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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行，筑梦乡野。

近日，由福建省政协、民革福建省

委 员 会 等 联 合 主 办 的 2024 年 “ 同 心

杯”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营在三明市

举办，旨在深化两岸在农业、人文、青

年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乡村振兴

和两岸融合发展。

近年来，“同心杯”两岸青年乡村

振兴研修营把做好台湾“基层一线、青

年一代”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

合，引进台湾“见学馆”团队，借鉴台

湾产业生态化、小众化、精品化的经营

理念，助力“一地一策”产业活化，激

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市场终端需

求为导向，推动两岸乡村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

此次研修营以“同心、融合、共

筑”为主题，通过前期对三明市沙县区

南阳乡 9 个村的实地调研，充分挖掘地

方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以“福”文化

为切入点，对蜂蜜、茶油、大米、花

生、金针、茶叶等物产包装进行系列设

计并赋予美好寓意，打造“罗岩山”地

方公共品牌，呈现罗岩山的美丽自然、

优质特产和丰富文化，促进农文旅融合发

展，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其间，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营研习

基地和工作站正式揭牌，标志着双方在乡

村振兴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

段。同时，民革福建省委会与民革上海市

委会在活动期间签订了合作共建协议，台

湾“弯弯下乡”团队与大田县梅山镇签订

了乡建乡创合作协议。

两岸嘉宾还在会上作了 《助力乡村振

兴 融合同心与共》 等主旨发言。

台湾见学馆团队创办人许俊雄与台湾

“弯弯下乡”团队团长李胜雄分别就“罗岩

山公共品牌”打造及“红生香坪艺系明台”

等议题进行了主旨分享。他们表示，将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南阳乡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公共品牌，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活动现场设置了沙县罗岩太保庙和南

阳乡福文创孵化中心参观环节，大家纷纷

走进五福苑海峡两岸小吃技艺展示区，品

鉴两岸特色小吃，感受中华美食文化的独

特魅力。通过现场观摩和品鉴，不仅增进

了两岸民众之间的了解和情谊，也为南阳

乡乡村振兴增添了更多文化元素和创意灵

感。

在不少省政协委员看来，福建与台湾

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闽台两地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

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新模式，推动乡村产

业升级、业态创新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将

更多新的思维理念、好的经验模式引入两

岸乡村振兴实践。

“三明市将以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

试验区建设为抓手，聚焦乡村振兴这一主

题，不断推动两岸乡村融合向更宽领域、

更高层次迈进，努力为全国、全省探索更

多试点经验，走出一条具有三明特色的乡

村振兴之路。”三明市政协主席宋志强如

是说。

“近年来，省政协与民革省委会等单

位积极搭建合作交流平台，举办两岸青年

乡村振兴研修营活动，推动‘一地一策’

产业活化，取得了很好成效。”省政协副

主席严可仕表示，希望两岸团队在“双向

陪护”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加深了

解，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促进心灵契合

和“人的融合”，共同为两岸融合发展注

入新动力、新活力。

福建省政协：

筑梦两岸乡野
本报记者 王惠兵

“小 虎 ，这 次 中 秋 来 我 这 里 别

的 东 西 就 不 要 买 了 ，只 给 我 带 一

提荆门本地产的开胃脆萝卜皮就

行 了 。”中 秋 前 几 天 ，远 在 重 庆 的

姑妈给在湖北省荆门市上班的冯

小虎打电话说。

这对姑侄说的开胃脆萝卜皮，

就是荆门本地荆沙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种植、生产的农产品精品。

现在，走在荆门街头，随便走入一

家土特产店，就可购买诸如国宝桥

米、十里铺风干鸡、高油酸菜籽油

等荆门特色农产品。

几年前的荆门，在农业产业化

品牌建设方面还很欠缺。来自农

工党界别和九三学社界别的市政

协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当时荆门的

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

市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增收，但大

都处于分散经营状态，难以形成共

商 共 建 的 产 业 共 同 体 ，品 牌 力 不

强，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不够。

于是，委员们建议，深入实施“品种

品质品牌”战略，完善特色农产品

标准生产体系，制定特色农产品生

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加大对全

市职业技术院校农业专业的政策

支持、资金投入，加快培养科技领

军人才和研发团队，提高对高级农

业技术人才的聚集力等。

建 议 得 到 市 委 、市 政 府 的 高

度重视。荆门在打造“荆品名门”

