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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市建阳区深入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
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优化政务服务、实施助企行动，
从政治、政策、金融、法治等多方面，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截至目前，全区私营企业总户数11757户，注册资
本合计607.9亿元，85.2%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77.8%
的税收比重由民营企业贡献，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区
GDP的74.3%。

沉心蓄力 唱响安商护企“保障曲”
出台建阳区《贯彻落实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推

进绿色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1+3”政策措施，在财税
政策、厂房代建、金融支持、用工保障等领域出实招、干实
事。采用国企“代摘土地、代建厂房”模式，为企业代建定
制厂房，并给予五年免租金的优惠措施，累计建成标准
（定制）厂房58万平方米，计划再新建35.6万平方米。
对有需求的企业进行设备代采，设备最高补助高达6000
万元。对重点骨干企业，以基金形式参与设备或股权投
资，助力企业轻资产化。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三减三提
升”，做好企业用地、用林、用工等各类要素保障，积极开

展个性化和差别化精准帮扶。探索建立重点企业行政监
管“白名单”制度，公布首批全区重点行政监管“白名单”
企业14家，对金石氟业、青松化工等重点企业，营造“无
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政务环境。

倾心赋能 唱响亲商富企“发展曲”
加强政企面对面沟通，倾听企业家心声、回应企业家

关切，以精准追踪、有效措施和贴心服务为企业纾困解
难。截至6月，共举办活动51期，310家企业参会，反映
问题414件，办结386件，办结率90.1%。“‘企业家下午
茶’·助企有‘心’更有‘行’”在2023年度全省工商联系统
实践创新成果评选中荣获实践创新奖。

依托邮储银行打造“邮商贷”，并组建“邮商贷”工作
专班，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推动13家镇街商会与银行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邮商贷”累计放款 800笔 37580万
元，放款笔数和金额均位列全市第一。同时，为异地商会
会员授信超30户、金额达4000余万元。

深入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分发挥企业在资金、技
术、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优势，鼓励农村利用土地、劳力、
自由资金与企业“联姻”，形成1+1＞2的效应，实现强强

联合、助力共同富裕。截至目前，已发动 57家企业（商
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实现村企联建全覆盖。麻沙
商会、武夷天地和、恒亮禽业获评2023年度全省“万企兴
万村”行动典型商会、典型项目（企业）。

凝心铸魂 唱响聚商汇企“奋进曲”
依托徐市镇、书坊乡红色文化资源，设立理想信念教

育基地2个，2023年以来，组织商会、民营企业开展传承
红色基因教育实践活动10次，参与企业家200余人次。
创新举办“民企（同心）大讲坛”活动，融合专家授课、企业
家谈、主题宣讲、专题党课等多种模式，引导民营经济人
士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开展党的理论宣讲10
次。

吸纳更多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为民营企业家参与
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提供更多机会，现有区级以上“两代
表一委员”中民营企业家117人，其中党代表10人、人大
代表16人、政协委员91人。2023年以来，民营企业家
围绕城市建设、教育体系、乡村振兴、建盏产业等领域提
交建议、提案71件，其中部分被采纳转化为政策举措，有
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张景洲）

建阳唱响护航民营经济发展“三部曲”

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后井村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建窑建盏烧制技艺的发源
地。近年来，建阳区立足后井村特色的农旅
文化和生态人文资源优势，以千年建窑遗址、
建盏手工艺术“建窑之本”为特色，导入台湾
团队的设计理念、服务方式等资源，探索实践
闽台融合乡建乡创新路径，助力乡村振兴。

后井村以闽台互补的乡建乡创为舞台，
深化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邀请台湾“跨界自
造”团队 9人开展陪伴式服务，结合本地特
色，实施本土化创新，打造茶盏空间、碎盏围
栏、古井长廊、建盏风铃等主题场景。同时，
整合各方资源，在提升村庄人居环境质量、打
造惠民公共空间、传承创新乡土文化等方面
下功夫，加强居住品质改造。

