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特别报道 责编：林璐 版式：陈秀梅

2024年8月16日

电话：（0591）87873681

E-mail：fjqb10@126.com

邵武市曾为福建八府之一，因
地势险固、易守难攻，别称“铁城”。
如今，千年古城正崛起为一座新材
料高地。全市 147家规上企业中，
从事新材料产业的有55家，主要集
中在高端氟材料、新能源材料、湿电
子化学品和芯片材料等领域，2023
年，邵武金塘园区新材料产业实现
产值120亿元。

据悉，邵武市萤石矿探明储量
达 724万吨，占全省的五分之一以
上。近年来，邵武依托丰富的萤石
资源和“小三线”建设形成的工业基
础，采取“以商招商”、举办高峰论坛
等方式，陆续引进一批氟化工产业
龙头项目，搭建好产业集群框架。
目前，全国前十的氟新材料企业，有
一半在邵武市落地，如上海三爱富、
深圳新宙邦等。2022年，当地企业
远翔新材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这
是目前国内高温硫化硅橡胶用纳米
二氧化硅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摘得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新材料高地的崛起离不开好环

境。邵武市围绕打好优化营商环境
持久仗，聚要素、降成本、提效率、优
服务、引人才，护航新材料产业持续
发展。创新“企呼政应”模式，建成
全省首家网上“政务服务旗舰店”，
创新“项目落地一件事”等一站式服
务，实现“交地即颁证”“交地即开
工”。出台《人才工作政策实施办
法》，奖补引进急需人才，至今，已向
各类人才发放专项经费 1.3亿元，
并将每年9月13日设为“人才日”。

同时，邵武市加强政企银三方
交流研讨，积极对接标准化园区建
设政策资金 6.5亿元，有力带动产
业配套项目建设。建立氟新材料产
业发展基金，规模突破 1000万元，
专项用于对氟新材料企业发展的政
策奖补。发挥南平融桥担保、邵武
农担公司等国有融资担保公司作
用，将氟新产业企业信贷再担保放
大倍数提高3.5倍以上。通过优化
金融环境支持氟新产业蓬勃发展。

如今，新材料产业链已成为“铁
城”邵武的绿色“聚宝盆”，全国乃至
全球新材料产业新高地正在此崛
起。 （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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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邵武市深化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启动实施“我的邵武，我建设”
活动，盘活“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三类
海内外乡贤人才资源，通过培育原乡人建
乡、吸收归乡人乐业、引进新乡人添能，共
同绘就“邵武是个好地方”致富兴村新图
景。截至目前，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50
万元以上的村超25%，外石村古树林等17
个乡村建设点入选福建省 2023年度乡
村“五个美丽”建设典型。

原乡人在乡建设
强基固本蓄内力

邵武市充分发挥非遗文化传承人、能
人巧匠等在乡的自由职业者人群优势，以

“一人一跟踪、一人一动员”的原乡乡贤管
理模式精准发力，鼓励原乡人参与乡村建
设。围绕做好非遗传承转化文章，激发非
遗传承人、乡村工匠等群体作用，实行“名
师带徒”“选送进修”培养机制，全力推进
和平游浆豆腐、枫林窑青白瓷、大埠岗傩
舞等非遗项目及传承人的申报，实现农产
品、传统工艺品、文创品等方面创业创新

创收。目前，已选送 30余名传承人外出
学习，带动成立33家青白瓷制作工作室，
销售额达400余万元。

实施“村党支部引领、能人带动、农民
入社”的“村社合一”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产
业化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产品统一收购、
包装、代销，推动产业共兴。目前，邵武市
下沙镇分站村联合加工作坊吸纳原乡乡
贤社员1000余人，村集体每年可增收30
余万元；肖家坊镇坊前村立足烟叶、制种、
茶业优势产业，创办专业合作社15家，村
财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归乡人返乡乐业
联建带富强实力

实施“乡贤+N”回归工程，促进人才、
技术、项目、资金等回归，让乡村振兴劲头
更足。以乡愁乡情为纽带，通过举办“黄
峭故里行”“春社节”等民俗节庆以及乡贤
座谈会聚贤人集资源，2023年以来，开
展“共话家乡情·共谋振兴路”乡贤座谈会
36场次，吸引归侨、海外华侨等乡贤回乡
创办领办农业经营主体 70多家，带动农

