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

畅游美丽乡村、领略山海魅力、体
验畲族风情、感受红色文化……早春三
月，春暖花开，宁德旅游市场如“春花绽
放”，展现蓬勃活力。

山海资源丰富，地域文化独特，文
旅赋能乡村振兴，宁德有着得天独厚的
资源优势。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动文旅
深度融合，在提升乡村旅游服务，丰富
文旅产品业态、培育乡村旅游品牌等方
面下功夫，切实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和动
力，推动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建设百个金牌旅游村

焕发乡村旅游新活力

春日的柘荣县城郊乡靴岭尾村，绿
意盎然，生机勃勃，宛如一幅色泽艳丽
的田园油画，令人心驰神往。

靴岭尾村生态环境优美，剪纸文化
底蕴深厚。近年来，该村以金牌旅游村
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文创、旅游等产
业，有力推动村容村貌提升，促进乡村

游发展，年均接待游客量超15万人次。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起乡愁，

乡村旅游逐步成为游客出行热点、群众
首选。2022 年以来，我市坚持因地制
宜，采取专项债、项目贷款、整合资金等
多元筹融资方式，大力推进“百个金牌
旅游村”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全国知
名、辐射浙南”的乡村旅游样板村，进一
步激发乡村旅游活力的新亮点和新动
能，持续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目
前，我市已完成建设并验收 3 批次、112
个金牌旅游村。

村村有特色，乡游有活力。通过建
设百个金牌旅游村，村庄实现“颜值”

“内涵”双提升，乡村游“出圈”又“出
彩”。2023 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数
2238.58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9.9%，实
现旅游收入105.47亿元，增长33.2%，其
中“五一”“十一”期间，福安市穆阳村、
廉村和屏南县墘头村、周宁县苏家山
村、福鼎市渔井村等乡村上榜我市乡村
旅游热门榜单，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
50%以上，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次。

如今，建设“百个金牌旅游村”正成为
推动我市文旅经济发展、激发乡村旅游活
力的新亮点和新动能，将有更多村庄搭上
乡村旅游发展“快车”，吃上“旅游饭”。

实施“+旅游”战略

走出文旅融合创新路

宁德地处东海之滨、闽浙要塞，域
内山海资源、自然风光禀赋，红色文化、
畲族文化、廊桥文化等异彩纷呈。

如何充分发掘特色资源优势，走出
融合发展创新路，助力乡村振兴？屏南

“古村落+文创”、霞浦“摄影+民宿”、福
鼎“白茶+文旅”、福安“数字+文创”等发
展新路子，就是我市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赋能乡村振兴的最好回答。

屏南县龙潭村引进文创团队入驻，
古民居“变身”为书吧、茶室、民宿，呈现

“人来、村活、业兴、文盛”之势；霞浦县
东壁村立足海洋资源，做热摄影游，发
展民宿产业，成为热门打卡地；蕉城区
猴盾村深入挖掘畲族文化，提升畲村风
貌，培育旅游新业态，呈现畲族新“丰”
景；寿宁县下党乡，依托红色文化做活
打造“红色旅游新地标”，红色旅游发展

动力足……
近年来，我市依托资源禀赋，全面实

施“+旅游”融合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旅游
与历史文化、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因地制
宜打造红色游、绿色游、蓝色游、乡村游、
滨海游，不断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和文
化品位，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业态，全面助
力乡村振兴。 （下转第6版）

文 旅 融 合 村 美 民 富
本报记者 张瑜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行走在
宁德各乡村，看见的是变化，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新业态蓬勃涌现，
多元融合擦出“火花”，越来越多群
众吃上“旅游饭”，文旅产业的效益
随处可见。

我市以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
振兴，提升了乡村旅游综合消费水
平，带动了文旅产业的富民效益，有
力带动群众增收，切实推动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新的起点上，我市
正全面发力，加速奔跑，全力开启文
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跑出乡村振
兴“加速度”。

近日，“菌菇之链”服务专区在古田
县政务服务中心揭牌投用。由古田县
行管委、农信联社、食用菌产业发展中
心、税务等单位组成的“服务专班”，将
为食用菌全产业链市场主体提供事项
全、流程优、效率高的“金牌服务”，以

“服务链”赋能产业链发展。
食用菌产业之于古田县，既是强县

之基，又是富民之本。20世纪60年代以
来，该县以人工段木栽培银耳为起点，
在全国率先掀起食用菌生产的“五次浪
潮”，使得“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
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的食用菌产业
在县域“花开遍地”。

多年来，古田县精心培育提升食用
菌产业，建立完善标准化生产、精细化
分工、社会化合作的食用菌全产业链体
系，形成独具特色且难以复制的“县域
工厂化”生产模式，推动食用菌产业链、
价值链、供应链“三链”融合，赢得“中国
食用菌之都”的美誉。

以菌菇栽培为界，食用菌产业链上

游为原辅料销售、菌种供应、菌包生产，
中下游为食用菌烘干初加工、运输、贮
存、销售，加上近年兴起的精深加工、冷
链物流、电商销售、直播带货等，食用菌
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在古田都能找到
专业的人才、专业的公司。

