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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福建日报记者
周琳） 12月13日，省委书记
周祖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认真传达
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研究提出我省初步贯彻
落实意见。省委副书记、
省长赵龙出席。

会议指出，这次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是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总
结今年经济工作，科学分析

当前经济形势，深刻总结做
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全面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站
位高远、视野宏阔，思想深
邃、催人奋进，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
经济思想，为我们进一步做
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
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深刻把握“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

的根本保证”这个全党上下
形成的最大共识，深刻把握
做好经济工作五个“必须统
筹好”的重要关系，深刻把
握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
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
结合福建实际抓好贯彻落
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会议强调，明年是“十
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和谋划

“十五五”规划之年，是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接续谱写新福建建设新
篇章的关键一年。要按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扭
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
到底，扎扎实实做好明年经
济工作，科学编制“十五五”
规划，持续稳定预期、激发
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奋勇争先。全省各级各部
门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
委要求，系统梳理今年各项
工作，总结成绩和经验、分

析差距和不足，科学、深入、
务实地研究提出明年的发
展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
措。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
工作的领导，强化正向激
励，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
持求真务实，统筹发展和安
全，增强协同联动，加强预
期管理，确保党中央各项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领
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干字当
头、实干为要，带头增强信
心、迎难而上，带头锐意进
取、奋发有为，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
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

会议要求，要集中精
力抓好今年经济发展的收
尾工作，早谋划、早部署、
早推进明年一季度“开门
稳”“开门红”各项政策措
施，夯实经济回升向好的
基础，确保今年收好官、明
年起好步。要守好基本民
生底线，关心困难群众生
产生活，毫不放松抓好安
全生产等工作，确保全省
社会大局稳定。

今年收好官 明年起好步
周祖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海都讯（福建日报
记者 林霞） 近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
结各地在健全传统村
落保护管理制度、构建
传统村落保护多方参
与机制、创新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方式、传承优
秀建筑文化、传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等五
个方面的经验做法，形
成《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二
批）》（以 下 简 称《清
单》）并印发，其中六条

“福建经验”入列。
在建立传统村落

保护激励机制上，龙岩
市永定区制定土楼保
护修缮“以奖代补”工
作方案，设立“土楼保
护管理专项基金”，将
经营性收入的 20%以
上列入保护专项经费，
支持传统建筑保护修
缮工作。

在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上，2017 年以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排 6.57亿元支持 503
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
项目，引进 587 位建筑
师在近 600个村庄开展
驻村陪护式服务。联
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搭建“传统建筑
海峡认养平台”，通过

“村集体收储发布—与
意向认养人洽谈—长
期承租、修缮、使用—
期满修缮归还”的认养
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
与传统建筑活化利用，
盘活乡村闲置资源。

在活化利用传统建
筑上，永泰县嵩口镇月

洲村将废弃的旧水电站
改造成乡村公益书店，
通过延续传统建筑结构
和外观，融入现代化设
计理念，搭建传统文化
交流平台。

在发展文化旅游等
特色产业上，龙岩市永
定区推动土楼宜居性改
造，发展民宿、艺术创作
等特色产业，以“洪坑土
楼群”为核心的湖坑镇
洪坑村及六联村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片
区，2024年上半年实现
旅游收入 49.8亿元，村
集体收入 300 多万元，
新增稳定就业岗位近
500 个，村民人均年收
入达5万元。

在培育传统建筑工
匠上，永泰县探索“学校
教研—基地实践—服务
基层”的人才培养模式，
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开
展共建活动，举办嵩口
论建 2023 大学生国际
设计竞赛，支持外地设
计机构与本地建筑师、
施工队伍、传统工匠组
成设计施工联合体，挖
掘培养本地人才，支撑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
作。

在传承发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上，连城县
按项目、保护单位、代
表性传承人、传承基
地、传承人群等分门别
类建立非遗传承数据
库，建设中国四堡雕版
印刷陈列馆、姑田大龙
展陈馆、古建修缮技术
团队培育所等非遗传
承场所。

第二批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可复制经验清单发布

六条“福建经验”入列N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黄海

近日，省林业局印发《关于践行大食物观 挖
掘培育“森林粮库”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提出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序开发
森林食物资源，推动笋竹食品、林下经济、木本粮
油、食药花卉等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增强森林
食物多元化供给能力。

