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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3日 星期四16 海 西 新 跨 越 特 刊

近年来，福建省文艺工作全面贯彻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贯穿于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
积极探索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和传播机制，
精心组织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创作工程、
重点文学艺术作品扶持工程和优秀少儿
作品创作工程，创作生产出一批雅俗共
赏、愉悦身心的优秀文艺作品。

作为中央苏区和老区的主要所在地，
福建省去年组织创作了一大批红色主题
的文艺作品。电视剧《红色交通线》、大型
话剧《古田会议》、动画片《小小少先队》都
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电影音乐《周恩来
的四个昼夜》荣获第 29 届金鸡奖最佳音
乐奖。在中宣部、中国文联指导举办的

“美丽中国”大型征歌活动中，福建省选送
的《同圆中国梦》、《我们爱海洋》、《牵着阳
光的手》获十大歌曲最佳创作奖，其中《同
圆中国梦》荣登榜首。在当代文艺作品方
面，电影《南平红荔》、电视剧《林俊德》、电
影《使命》、《追你到天边》以及动画片《少
年陈景润》、《陈嘉庚的故事》等则较好地

表现了一批当代闽籍英雄模范人物的事
迹。生态建设题材、历史文化题材、两岸
关系题材以及现代生活题材也都获得较
好的社会反响和票房。

为使文艺创作生产传播氛围更加浓
厚，鼓励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福建省通
过创新文艺发展机制，为文艺创作提供了
更加宽松和温馨的环境。一是通过出台

《关于“唱响福建”推动文艺精品创作传播
的意见》，建立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沟通、
联动、精选、传播、激励机制等 5 项机制，
密切文化、新闻出版、广电、文联等各部门
的沟通联系。二是实行文艺管理备案制
度，定期通报全省重点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及传播情况，统筹安排全省文化传播资源
和精品创作生产工作。三是建立文艺创
作人才培训制度，制定文艺人才培训计
划，挖掘培养优秀文艺创作人才。四是开
展文学系列征文活动，通过开展福建文艺
大看台、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文艺作品创
作、儿童文学创作等 3 项征文活动，征集
刊发一批优秀文学作品。 文/石 伟

创新发展机制 营造良好氛围

福 建 文 艺 创 作 佳 作 纷 呈

地处福建北部闽江源头的南平市是
福建省唯一以设区市为单位的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同时，南平又是山区、老区、苏
区、库区和相对欠发达地区，总量不大、
发展不够是南平最突出的问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
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一条
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路子尤为重要而迫
切。南平市市长林宝金认为，南平的优势
在生态、出路在生态、责任也在生态。

林宝金介绍说，近年来，南平市围绕
既要发展、又要环境，既要绿水青山、又
要金山银山的要求，立足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和比较优势，提出了坚持绿色发展
走新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绿色城

乡、倡导绿色消费、保护绿色生态，积极
创建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走出一条与
沿海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新路的
思路，一个“百姓富、生态美”的绿色南平
正逐渐浮现出来。

南平市从原来 20 多个产业中筛选
出食品加工、旅游、机电制造、竹加工、纺
织箱包 5 个传统产业和生物、文化创意、
现代物流 3 个新兴产业等“5+3”以及现
代农业作为主导产业，并制定了食品加
工、旅游、机电制造千亿产业和生物 500
亿产业行动计划，把抓龙头作为推动产
业发展的“牛鼻子”，通过扶持、培育、引
进三个渠道来打造各行各业的龙头。

生态是南平的生命线，生态保护是

南平最大的民生工程。林宝金说，两年来
关停了小木材企业 480 多家，没有新批
一个矿产开发项目，没有新上一个重化
工项目，否决了 81 个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环境保护要求的建设项目。现在，南
平森林覆盖率达到 74.75%，生态环境质
量继续保持全国全省前列。

南平市先后得到国家节能减排财政
政策综合示范城市、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低碳城市、智慧城市试点等优惠政策，南
平绿色发展成效开始显现。2013年，全市
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千
亿元，9 个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排在福建省
前三位。

文/石 伟

福建南平市：

既要“百姓富” 也要“生态美”

入春时节，地处闽东的福鼎店下高优农业示范
园区内一派繁茂景象：在 1300 亩种植园里种植的花
卉、草莓、番茄长势良好，500 亩钢架大棚内的无
公害栽培植物绿意盎然，绿化广场小草茵茵，现代
化的培训大楼、停车场、水泥硬化道路、灌溉渠道
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一个集观光、休闲、种
养、培训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雏形展现在人们
面前。

这只是福建宁德市现代农业风生水起的缩影。
“宁德山海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具备发展以高
效农业、精致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的潜力。”宁德
市委书记廖小军这样分析。

为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宁德市出台了《关于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通过转变农业
发展观念和农业增长方式，着力构建沿海现代蓝色农
业产业带，山区现代绿色农业产业带和城郊平原现代
千亩高优农业示范园区的农业“两带一区”，大力推进

“茶乡、菌都、药城、果竹与水产大市”建设，逐步形成支
柱产业突出,特色产业鲜明，新兴产业崛起,外向产业
强劲的独具宁德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如
今，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模式创新、农业科技
推广、新型农民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及基础配套建设，
正如火如荼地逐步展开。

设施农业是最具活力的现代农业，又被称为工厂
化农业，它正成为宁德市种养业中经济效益最高的产
业之一。宁德市舍得投入，每年从财政中拿出 3000
万元来支持设施渔业、食用菌业、林业、畜禽业、茶果蔬
菜业等五大设施农业的建设。目前，宁德市已累计建
成以大棚蔬菜、食用菌、水果和畜禽规模养殖为主的设
施农业基地 5.73 万亩，养殖场 574 个，从业人口达到
28万人，设施农业发展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现代农业的集聚和发展关键在于产业园区建设和
龙头企业的带动。近年来，宁德市投入亿元资金，推进
11 个、总规模为 1.18 万亩的高优农业示范园建设，突
出工厂化、设施化、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等特点，强
化项目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支撑作用。同时，宁德市不
断强化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重点扶持一批精深加工
龙头企业，推进一批特色农产品加工示范项目，完善企
业与农户互动发展机制，一条条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强
劲舞动。柘荣县通过推广“公司+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鼓励企业以太子参为原料开发太子参系列产
品，先后生产出复方太子参颗粒、太子参咖啡和太子
参保健酒；该县还引进海城药业、今古能企业，致力
中药饮片、现代中药等产品研发，当地药企每年就地
消化太子参 600多吨，促进太子参产供销对接，极大
地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 文/石 伟 陈 煜

福建宁德市：

现代农业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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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渔家女孩》场景。

福建是中国现代漆画发祥地之一。图

为著名漆画家苏国伟创作的漆画《满载而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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