农 产 品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基 础 上 ，提

出打造农业产业化“六个一工程”

即“ 一 袋 米 ”“ 一 壶 油 ”“ 一 头 猪 ”

“ 一 只 虾 ”“ 一 枝 花 ”“ 一 棵 菜 ”，并

创 建 湖 北 神 地 农 业 科 贸 有 限 公

司、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湖北

荆 沙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等 6 大 省 级 示

范 农 业 产 业 化 联 合 体 ，整 体 带 动

当 地 农 户 86948 户 。 市 政 府 与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聘 请

了 张 启 发 、傅 廷 栋 等 院 士 专 家 担

任 技 术 顾 问 ，搭 建 起 科 技 合 作 平

台。

品 牌 带 产 业 ，产 业 兴 乡 村 。

2022 年初，市政协开始全力打造一

题到底、五年一以贯之的“委员同

行·乡村振兴”工作品牌，先后在钟

祥市旧口镇、东宝区仙居乡开展了

“助推一棵菜产业发展”和“助推一

株药产业发展”活动，引导政协委员

将人才、资金、技术投向乡村，推动建

设 重 点 农 业 产 业 化 项 目 19 个 ，流 转

土地 15000 多亩，带动 3000 多农户增

收 1.6 亿元。

越 来 越 多 的 政 协 委 员 把 目 光 投

向前途广阔的农村：刘志清委员提交

《扬优势补短板强链条 聚力打造汉

江百里蔬菜产业带》的提案，赵海龙

委员提交《关于大力推进风干鸡产业

链建设，打造全国知名特色美食产业

的建议》，姚明海委员提交《关于统筹

推 进 湖 北“ 一 袋 米 ”工 程 建 设 的 提

案》……3 年来，市政协委员提交涉农

社 情 民 意 信 息 、提 案 、调 研 报 告 230

多篇，围绕乡村振兴持续建言，给全

市农业产业化“六个一工程”注入持

久的动力。

产业发展有韧劲，乡村振兴阔步

行。如今，全市农业产业化“六个一

工程”正纵深推进，“荆品名门”品牌

价 值 达 到 628.74 亿 元 ，带 动 荆 门 全

市数十万人就业，创造产值 400 多亿

元……聚智赋能的“政协力量”让这

片希望的田野不断迸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湖北荆门市政协：

品牌带产业 产业兴乡村
通讯员 汪兵洋 张巧 本报记者 毛丽萍

办 “ 村 咖 ” 带 来 乡 村 新 潮

流、当“乡村 CEO”赋能文旅新

业 态 …… 近 日 ， 在 “ 两 山 ” 理 念

诞生地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

村，一场青年梦想大会让“城乡

青年力”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更为清晰。以余村为代表，安吉

正以青年入乡改革为抓手，聚焦

打造“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空

间新形态，做精乡村特色优势产

业发展文章。

坚持在好风景里布局好经济，

助力安吉把绿色优势转化为对青年

人才的吸引力，培育壮大“新农

人”群体，让他们更好地逐梦沃

野，位于余村的安吉绿色发展委员

会 客 厅 早 早 就 展 开 了 协 商 讨 论 。

“鼓励新农人同业合作、跨业互补

互 助 ”“ 建 议 涉 农 服 务 事 项 实 现

‘一键办理’”……会客厅里，委

员们讨论热烈，为助推新农人成为

“兴农人”建言献策。

近 年 来 ， 安 吉 县 政 协 充 分 发

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以多层立

体 的 联 动 协 商 格 局 ， 不 断 “ 议 ”

