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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6 月 16 日出
版的第 12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推
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
发展》。

文章强调，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
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
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
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治
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提出
一系列创新理念，实施一系列变革实践，
健全一系列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建设这项
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初步构建起全面
从严治党体系。

文章指出，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新
时代 10 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
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构建全面从
严治党体系上积累了丰富成果。我们把
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把
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提出和
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作风建设
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把纪律
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把制度建
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开展史无前例的
反腐败斗争，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
腐败之路。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
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
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

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
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
胜之道。

文章指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强新时代党的建
设的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
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坚
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
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
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
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
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
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
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
哪里。坚持对象上全覆盖，面向党的各级

组织和全体党员，做到管全党、治全党。
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力层层传导，责任
环环相扣。坚持制度上全贯通，把制度建
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
面、各层级。

文章强调，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要在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各负其责、统一
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全的要求、
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
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
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政
治、思想、组织保证。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推动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映红）6 月 15 日，市
长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
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副
市长郑忠辉参加接访。

接访中，就群众反映的蕉城区霍童
镇凤桥芦坪育林场林权权属纠纷、天湖
豪景小区区域预留地施工现场存在安全
隐患、东侨开发区国宝路和万安路交叉
口垃圾运转不畅等问题，张永宁认真倾
听、详细询问，与市区有关负责人共同找
症结、想办法，并督促相关单位依法依规
予以解决。

张永宁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
的群众工作”，目的就是要及时回应群众
的合理诉求，妥善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能解决
的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做好沟通
反馈，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要确保职
责落地，进一步压实信访工作的属地责
任、部门责任，特别是对涉及机构改革部
门间职能划转移交可能造成的职责交叉
不清等问题，要抓紧会商协调，尽快明确
职能承载单位，确保信访事项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要善做群众工作，坚持
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倡导柔性执法，耐
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释疑解惑等工作，
引导基层群众树立“好邻居”“邻里一家亲”等理
念，努力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要坚持
举一反三，全面梳理群众反映问题发生的共性原
因，补齐短板、完善机制，切实做到“从解决一个
问题上升为解决一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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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零重力”的“太空舱”、体验气
压“包裹”、享受足底热敷……在日前举
办的 2023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
福建怡和电子有限公司新研发的创享家
按摩椅备受欢迎，排队等待体验者络绎
不绝。

而在此前的广交会、中国品牌日上，
福安按摩器也频频出圈，吸引许多客商
前来洽谈合作。数据显示，2022年，福安
按摩器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60亿元，传统
产业逆势突围。

传统产业转型，关键在于科技创
新。记者在福建怡和电子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看到，多条按摩器生产线正满负荷
生产（如图），技术研发中心内，研发人员
专注于按摩椅机芯技术。“今年以来，公
司产品保持产销两旺态势，尤其是中高
端机械手按摩椅，打开了销售市场新空
间。”福建怡和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
光锋说，今年一季度，该企业按摩器订单
量同比增长23%。

作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按摩健身器材高新技术企业，
怡和电子共有国家专利93项，获“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等
称号，生产的豪华按摩椅、智能按摩垫等
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而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核心技术，
怡和电子只生产简易按摩器具，无法在
市场中脱颖而出。“当时靠拼价格、拼数
量，才能获得一些订单，这种经营模式企
业无法获得长足发展。”在郭光锋看来，
只有将按摩椅核心技术抓在手上，才能
在市场竞争中突围，行稳致远。

“技术‘领路’，我们每年都有十多
款新产品面世，3D 机芯、智能系统等技

术均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郭光
锋介绍，技术红利的释放，怡和电子按
摩器生产不仅有规模，还有口碑和市
场，年产值从最初的 7000 多万元增长至
2.3亿元。

龙头企业牵引，传统产业发展更有
韧性。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的福安按摩
器产业，经过40多年的发展壮大，已形成
了一条从原材料采购、零配件加工、成品
组装到产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80%原
辅材料实现生产本土化。福安因势利

