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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省农业农村
厅发布福建省首批“福农
优品”百品榜产品名单，
106个产品上榜。福州茉
莉花、漳州水仙花、晋江胡
萝卜、河龙贡米、度尾文旦
柚……这些带着深刻福建
烙印的特色农产品，共享
同一个品牌——“福农优
品”。

何为“福农优品”？
它是福建近年来着

力打造的省级农业区域
形象品牌。只有省级以

上龙头企业生产的，或者
产自福建省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并满足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
志产品等条件的农产品，
才能冠以“福农优品”之
名。可以说，“福农优品”
就是福建省绿色优质农
产品的代名词。

培育“福农优品”，是
福建坚持品牌强农的重要
抓手之一。

“加快推进品牌强
农，有利于发挥品牌效

应，进一步挖掘和提升
广大农村优质农产品资
源的价值，让广大农民
更 多 分 享 品 牌 溢 价 收
益。”省农业农村厅有关
负责人说，培育“福农优
品”，就是要聚合分散资
源，形成品牌建设合力，
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生
产与统一营销，全方位
提高“福”字号农产品的
市场影响力。

近年来，省农业农村
厅与省商务厅、省高速集

团、中石油、永辉超市、农
信社、建设银行等合作，为

“福农优品”标志产品提供
多元展销平台。

目前，“福农优品”大
家族已涵盖全省 70 多个
县（市、区）3000多个农产
品、106个区域共用品牌，
成为福建农产品的烫金名
片，展现出了强大的带货
能力。市场调研数据显
示：“福农优品”的产品销
售量较市场上的一般产品
多出20%。

N据福建日报

1月 14日，省委农村工
作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
书记周祖翼出席并讲话，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部署，始终把

“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
的位置来抓，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大力实施“千
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
美”工程，踔厉奋发、开拓进
取、攻坚克难，奋力开创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
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
建篇章贡献“三农”力量。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
持。

周祖翼指出，2023 年，
全省上下扎实推动农业提
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农
村稳定安定，新时代新征
程福建“三农”工作实现良
好开局。同时，我们也要
清醒认识到，当前我省“三
农”工作还面临不少风险
挑战。做好 2024 年我省

“三农”工作意义重大。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
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
的全面领导，以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
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
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
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
农民增收举措，实施“千村
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
工程，集中力量抓好办成
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
事，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
亮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福建篇章夯基固本。

周祖翼强调，要以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工
作主线，扎实做好 2024 年

“三农”重点工作。
一要守牢粮食安全底

线，切实抓好农业生产。突
出稳定粮食生产，压紧压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种
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稳
定。突出加强耕地保护和
耕地质量提升，健全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制度体系，坚决落实国
家下达的目标任务。突出
构建多元食品供给体系，树
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丰
富“菜篮子”产品供给，提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二要强化科技和改革
双轮驱动，切实增强“三农”
工作动力。持续提升农业
科技装备水平，加快推进种
业振兴行动，加强农田水利
设施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
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
动。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推

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让广大农民更多分
享改革成果。

三要充分发挥特色农
业优势，切实提升乡村产
业发展水平。培育壮大

“土特产”，深入实施特色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工
程。深入推动一二三产业

“大融合”，积极培育农村
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等新业态。积极探索两岸
农业融合发展“新路径”，
扩大交流广度、提升合作
层次。扎实推进高水平

“走出去”，实施特色优势
农产品出口提升工程。

四要坚持以县域为重
点，切实提升乡村建设水
平。保护好乡村生态环境，

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传承好乡村优秀文化，推动
八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
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

五要完善乡村治理体
系，切实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深化法治乡村建设，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引导农民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

六要持续增加农民收
入，切实促进共同富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
农民就业增收渠道，落实稳
岗就业政策，促进脱贫人口
稳定增收。加快老区苏区
振兴发展，深化新时代山海
协作，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
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发展特色现代农业 打响“福农优品”品牌