出乡村振兴新气象。

茫 茫 竹 海 ， 满 目 绿 意 。 作 为

“中国竹乡”，安吉积极推广“以竹

代 塑 ”， 推 动 传 统 产 业 迈 进 新 赛

道。如何让一根翠竹激发更大绿色

能量？今年 6 月，一场围绕“推进

‘以竹代塑’产业高质量发展”主

题的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联动

专题议政活动在安吉举办，为推动

绿色发展聚智聚识。“支持竹林道

等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以竹代

塑’产业发展基金”“制定产业标

准”，政协委员与相关领域专家、

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聚焦禁

塑限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

提出不少好“竹”意。

聚焦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政协

“好声音”越来越响亮。为让土特

产出圈“潮起来”，市县政协联动

开展了一场专题农情议事会。打造

“安吉味道”特色美食、拓宽安吉

白茶销售渠道……委员们聚焦“拓

展 土 特 产 销 售 渠 道 助 力 农 民 增

收”主题，提出了一个个带着“泥

土气”的“金点子”。与此同时，

县政协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

相结合，积极跨区域外联，搭建形式

多样的协商交流平台，凝聚起绿色发

展共识。

生 态 为 媒 ， 山 海 共 赴 。 自 安 吉

与松阳开展“山海协作”后，成效

斐然。“安吉、松阳两地茶产业互补

性强，跨区域协商很有必要。”安吉

县 政 协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带 着 共 谋

“ 一 片 叶 子 富 一 方 百 姓 ” 的 美 好 憧

憬，前不久，安吉绿色发展政协委

员会客厅、松阳茶业政协委员会客

厅相聚松阳，开展了跨区域联动协

商。当天，两家委员会客厅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就促进两地绿色发展

和 茶 产 业 交 流 合 作 建 立 长 期 互 动 、

互助机制。

安 吉 政 协 还 将 各 类 协 商 搬 进 了

生态农场、乡间村咖等地，通过主

动 内 联 ， 不 断 提 升 委 员 履 职 效 能 。

“我们将继续加强协商平台的设计，

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团结更多界别

群众，做大合作共事‘朋友圈’，进

一步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活力。”县

政协主席何承明说。

浙江安吉县政协：

在好风景里布局好经济
通讯员 杨卫丽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金秋时节，柚子、龙眼、芭乐等

当季水果已成熟，厦门市同安区的田

间地头色彩斑斓、瓜果飘香，吸引着

一 波 又 一 波 的 游 客 前 来 欣 赏 乡 村 美

景 、 感 受 丰 收 乐 趣 。 这 一 幅 “ 农 业

强 农民富 农村美”乡村振兴新画

卷背后，离不开同安区政协和政协委

员们的助力。

同安区是厦门农村面积最大、农

业占比最重的行政区，也是厦门乡村

振兴工作主战场。如何利用资源打造

特色农文旅商产业招牌，让村民们在

家门口一步步富起来？这是同安区政

协委员的牵挂，也是履职重点。

西源村、荏畲村是位于同安偏远

西北部、务农为主的村庄，如何让村

民能吃上“文旅饭”？为此，2022 年区

两会期间，区政协委员郭阿萍提交了

《关于将西源村及荏畲村纳入乡村振兴

库 的 建 议》 的 提 案 ， 建 议 “ 开 发 研

学 、 农 耕 体 验 等 项 目 ， 联 动 周 边 古

坑、顶上等村庄打造文旅动线，增加

村民收入。”提案承办单位同安区农业

农村局采纳建议，依托西源溪生态景观

资 源 设 计 了 “ 隘 头村-顶村村”文旅动

线 ， 途 经 西 源 、 荏 畲 等 村 庄 ， 以 “ 泉 、

芋、花、果、学、养”为主题，串联各个

村庄，打造特色农文旅产业。汀溪镇去年

全年旅游总收入超过 3400 万元，13 个行

政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 50 万元。

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特色农业是有效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重要途径。为此，梁