民工就业3000余人。
围绕竹、烟叶、种业、中药材、茶叶为

主的“5+N”特色产业体系，锚定“回引一
人、发展一业、改变一村”目标，由返乡创
业代表、致富能人带头，发展全竹产业、林
下经济、水稻制种等特色产业，做实“土特
产”文章。2023年以来，乡贤资金投入村
集体项目超1300万元，带动1200户农户
年均增收2万元；竹荪产量占全省的70%
左右，年产值达 2亿元；中药材全产业链
突破16.3亿元，“邵武黄精”获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列入福建省“福九味”中药
材产业集群。

新乡人到乡赋能
添新增彩焕活力

打响“邵武英才”人才品牌，吸引专家
学者等新乡人“组团式”到村，变身献计
者、参与者、服务者，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
能。实施“才智双引”，聘请同济大学教授
团队为智库首席专家，编制全域规划，聚
力打造“1个示范镇（和平镇）+3条示范带
（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示范带、富

屯溪沿线乡村振兴示范带、世遗1号风景
道示范带）+5个示范村（龙斗、大埠岗、进
贤、池下、外石）”；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等
人才顾问15名，对和平、金坑等建设“把脉
问诊”，推进美丽环境转变美丽经济，截至
目前，人才顾问团提出古村落保护等高品
质建议30余条；获批省“绿盈乡村”高级版
9个；聘请海内外绿色招商大使29名，面向
全球招商引资，今年来，促成正瑞三新等项
目签约19个，总投资28.2亿元；促成商会
签约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9个，聘任乡
贤企业家为“乡村振兴顾问”30余名。

依托省级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
以产业、文化、人才为纽带深化邵台融合
发展，吸引台胞来邵武兴业创业，共建乡
建乡创工作室、学术交流中心等合作平
台，共育高效农业、数字文旅等乡村新业
态。截至目前，引进台企27家，实施台资
农业项目12个，推广凤梨等优质果种1万
余亩，年产值逾2亿元；成功入选2023年
全省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县，打造瑶理
驿站等乡建乡创农旅品牌 6个，今年来，
吸引游客 10万余人次，带动乡村旅游创
收1200余万元。（余瑞鑫 谢雄风 吴丹）

一座悠悠古镇，居闽赣之要地，汇千载之纵横；一方绵
绵文脉，承盛开之琼花，绽万古之绚丽。它就是被历史名
城保护专家、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誉为古建筑“活化石”的
邵武和平古镇。

黄氏大夫第、和平书院等数百座古老建筑，见证了时
光的流转，镌刻着历史的沧桑，承载着人文的瑰宝，吸引了
世人的目光。

和平，古称“禾坪”，建镇始于唐朝，距今已 1400多

年，是福建省历史最悠久的古镇之一。这里在唐宋时期因
贸易往来频繁而被称为“旧市街”，为全国罕见的城堡式大
村镇。大量留存的明清建筑，让和平镇宛如一座历史博物
馆，是闽北古民居群的典范；被誉为“福建第一街”的古街
巷，还有丰富的民间工艺、传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见
证了古镇曾经的繁华。

南门谯楼是和平古镇“福建第一街”的入口，也是古镇
地标性建筑。城门两侧用鹅卵石垒成的明城墙，历经千年
风雨，见证了古镇的沧桑——这里成了当时古镇保护建设
的一个关键节点性工程，为了支持古镇的保护建设，政府
和村民都作出了贡献，让南门谯楼恢复了该有的原貌。从
此，古朴的村落穿越千年，开始从“沉睡”中醒来，宗族祠
堂、古宅随处可见，整饬一新的黄氏大夫第、廖氏大夫第等
古民居风采不输当年。原真性和完整性，是这座千年古镇
的生命。

和平古镇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如今，你可以在和平戏院赏傩舞之韵，到和平书院感文化
之美，在县丞署看清官断案，在古街上观“状元返乡”……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千余年积淀的民俗文化、饮食
文化、建筑文化、黄峭文化、书院文化、“孝”“廉”文化、非遗
文化等，让和平古镇厚重而独特。 （来源：《闽北日报》）

邵武市：凝聚“三乡人”力量 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近日，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移动创意营”

暨邵武·两岸融合发展移动创意营活动在邵

武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以“两岸融合创新之旅 东方竹

业创意之行”为主题，汇聚了两岸设计领域众

多精英导师和优秀学子。来自同济大学等海

峡两岸多所高校的11位导师、41名学员以竹

会友，以情促融，深入邵武和平古镇以及味

家、杜氏等龙头企业参观调研，展开一趟围绕

竹的创意之旅，密切两岸人文交流，融合两岸

创新活力。

（姚雨欣 邓贤龙 来源：《福建日报》）

▲霞映古镇竞秀四方 （王勇华 摄）

以竹会友 以情促融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移动创意营”在邵武举办

一座千年古镇的“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