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
周祖翼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

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
之一。但同时，福建生态禀赋优越，农业多样性资源丰富。发展特色
现代农业，大有可为。

福建坚持走特色路、打特色牌，因地制宜发展茶叶、蔬菜、水果、畜
禽、水产、林竹、花卉苗木、食用菌、乡村旅游、乡村物流等十大乡村优
势特色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全产业链提升。

近日，农业农村部出台
《关于农业农村领域支持福
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的若干措施》，支持福建充
分发挥对台优势和先行示范
作用，深化闽台农业农村领
域交流合作，加快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台农
台商登陆的第一家园。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
根同源、文同宗、心相系、情
相融。在闽台合作中，农业
是起步最早、基础最好、成效
最明显的领域之一。

“我们突出对台区位优
势，先行先试、大胆实践，持
续深化闽台农业融合发展，
在深化农业产业对接、促进
基层交流、打造发展平台、
服务台商台农等方面结下
累累硕果。”省农业农村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福
建新批台资农业项目 86个，
合同利用台资 1.48亿美元，
农业利用台资数量和规模
保持大陆第一，6 个台湾农
民创业园连续 6年包揽国家

考评前六名。
黄瑞宝是闽台农业合作

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2007 年，深耕蝴蝶兰产

业多年的黄瑞宝，回到自己
的祖籍地，入驻漳浦台湾农
民创业园，创办漳州钜宝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主攻蝴蝶
兰新品种研发与销售。在他
的带动下，一批两岸蝴蝶兰
企业在漳浦台创园集聚发
展。如今，这里已是全国著
名的蝴蝶兰“种苗之都”，现
有蝴蝶兰企业 30多家，年产
蝴蝶兰种苗超5000万株。

近年来，福建致力于为
闽台农业融合搭建新平台。
2019 年，福建设立 9 个闽台
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这些
产业园立足各地资源优势与
产业基础，形成了各自鲜明
的特色。

在八闽乡村广袤的土地
上，越来越多台胞跨海前来
追梦筑梦圆梦，成为两岸交
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
推动者。

不久前，柘荣太子参
大数据溯源平台正式上
线。该平台利用区块链、
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为
柘荣太子参赋予独一无二
的“身份证”，可实现产加
销全周期、全链条可追溯。

作为“中国太子参之
乡”，柘荣县栽培太子参已
有 200多年历史。全县太
子参年种植面积达 4.3万
亩，年产量 6000 余吨，占
全国太子参总产量一半以
上。

在中药材领域，福建
还有不少像柘荣太子参这

样的隐形冠军。武平紫灵
芝产量占全国紫灵芝总产
量 80%以上；南靖金线莲
产量占全国金线莲产量
70%以上……它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福九
味”。

如何进一步把这些土
特产做成大文章？去年，

“福九味”中药材产业集群
获批建设，成为福建继武
夷岩茶、珍稀食用菌、闽西
禽蛋后的第四个国家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

“我们正按照‘全产业
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的

路径，打造集种质资源保
护、生产、加工、流通、科技
服务于一体的有竞争力的

‘福九味’中药材产业集
群。”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
责人说。

这背后，是福建正加
速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圈”
状发展格局。

近年来，福建加快实
施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3212”工程，推进特色
产业集聚区建设，着力构
建“一村一品”微型经济
圈、农业产业强镇小型经
济圈、现代农业产业园中

型经济圈、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大型经济圈，点线面
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发展。
按照计划，福建将在“十四
五”期间，建设 30 个重点
现代农业产业园、20个重
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
造 100 个农业产业强镇、
2000 个“一村一品”专业
村。

截至目前，全省已支
持创建省级以上现代农业
产业园 27个，“一村一品”
专业村 970 个，农业产业
强镇 84个，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1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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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现代农业“圈层效应”

让“福农优品”走进千家万户品牌化

打造台农台商登陆第一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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