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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振兴

油茶树成为“致富树”

一颗颗油茶鲜果，依次“闯”过智

能机器的颜色、形状等筛选关口。等

候在流水线旁的工人熟练打包、装

箱，运往全国各地。

这是江西省赣州市一家油茶生

产企业精深加工车间的一景。据企

业 负 责 人 介 绍 ，传 统 手 工 需 要 7 天

的生产流程，智能生产线 24 小时就

能完成。

得益于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等自

然条件，赣州是油茶生长的黄金带、

全国油茶的主产区。革命战争年代，

当地群众用珍贵的油茶从白区换回

食盐、药品等物资，送给子弟兵。如

今的油茶树，已成为赣州农民增收的

“致富树”。

“我现在种植油茶树 60 多亩，每

年有 20 多万元的纯收入。”赣州市上

犹县社溪镇龙田村村民方传春说，

“2016 年 初 我 从 广 东 回 到 家 乡 种 植

油茶，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不仅方便

照顾家人，还能和父老乡亲们一起

创业。”

近年来，赣州引进培育 10 余家

油茶龙头企业，发展精深加工，延长

产业链条，研发生产茶皂素、肥皂、

洗发水等精深加工产品。同时大力

推 进 品 牌 建 设 ，“ 赣 南 茶 油 ”连 续 5

年荣登“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

牌百强榜”。

“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发展壮大

特色富民产业”，两份《方案》均对乡

村振兴作出相关部署。以产业振兴

为龙头，赣州、闽西两地纷纷因地制

宜引导资源下沉，不断释放乡村振兴

发展潜能。越来越多的老区优质农

产品，走出大山、走进都市。

在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捷文村，

漫山遍野的灵芝撑起村民的“致富

伞”。地处闽西革命老区的武平县，

森林覆盖率达 79.7%，林业始终是当

地最重要的发展资源。近年来，这个

“全国林改第一县”瞄准特色林下经

济，蹚出一条“靠山富山”的“兴林富

民”之路。

捷 文 村“ 两 委 ”带 领 村 民 成 立

合 作 社 ，探 索“ 党 支 部 +合 作 社 +基

地 +农 户 ”的 模 式 ，把“ 一 菌 、两 花 、

三 药 、四 色 ”产 业 作 为 村 里 的 林 下

特色产业。“我们将继续发扬‘敢为

人先、接力奋斗’的林改首创精神，

做好林下经济和特色种养，让绿水

青 山 变 成 金 山 银 山 。”村 党 支 部 书

记李财林说。

量质齐升做强实体经济

“制造”蝶变“智造”

自 动 导 引 运 输 车 输 送 原 材 料 ，

100 多 条 机 械 臂 精 准 抓 取 、灵 活 转

向 …… 在 赣 州 市 南 康 区 某 家 具 制

造 生 产 车 间 ，没 有 想 象 中 锯 声 阵

阵、木屑满天飞的景象。经过多年

发展，南康区推进家具产业从传统

“制造”向“智造”转型，成为我国最

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

时间回溯到 2012 年，《国务院关

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南康家

具产业基地建设。同时，当地创造性

推进赣州国际陆港的建设运营，极大

提升企业贸易便利化水平，让内陆赣

州进一步成为开放的前沿。

如今，“家居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已成为赣州市一块“金字招牌”，当地

不断推动数字产业化，打造数字产业

集群，发展人工智能等产业。2022 年

初，“江西省赣州市南康智能家居产

业集群”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先进制

造业集群项目。

“老区不老，风华正茂。”龙岩市

区树起的巨幅标语，总结了这片红土

地旧貌换新颜的发展新气象。在龙

岩市上杭县蛟洋工业园区，一批循环

经济产业链项目带动高质量发展活

力不断涌现。

地 处 闽 西 革 命 老 区 的 上 杭 县 ，

原 是 一 个 以 种 植 为 主 的 农 业 县 。

20 世 纪 90 年 代 紫 金 山 金 铜 矿 的 开

发，成为当地踏上发展高速路的转

折点。

“ 摆 脱 资 源 依 赖 ，走 上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之 路 才 是 根 本 出 路 。”上 杭

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前瞻布局

以锂电池材料、半导体材料为主要

方向的新材料产业，开辟创新发展

新赛道，走出了一条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之路。近两年，上杭县又开

始布局储能产业，谋求抢占发展制

高点。

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是拉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据了解，下