他们将原后井小学废弃建筑改造为建盏
庄园，策划建盏体验活动，2023年共举办建
盏技艺交流等活动 8场次，打造建窑文化旅
游、建盏制作艺术、山林民宿3个连片的建窑文化体
验、生态休闲示范村；引入各类民间陶瓷艺人、电商
20余家，自带流量拓展客源，吸引并留住更多年轻
人，让“建窑建盏”村焕发“年轻态”。后井村先后涌现

市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烧制技艺传承人11人，省
级工艺美术大师1人，制盏工坊80余家，已形成包含
建盏制胚、建盏烧制在内的产业链。

（郭宏华 江聪华 来源：央广网）

据东南网讯 6 月 27 日 ，“ 紫 玉 瓯
心—— 中国建窑建盏文化展”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正值暑假开端，一批
批国内外游客走进展馆，看古代文物，观现
代作品，感建盏文化，沉浸式地体验、感受
建窑建盏的魅力。

展馆入口附近的互动屏上，布满了数
字化建盏，用手轻轻一点，建盏便会生成一
张张图片，手指拉伸、拖动，便能欣赏不同
的斑纹。

兔毫纤细柔长，曜变光彩夺目，乌金黑
亮华丽，油滴状如夜空……经显微技术放
大后，38位匠人的建盏里隐藏的“日月星
辰”“大千世界”，将建盏釉面的线条之美、
纹路之美、色彩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微
观视角下建盏的美，在展馆内通过投影、屏
幕、互动屏、展板、地板装饰等形式，为观众
打造出一个绚烂的世界。现场，底部刻着

“供御”的古建盏是“古韵悠长”单元的“人
气王”，多位专家学者驻足观赏。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建盏与众不
同的魅力。据介绍，建盏虽以黑为贵，但却
不是千篇一律的黑，而是在黑中富于变化，
蕴藏着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不同的
纹样。

在展馆内的“星河流转”单元，有一个小展厅，展厅
内的曲面屏不停地变换着釉面图案，时而是湛蓝银河
流转，时而是鸾凤挥翅高飞，时而见花朵缓缓绽放。许
多观众走近屏幕，拍下一张张颇有艺术感的照片。

近年来，南平以技术革新、工艺创新驱动发展活
力，以工匠精神打造“建窑建盏”品牌，引领建盏文化产
业稳步发展。2021年，“建阳建盏”获中国驰名商标；
2022年，建阳建窑遗址入选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
园；2023年，建阳建盏入选第一批全国“一县一品”特色
文化艺术典型案例；建阳区入选“首批63个全国文化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截至今年5月，建阳区注册
建盏企业和个体突破9500家，拥有省级重点文化产业
园区1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个，全域建盏从业人
员超6万人，年产值达70亿元。（李思敏 姚雨欣 文/图）

7月4日，36位来自台湾的青少年走进建阳区书
坊乡康宁古街，“沉浸式”体验建本文化及制作技艺，
感悟匠人精神，在深入浅出的互动中了解两岸一脉相

承的文化联结，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在陈氏古名居“楠木厅”，同学们细细聆听讲解，

驻足观赏这一闽北罕见的砖木结构，惊叹于古代建
筑工匠的精湛技艺。

在世界小人书（连环画、雕版）博物馆，同学们详
细了解被认为是现代连环画的“母本”——发轫于元
代建阳书坊的上图下文的通俗小说话本的前世今
生，感悟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留下的“四个之
最”的重要意义。

在建本展示馆，同学们深刻体会到了雕版印刷
文化的悠久历史，并在建本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黄行忠的教导下，深入体验建本的制作工艺流
程，感悟建本的历史贡献。

当下，建阳区书坊乡正积极申报“福建省两岸青
少年研学基地”，立足文化、教育等特有资源禀赋，高

标准打造两岸研学驿站，加快推动两岸师生双向互访
及教育融合，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画卷。

（王沛夫 傅智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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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名台湾学子走进建阳书坊康宁古街

跨越海峡 “对话”建本

建阳后井村打造闽台乡建乡创样板村

▲后井村建窑遗址
（南平市建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