目前，30个整镇
推进创建乡镇共实施项目 361个，完
成投资 20.24 亿元；40 个整镇推进

“五好”乡镇完成投资 46.78 亿元，13
个镇入选省级乡村振兴示范乡镇创
建名单。

整镇推进，紧抓“牛鼻子”，搭建城乡互补的新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