导，注重企业转规培育，两年来，按摩器
规上企业从 13 家增至 21 家，新增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5家。
走进福建荣耀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产品研发中心，“科技引领健康生活”
的标语直映眼帘，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
按摩器具产品琳琅满目，其中，一款精巧
的 G5 高频足疗养生仪格外显眼。“研发
这款产品时，如何降噪是一道槛，研发部
尝试了几十种材料，废掉几套模具，在不
断改进创新中，历时八个多月，G5 高频

足疗养生仪才面世。”福建荣耀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景华介绍。

今年体博会上，荣耀健康科技展位
科技感拉满，与G5高频足疗养生仪一同
亮相的全民健康数据驾驶舱的全新健康
管理系统圈粉无数。

产品持续上新离不开科研投入。据
悉，荣耀健康科技现有4大智能制造产业
园区、8 大智能化标准生产车间，每年技
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约5%，累计
获140多项国家专利， （下转第5版）

福安按摩器产业逆势突围

时下，福鼎市叠石乡里湾村村民正
抢抓农时，忙于中稻插秧。群峰环抱下，
一畦畦稻田换上碧绿“新装”，沿着山势
层层铺展，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山村
农耕新图景。

里湾村偏居在福鼎市区北部、叠石乡
西南部一隅的林缘地带，是宁德市级生态
村，属于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村落，
山多平地少，海拔落差高。一直以来，土
地管理“碎片化”始终制约着当地农业的
发展，而农业生产效益低下也造成了劳动
力流失，部分土地由此成了撂荒地。

田地撂荒，当务之急是解决“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这个难题。为破解难题，
里湾村积极探索出了农业转型升级新路
子，通过党支部引领带动，组织党员干部
进村走访动员，把撂荒地流转给有能力
耕作的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经营，盘活
辖区内闲置、碎片化的土地资源，提升规
模化农业的发展水平，让沉睡土地“转”
出新活力。

福鼎市长林家庭农场负责人林业伟

是村里率先响应动员的种植大户，作为
本村产业发展带头人的他，此前就在村
里发展天麻种植产业，成功“掘金”林下
经济。他坦言，里湾村是水源涵养地，发
展生态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受
土地碎片化影响，始终难以发挥应有效
益。今年，在村党支部的推动下，林业伟
流转了村内 110 亩低效用地，通过“旱改
水”，统一种植红米、紫米与杂交水稻。
目前，插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秧苗长势
良好。

“土地流转承包为我们发展规模化种
植生产打下了基础，加上现在市里的‘粮
十条’政策支持，让我们更有信心全力冲
刺山地水稻高产稳产。”看着眼前的稻田，

林业伟笑着说：“到了 10 月，这里就会变
成一片金色海洋。”

土地流转不仅破解了耕地碎片化难
题，也让农户们从中尝到了“甜头”。“村民
把地流转出去，一方面有了租金收入，另
一方面，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通过雇佣
本村村民生产劳作，让村民又增加了劳务
收入，土地带来的经济效益有了显著提
升。”里湾村党支部书记雷爱仙说。

除了规模化种植山地水稻，里湾村
还通过积极引导农户依法自愿有序流转
土地经营权，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形式积极发展甘薯、天麻、石菖蒲、时令
蔬菜等多元农业。据统计，截至目前，当
地已流转土地近 350 亩，为遏制土地撂

荒，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村民收
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小田”变“大田”，从“分田到户”
到“分红到人”，如今，在土地流转承包模
式的带动下，现代农业在当地获得更多
发展空间，众多昔日“沉睡”的土地重新
焕发活力。“下一步，我们还将紧紧牵住
农村承包土地流转这个‘牛鼻子’，充分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以‘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形式推进土地集约化利
用，打造多元山地农业共同发展格局，在
遏制耕地撂荒的同时，稳定和扩大粮食
种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更好带动村民
增收。”雷爱仙说。