一步上杭县将加快布局一批重大产

业项目，发展壮大新材料产业，以创

新资源集聚推动产业进一步做大做

强，着力打造上杭经济新引擎。

绿色转型绘就发展底色

种树人变身卖“碳”翁

曾 经 的 武 夷 山 下 ，是 毛 泽 东 诗

词中的“路隘林深苔滑”。如今的革

命老区，绿色群山成为“路宽林茂粮

丰”的幸福靠山，“山下山下，风展红

旗如画”。

在 赣 州 市 会 昌 县 连 丰 村 ，过 去

满是泥泞和破烂砖头的废旧砖厂，

摇身变为山青水美的风景画，成为

村民休闲的好去处。巨大的变化，

村党支部书记刘兴泽看在眼里、喜

上眉梢：“路修好了，景也美了，连空

气都甜了。”

会昌县地处武夷山和南岭两条

超 级 山 脉 余 脉 之 上 ，矿 产 储 量 可

观，废弃矿场曾严重影响村容村貌

和 村 民 生 活 。 2021 年 3 月 起 ，会 昌

县 印 发 废 弃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实 施 方

案 ，采 用“ 政 府 主 导 、国 企 建 设 、综

合治理、收益共享”的模式，在一体

化 统 筹 推 进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的 基 础

上 ，针 对 不 同 废 弃 矿 点 的 特 殊 性 ，

实施“一矿一策”。

废弃矿山重披绿装，生态效益逐

步显现。绿色，成为老区高质量发展

的鲜明底色。

“我们村一棵树没砍，村民每人

都能拿到一笔分红。”福建省三明市

常口村党支部书记邓万富高兴地说，

保护好生态环境，看不见摸不着的

“空气”也能变成真金白银。

2021 年 5 月 18 日，在三明林业碳

票首发仪式上，常口村领取了编号为

“0000001”的全国第一张林业碳票，

从此走上“把空气变成可交易、可收

储、可贷款的‘真金白银’”的特色发

展之路。

林业碳票是林地林木的碳减排

量收益权的凭证，相当于每片林子的

固碳氧功能可以作为资产、进行交易

的“身份证”。常口村这张碳票共涉

及全村 3197 亩生态公益林，折算碳

减排量 12723 吨。“空气”卖出后，每

名 村 民 都 能 领 取 分 红 150 元 ，实 现

“碳票”变“钞票”。

“支持示范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探索”，《方案》将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机制创新，列为闽西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点工作。常

口村继续带头走在前列，如火如荼推

进福建全省首个净零碳排放乡村项

目建设。种树人变身卖“碳”翁，碳票

成了大型会议、赛事实现碳中和的新

方式。

“多种杉和松，子孙不会穷。”72

字的村规民约不仅刻在常口村的石

碑上，还深深镌刻在每一名村民的

心中：“饮水思源，牢记嘱托……绿

水青山、金山银山，永续利用、惠泽

子孙。”

聆听红土地“春天的故事”
—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一周年回眸

■本报记者 梁金凤 特约记者 郭冬明 特约通讯员 徐文涛

“做大做强脐橙、蔬菜、油茶、富硒

食品等特色农林产业，创建和打造农产

品区域品牌……”去年 3 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建设方案》，江西省赣州军分区安