五大行动 我省挖掘培育“森林粮库”
到2030年，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全面树立，全省森林食品产量

达390万吨

在木本粮油方面，到
2030年，全省以油茶为主的
木本油料林种植面积稳定
在 260万亩以上，茶油产能
提高到5万吨，以锥栗、板栗
为主的干果种植面积达100
万亩，年产量达20万吨。

发展壮大“森林粮库”，
离不开科技赋能。为锻造
林业种业“芯片”，《实施方

案》提出，到 2030 年，计划
完成木本粮油树种种业创
新与产业化工程项目 2项，
选育花卉苗木新品种 100
个，延续建设省级保障性
苗圃 16 个，年产适合森林
粮库造林用苗 100 万株以
上。此外，应持续提升林
业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
大力推进林业科技成果推

广，助推森林食品标准化
生产。到 2030 年，全省计
划推广木本粮油、笋用林、
林下经济等成果及栽培技
术 25项。

践行大食物观，“舌尖”
上的安全是底线。近年来，
我省探索开展食用林产品
抽样检测工作，每年检测
2000批次以上。《实施方案》

强调，强化食用林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落实承诺达标合
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
行制度，每年持续开展食用
林产品抽样检测工作。

《实施方案》还从资金
投入、典型带动、人才培养、
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培育等
方面，为壮大“森林粮库”提
供保障。

围绕该目标，《实施方
案》提出大力实施笋竹食品

“产能增量”行动、林下经济
“特色增强”行动、木本粮油
“丰产增效”行动、种业创新
“品质增优”行动、食品安全
“质量增信”行动等五大行
动。

福建拥有全国最大的
竹林面积，笋年产量约 180
万吨。为进一步做大做强
做优笋竹优势产业，《实施
方案》提出，重点打造笋用

竹林、笋材两用竹林示范基
地，支持竹笋精深加工、转
型升级、延长产业链，积极
开发鲜笋、笋干、水煮笋、袋
食笋、酸菜笋、手剥笋等绿
色健康系列笋食品。到
2030年，每年建设丰产竹林
基地15万亩，全省竹林面积
稳定在1845万亩以上，竹笋
年产量达220万吨以上。

广袤的森林资源，为发
展林下经济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2023年，全省林下经

济利用面积3229万亩，实现
林下经济总产值 830亿元。
《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推
广“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发
展模式，在因地制宜规范发
展传统林下种植养殖产业
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食药同
源产业，推进林下中药材和
食用药用花卉近自然种植，
培育壮大铁皮石斛、金线
莲、灵芝、茯苓、黄精等“福
九味”中药材产业发展，支
持三叶青、山苍子、毛药花、

岗梅等特色小品种人工选
育和栽培。同时，推进精深
加工和产品研发，开发新型
森林食品。

到2030年，全省林下种
植利用面积稳定在500万亩
以上，其中全省食药同源特
色药材种植面积 30万亩以
上，带动全省中药材种植面
积 120万亩；全省林下养殖
利用面积稳定在400万亩以
上，蜂蜜年产量3万吨；建设
食用花卉生产基地20个。

“森林不仅是最大的陆
地生态系统，还蕴含着强大
的生产力。”省林业局相关
负责人说，福建森林资源丰
富，全省森林面积 1.21 亿
亩，覆盖率 65.12%、居全国
首位。作为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大食物观重要论述的

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福建
坚持立足资源优势，全力开
发“森林碳水”“森林蛋白”

“森林油脂”等，助力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早前，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
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

实施方案》提出，有序开发
森林食物资源，打造“森林
粮库”。《实施方案》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明确挖掘培育
壮大“森林粮库”的总体目
标与重点任务。

根据《实施方案》，到
2030年，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全面树立，森林食物高质
量示范基地建设、新型林业
经营主体培育、产品质量监
管和市场流通体系构建取
得明显成效，森林食物供应
更加丰富，“森林粮库”更加
丰足，全省森林食品产量达
390万吨。

我省森林覆盖率65.12%，居全国首位

林下经济“特色增强”，培育壮大“福九味”中药材产业

锻造林业种业“芯片”，推进林业科技成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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