□ 本报记者 郭晓红 通讯员 夏岩缘

福鼎市叠石乡里湾村紧抓土地流转这个“牛鼻子”，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形式
推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打造多元山地农业共同发展格局——

荒地“披绿衣”转出“新活力”

六月中旬，福建省连江县下宫镇的鲍鱼养殖大
户正忙着联系客户，等待月底鲍鱼起水上市；宁德
市霞浦县的养殖户刚刚收获、晾晒好一季海带，再
放下龙须菜种养；在宁德市蕉城区，大黄鱼在深水
塑胶大网箱中欢快畅游……放眼望去，福建蔚蓝大
海上“夏种”“夏收”场景颇为壮观。

福建的海岸线曲折，出产全国八成以上的养殖
大黄鱼、超过七成的鲍鱼和约五成的海带。“靠海
吃海念海经”，各色海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餐
桌。“蓝色粮仓”丰收的背后，离不开对水产种苗
的持续攻关研究。

从高空俯瞰，宁德三都澳海面，渔排星罗棋
布，这里是大型的大黄鱼养殖基地，国家级大黄鱼
原种场也坐落于此。我国沿海野生大黄鱼资源曾几
近枯竭，科技人员在三都澳展开大黄鱼人工繁育研
究，突破了大黄鱼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宁德市富
发水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炜豪介绍，原种场年繁
育大黄鱼原种子一代苗种3000万尾。

福建省连江县官坞海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哲龙告诉记者，该公司开发的“黄官一号”“闽优
一号”等海带苗种供应国内9省，市场份额约占全
国40%。

数据显示，目前福建收藏绿盘鲍、河鲀、牡蛎
等优势特色种质资源约 7000 份，建成水产苗种繁
育场2300多家。

“蓝色粮仓”正从近海推向广袤的深远海。乘
船从连江县苔菉镇出发，20 多分钟后抵达鲍鱼深
远海养殖平台“福鲍 1 号”。平台所处的海域水深
约 35 米，站在庞大的钢构基座上却仍然感觉十分
稳当。这座“钢铁森林”般的平台重约 1000 吨，
年养殖45吨鲍鱼。

该平台负责人吴永寿说，深远海养殖平台将
养殖拓展到水质更好、海水交换量更大的海域，
在这样的环境里，鲍鱼的成活率增加 10%，产量
增加近两成。只需按下电动按钮，40 多笼总重
750 公斤的鲍鱼便能乘坐“海底电梯”直升水
面，一名工人一天可以照看 300 笼鲍鱼，节约人
工约60%。

在“福鲍 1 号”不远处的连江县定海湾海
域，碧波之上隆起三三两两的深远海养殖平台。
登上大黄鱼深远海养殖平台“振渔 1 号”和“定
海湾 1 号”，养殖大黄鱼在深海自由游动，品质
接近野生大黄鱼，零售价可高出传统养殖大黄鱼
约 4 倍。

深远海养殖平台推动“蓝色粮仓”走向深蓝的
同时，也走向智慧。“振渔1号”“定海湾1号”呈
横卧的橄榄状，电力翻转养殖网箱有效地破解了传
统网箱附着物的“缀网”“破网”难题。“福鲍 1
号”养殖平台配备了水质监测系统，海水的 pH
值、电导率、溶氧量等数据可以实时传输至养殖户
的手机，鲍鱼住上了“智能粮仓”。

截至 2022 年底，福建累计投建深远海养殖平
台18台（套），养殖总水体超过47万立方米，深远
海养殖迈出坚实步伐。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福建立
足“大食物观”，大念“海经”，2022 年渔业经济
总产值达3625亿元、水产总产量达862万吨，水产
品人均占有量和水产品出口额均居全国第一。

□ 新华社记者 庞梦霞
（新华社福州6月15日电）

福建：

“耕海牧渔”打造“蓝色粮仓”

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