远县人武部副部长任魁巍第一时间来

到村里宣讲。那段时间，走在村里经常

听 到 村 民 讨 论 ，未 来 长 河 村 该 如 何 发

展？怎样才能让家乡越来越美？

长 河 村 油 茶 种 植 历 史 悠 久 ，每 家

每 户 都 有 榨 茶 籽 油 的 习 惯 ，市 场 潜 力

较大。2020 年 3 月，赣州市油茶种植补

贴 由 每 亩 200、500 元 提 升 到 每 亩 400、

1000 元。同时，《江西省山茶油发展条

例》明 确 油 茶 种 苗 管 理 和 种 植 管 理 政

策 ，有 力 促 进 江 西 省 油 茶 产 业 高 质 量

发展。

我和其他村干部反复研究，决定成

立长河村供销合作社，主营生态茶油坊

业务，兼顾农资、金融、农机和电商服务，

带动村集体和社员增收。

说干就干。在人武部指导下，村里

遴选人员参加全县电商培训。然而，如

何动员村民参与种植以及如何打开市场

销路，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

我们到茶树苗圃基地，精心挑选优

质苗免费提供给村民，并联络农技人员

指导村民种植。2022 年 10 月，茶油坊建

成。我们按比例用茶籽兑换茶油，解决

了散户茶农榨油不方便和量少无法压榨

的问题。截至去年年底，茶油坊盈利 7

万多元。

为 进 一 步 做 好 便 民 惠 民 实 事 ，村

里 安 装 了 助 农 取 款 机 ，方 便 村 民 办 理

银行业务；开设电商服务点，收购当地

特色农产品进行统一包装、集中销售，

解 决 农 产 品 滞 销 难 题 ，降 低 快 递 物 流

成本。

如今，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正吐露新

芽，散发阵阵清香。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成为长河村的发展新图景。

（本报特约记者 郭冬明，通讯员

刘宗炎、王 伟采访整理）

满山油茶，舒展新枝芽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长河村党支部书记 廖献亮

革命老区福

建省三明市是全

国生态保护与建

设典型示范区，

探索出一条生态

环保和社会经济

民生协调发展之

路。

新 华 社 记

者 姜克红摄

江西省赣州

市发展油茶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还 开 发 出 化 妆

品、医药保健品

等，产业链不断

延伸，年产值超

过百亿元。

新 华 社 记

者 周 密摄

一对汉白玉砌成的风帆，托举着镰刀锤头，挺立在于

都河的碧波上。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长征前

夕，苏区妇女曾在很短时间内赶制了 20万双草鞋送给红

军将士，不让子弟兵赤脚上战场。

新长征，再出发。这片红土地吹响新时代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的号角。从简陋的手编草鞋到缝纫机、再到现代

化智能工厂，于都县纺织服装产业正大步向前，朝着打造

千亿级纺织产业集群的目标进发。

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老区人民过得好不

好，一直是习主席心中的深深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江

西省、福建省扎实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工作，取得重要进

展。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在全国 12片重点革命老区发展中

位于前列，为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发挥了带头作用，绘

就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生殷实的画卷。

2022年 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赣州、闽西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赣州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推动

示范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积极创造可复制可推广

的典型经验和制度成果”。

一年间，赣州、闽西革命老区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唱

响怎样的“春天的故事”？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 福建省龙岩市才溪镇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推进美丽乡村和红色景区建设。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培斜村地处闽西山区，曾经家家户

户守着大片竹林，却不知如何变现，年轻

人纷纷前往城市谋出路。

20 世纪 90 年代，我来到培斜村担任

党支部书记。“我们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卖

竹席呢？”穷则思变，我与村里几名党员

干部自筹 3 万元，成立当地第一家竹席

加工厂。

培斜村打响“竹经济”牌，村“两委”

决定乘势而上，成立竹凉席加工企业，新

建标准化厂房 2 万余平方米，采取“公

司+农户”模式，统一管理、销售。去年，

全村竹凉席年产 165 万床，销售额突破

1.7 亿元。

抱着“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的想法，我和村“两委”商议，决定引进铁

观音、丹桂等茶苗，在海拔较高的闲置地

种植无公害高山茶。如今，全村种植茶

叶 1500 多亩，茶叶年产值达 1000 万元。

2013 年，看着村里一些年轻人在网

上售卖竹席，一年赚了几十万元。我想：

“我们能不能试着拓展电子商务渠道？”

很快，村里建起可容纳近百家商户的“电

商一条街”，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培斜

村的竹席、茶叶，乘着电子商务的东风

“飞”向全国各地。2022 年，培斜村电子

商务销售额高达 6800 万元，成为全国 14

个电商村之一。

“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我们

村发展乡村旅游的灵感，是在河南洛阳

重渡沟村参观考察时想到的。培斜村

背靠九溪庐山，森林覆盖率达 83.7%，是

生态旅游宝地。去年，培斜村实现年接

待游客 52 万人次，旅游年收入突破 4000

万元。

如今，培斜村已破茧成蝶，“竹经济”

这张名片的含金量越来越高。我们一定

会用足用好党的好政策，带领村民把培

斜村建设成为八闽大地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红土共富示范村”，打造乡村振兴的

样板。

（欧贤胤、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文涛

采访整理）

翠竹一片，敲开致富门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培斜村党支部书记 华锦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