媛玲、林美艺、刘驰等区政协委员分别

提交了 《转变小农户经营模式促进全民

共 同 富 裕 的 建 议》《关 于 发 展 “ 一 村 一

品”特色产业的建议》《加快侨乡多元融

合 发 展 ， 激 南 洋 竹 坝 品 牌 活 力》 等 提

案，建议做好“土特产”文章，发展新

型经营主体，加强小农户间的协作，把

分散的农户有机地组织起来，打造特色

品牌和销售渠道，促进“一村一品”的

发展和区域规模优势的形成。

在各方推动下，同安一村一品公共

品牌“同民安”正式上线，解决了当地

农产品小、散、多，无法形成合力的问

题，完善了“一村一品”产销一体服务

体系。凤梨穗龙眼、顶村茭白、古坑三

角梅、路下生姜等一批独具区域特色的

“一村一品”也渐为消费者熟知。截至目

前，同安区共有“一村一品”专业村 24

个 ， 其 中 国 家 级 “ 一 村 一 品 ” 示 范 村 3

个，推动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乡

村 经 济 新 的 增 长 点 。 如 ， 今 年 7 至 8 月

份，同安的浦头、后田、潘涂、丙洲等

4 个渔村轮流举办“环东风情季”，拿出

“一村一品”特色美食，接连在周末夜晚

举 办 美 食 联 欢 、 文 艺 表 演 等 主 题 活 动 ，

期 间 共 吸 引 市 民 游 客 109 万 人 次 ， 成 交

金额超 1.8 亿元。

今年，同安区出台 《关于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

区的意见》，制定 2024-2026 三年行动计

划 ， 着 力 探 索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同 安 经

验。区政协以此为契机，组织委员们赴

四林村调研水稻公园建设项目和田洋村

农文旅融合情况，实地走访农运来苦瓜

研发基地，以实际行动深入一线收集民

意、持续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为高质

量建设富美新同安贡献政协力量。

厦门市同安区政协：

让村民吃上“文旅饭”
本报记者 照宁

结合发展都市农业的定位和乡村产

业发展现状，如何进一步激发农业经营

主体活力？近日，西安市政协召开“壮

大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乡村振兴生力

军”月度协商会，市政协委员、专家学

者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展开了热烈

的协商交流。

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张雪

琴在作前期调研情况介绍时表示，目前

西安市已初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骨

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引领、民

宿+旅游为补充的农业经营体系，但在

规范经营主体发展、激活经营主体活力

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时代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鄠邑

区政协提出，要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依

托，培育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对经

营主体领办农机服务、统防统治、抗

旱排涝等方面予以扶持，提高经营标

准 化 水 平 。 市 政 协 委 员 雷 玉 山 建 议 ，

重点建成农业经营精品示范区，以点

带面全域扩展，为农民、企业等树立科

学经营理念和农业发展自信。

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流通体系，为

乡村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市政协

委员许永强建议，加大产业联合体的推

广力度，构建由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小农户等多元经营主体构成的

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使不同主体成为风险

共担、利益共享、命运与共的联合体。致公

党西安市委会认为，要建立紧密的产销衔

接机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结构，发

展 特 色 农 产 品 ，实 现 农 产 品 优 质 优 价 供

给。同时，利用电商平台、合作社直销、农

超对接等方式，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农产

品市场流通效率。

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是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民建会员

段景仁呼吁“要提高‘以需定供’的意识

和能力，引进产业链其他环节利益相关主

体，增强产业链竞争能力的优质生产要

素，提高农业产业链稳定性、竞争性、产

出效率和比较效益。”“建议积极孵化和培

育小微涉农企业的健康成长和市场免疫

力，强化同业与异业间的相互合作与有序

竞争。制定品牌扶持奖励政策，做好‘三

品一标’产品认证管理，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西安市丝路旅游产业文创研究院

院长朱林说道。

发展乡村产业，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是

关键。市政协委员穆兰建议，要重视农民

培养工作，以村集体为单位组织集体学

习，了解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知

识。市政协委员雷玉山补充道，要重点支

持建设一批有培训条件和实践基地相结合

的新型主体，建设好田间学校、人才孵化

的乡镇基地。

与会人员还建议，要着力破解发展农

业经营主体面临的多重难题，科学运用大

数据提升农业领域信息服务水平，健全完

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破解农业产业融

资、土地流转、土地确权等关键问题，为

农业农村发展增添动力。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与管理，继续扩大

农业保险覆盖面。强化支持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的各项举措落实落地，推动全市乡村

振兴和农业农村工作快速健康发展。

西安市政协：

培育生力军 增添新动力
通讯员 王栋 本报记者 路强

图为 9 月 22 日，江苏省如皋市城北街道平园池村稻田画局部。当日是秋分，也是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俯瞰江苏省如皋市城北街道平园池村 1200 亩连片水稻满眼金黄，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稻田间，农民用彩色水稻

“绘制”的稻田画渐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到此打卡。近年来，当地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推

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走农旅融合发展之路，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吴树建 摄影报道

乡村全面振兴的壮美图景徐徐铺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