循着菌香探寻“县域工厂化”的奥
秘，一张食用菌生产图景铺陈开来：菌
种场培育的菌种搭载冷链配送车运至
各乡镇；菌包厂用于制作菌包的棉籽
壳、玉米芯购于原辅料市场；自动化、智
能化生产设备实现本地化研发、生产；
菇农采收的菌菇就近送至烘干厂加工；
食用菌干鲜品通过线上线下交易，上架
农贸市场、商超、网店……

“一个县就是一个大工厂，种植户
和合作社、加工厂、经销商等各类市场
主体都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合力推动食
用菌产业降本增效，共享产业链发展成
果。”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
任雷银清说，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每十朵
银耳有九朵产自古田。

为了站稳食用菌产业链高地，古田
县还大力支持食用菌工厂化生产项目建
设，目前已实现银耳、海鲜菇、杏鲍菇、鹿
茸菇、绣球菌等食用菌品种在单一企业
的工厂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加工。

大桥，古田银耳生产重镇，这里培
育了全国首家袋栽银耳工厂化生产企
业——福建天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走进一间间智慧菇棚，只见朵朵银
耳享受着“五星级”生长环境，智能控
温、控湿和新风系统使菇棚始终处于满
足银耳全周期生长的最佳值。

工厂化生产为古田领跑食用菌精
深加工赛道提供了巨大助力。在银耳
产业的示范引领下，以各类食用菌为原
料的冻干、糕点、饮料、调味、超微粉、化
妆品、多糖提取、预制菜等产品层出不
穷，形成多样化深加工产品结构，有力
提升古田食用菌的市场竞争力。

2023年，古田县食用菌总产量92万
吨（鲜品），产值63亿元，全产业链总产值
达255亿元。在2024年古田县政府工作

报告中，“食用菌”共计出现37次，成为高
频词之一，足见食用菌产业之重。

开春以来，按照古田县委一号文件
和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落实要求，当
地大力推进中国食用菌之都现代产业
园、食用菌数字大脑提升运营、古田县
食用菌文化旅游配套设施、古田菌种科
技园配套设施、光伏菇棚项目二期、中
国食用菌产业展示馆等重大项目建设，
引领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归根到底靠产业支
撑。古田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提升
食用菌产业核心竞争力为重点，科学谋
划推进项目建设，培育产业全国龙头企
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把县域重点产
业链做大起来、强起来、优起来，力争今
年食用菌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280亿元。

□ 本报记者 龚键荣

菌 菇“ 链 ”动 业 业 兴

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

时下正是黑木耳的采收季节。
3月13日，在屏南县棠口镇木耳种
植基地里，一排排菌棒错落有致地
排列在一起，朵朵小巧的木耳缀满
菌棒，长势喜人，工人正忙着采摘新
鲜木耳。

近年来，屏南县按照“发展三
大品系、八个菌类”的食用菌产业结
构调整思路，大力推进食用菌标准
化栽培，结合当地发展实际，搞差异
化、特色化栽培，优化栽培品种结
构。2023 年，食用菌栽培 3.54 亿
袋，食用菌鲜品产量21.95万吨，产
值10.55亿元。

本报记者 叶陈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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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
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
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
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
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在此，我愿提出全
球文明倡议。”

2023 年 3 月 15 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会上，面向世界首次
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着眼推动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相知
相亲、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
识……全球文明倡议提出
一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一
道，努力开创各国人文交
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
新局面，为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
中国智慧、激发精神力量。

丰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就是要推动国际社会解决物
质和精神失衡问题，共同推
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当
地时间 2023 年 11 月 15 日，
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出席美
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
宴会并发表演讲时，指明提出
全球文明倡议的要旨所在。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乘坐在同一条大船上。
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全球性
挑战，各国理应超越历史、文
化以及地缘和制度的差异，
共同呵护好、建设好这个人
类唯一可以居住的星球。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
中国方案。

为破解发展难题，习近平
主席2021年9月在联合国大
会首提全球发展倡议；为应
对持续复杂变化的国际安全
局势，习近平主席 2022 年 4
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
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着
眼人类文明进步，习近平主席
2023年3月提出全球文明倡

议……自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彼此呼应、相辅相成，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习近平主席用四个“共同倡导”对全球文明倡议的

主要内容进行概括，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
明进步指明路径。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
历史上，中华民族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

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谱写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
路长歌，也曾创造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当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植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的全球文明倡议应时而生。

全球文明倡议既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现
实，又努力寻求各种文明间的最大公约数；既重视文明
传承，又鉴往知来，合力探索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
络，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提供了重要公共
产品。当这些倡议被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人们所接受时，
一条通向共同繁荣的道路就出现了。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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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 本市·综合

织 密“ 1+9+N ”体 系
为党员干部“充电蓄能”

宁德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3·15消费警示

第3版 本市·民生

古田食用菌百亿产业链的生产、加工、物流、服务、研发等环节
协同发展，惠及全县70%的农业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