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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交响曲
——宁德从贫困地区到“闽东之光”的启示

□葛志华

宁德依山傍海，但曾经因长期不通公路，
是东部沿海地区贫困落后的代名词。从“老
少边岛穷”到“闽东之光”，从“弱鸟先飞”到展
翅高飞，宁德念好“山海经”，因地制宜、持续
发力，实现了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沧桑巨
变，为我们做好新时期乡村振兴工作、持续深
化“百千工程”提供了宝贵经验。

乡村振兴看宁德“翻身”，“四下基层”从
宁德发轫。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倡导“滴水
穿石”，坚持到基层一线，致力于摆脱贫困，

“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实践充分证明，只要坚定不移把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
要求学习好、领会好、落实好，就一定能够实
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美好图景。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动力
源泉。宁德发挥山海兼有的优势，大力发展

“8+1”农村产业，去年总规模已突破2300亿
元。这启发我们，要立足江海禀赋、本土资
源，做精“土特产”、弘扬“南通味”，打造特色

产品、特色产业、特色链条，推动农业产业接二
连三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创意农业、休闲农
业、农产品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
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

山海互照，水乳交融。宁德坚持以城带乡、
以工补农，把政策、资金、项目、人才带到农村，
让更多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充分涌流。这启示
我们，要加快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
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市场一体化，促
进城乡资源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共同繁荣发

展，更好勾画“都市里见村庄”和“田野里有都市”
的美丽图景。

乡村振兴也要发挥好“关键少数”的作用。
宁德市供销合作社探索村社共建模式、实行品牌
发展战略，为我市供销合作社服务乡村振兴提供
了样板。要发挥好“中流砥柱”作用，拓宽为农服
务领域，创新为农服务方式，全面提高为农服务
水平，通过整合农业资源、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推
广现代农业技术、强化农村金融服务等措施，为
实现全面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王梓宁·

学好“山海经”走好振兴路

初秋时节，笔者接到《中华合作时报》的邀请，作为“中合观察”联合调研组的专
家成员，到福建省宁德市进行调研观察。记忆中，宁德是“老少边岛穷”地区，又是我
国十八个连片贫困区之一。经过现代化的洗礼，这片土地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个中有什么秘诀？对南通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一个“老少边岛穷”的地区缘何能快速脱贫致
富？一个依山傍海的落后乡村如何阔步振兴路？

如果说宁德的现代化是一部大气磅礴的山海
交响曲，那乡村振兴就是这部交响曲的精彩乐
章。这乐章之所以精彩无比，既有“三农”工作的
一般经验与普遍做法，又与下列音符密不可分：

——在产业先行中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既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又是乡村振兴的物质
基础。乡村产业有了活力，乡村有了造血功能，农
民有了获得感，乡村振兴就有了支撑点。在“三
农”工作中，宁德把提升乡村产业“含金量”，激发
乡村产业的活力作为先手棋，发挥山海兼有的优
势，制订乡村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确定茶叶、水果、
乡村旅游等“8+1”产业，培育宁德大黄鱼、古田食
用菌、福鼎白茶、福安葡萄、霞浦海参与海带、柘荣
太子参、周宁高山花卉、寿宁高山茶等特色农业品
牌，做强一批农旅、文旅、海旅项目，初步实现了产
业兴旺。这些产业涉及千家万户，既是农民致富
的金钥匙，又是乡村振兴的新引擎。2023年，全
市“8+1”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规模突破2300亿
元。与此同时，市县还联手每年实施百个“一县一
专项”项目，围绕特色产业与优势产业打造出五个
百亿强县、24个十亿强村、50个亿元强村，实现了
富民与强村有机统一。

以福鼎白茶为例：白茶是宁德的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既给消费者带来了优质商品，又为当地农
民带来了源源财富。2023年，福鼎茶园面积达
36.2万亩，茶叶总产量3.2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
150.13亿元，涌现出品品香、绿雪芽、六妙、鼎白
等龙头品牌。一片叶子做出了锦绣文章，徜徉在

广袤的茶山间，眼前是无垠的绿色，耳边是轻柔的山
风，鼻尖是淡雅的茶香，美丽乡村变成美丽经济。
2024年，福鼎白茶品牌价值70.66亿元。“古田银耳”
品牌价值高达147.32亿元。

再以大黄鱼为例：大黄鱼是宁德又一地理标志
产品。宁德素有“天然鱼仓”之称，海域有水产资源
600多种。大黄鱼是我国的“国鱼”，以肉质鲜美、高
蛋白、低胆固醇、富含高度不饱和脂肪酸等特点受到
消费者的青睐。围绕做强大黄鱼产业，宁德依托环境
优势与技术优势，建成大黄鱼人工育苗基地和养殖基
地，并通过了无公害食品认证。在做大基地的同时，
宁德延伸拓展生产加工链，向外扩大供应链，打响品
牌提升价值链，串联起百亿元规模全产业链。目前，
大黄鱼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宁德也成为中国
大黄鱼文化节的举办地。

——在城乡互动中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离
不开资源的流动，也离不开资源的集聚。宁德把城
乡互动作为乡村振兴的动力，把外部赋能与激发农
村内生活力、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民主体作用有机结
合起来，形成强大动力。

宁德坚持全市一盘棋，用经济大合唱的思路，深
化山海协作、城乡互动，既把城市优质资源要素导入
农村，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又注重激活乡村发展的活
力，发挥农民主动性，推动双向奔赴，相融向荣。

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宁德坚持以城带乡、以
工补农，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动政策、资金、项目、
人才下沉，夯实乡村发展基础。就政策下沉而言，宁
德制订实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2条措施、支持少数民族乡村振兴5条措施、老区基
点行政村乡村振兴7条措施、海岛振兴9条措施，有

的放矢，久久为功，统筹推进“老少边岛”协同发展；
就资金下沉而言，把“三农”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

先保障领域，创建普惠金融试验区，增强乡村造血功
能。2023年，全市投入各类乡村振兴专项资金47.5
亿元。宁德时代等企业还出资成立专项基金，支持奖
励乡村振兴工作。与此同时，又完善农村生产要素流
转融资机制，推动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推动农村完善乡
村路网、电网、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分类晋级专项行动，推动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
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让广大乡村各展其长、各美其
美，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

就项目下沉而言，宁德聚焦发展所需、农民所盼，
持续实施集体经济强村、产业富村、基础设施惠民等系
列项目，让农民群众在项目建设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就人才下沉而言，宁德选派567名驻村第一书
记、728名乡村振兴指导员、1500多名科技特派员、
398名金融助理员、559名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形成
一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乡村人才队伍。

在城市带动与外部赋能的同时，乡村经济活力不
断增强，农村人气逐年上升，三产融合步伐明显加快、
农业的多功能得到彰显，农民的主体作用与日俱增，农
旅、文旅、海旅项目遍地开花，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精
神文明建设等成绩斐然，高颜值的绿水青山逐渐转化
为高价值的金山银山。城与乡各具功能又融为一体。

——在齐抓共管中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
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久久为功，又要齐抓共管，更需调
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强大的工作合
力。宁德善于统筹协调，各方创新体制机制，合力弹
钢琴，汇聚成振兴乡村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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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俗称闽东，具有独特的区位优
势，既有山的挺拔，又有海的辽阔，其地
理、历史、经济、生态、人文别具一格。从
地理来看，宁德地处福建省东北部沿海，
与浙江省接壤，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地势特点为依山
傍海，以丘陵山地为主，沿海为小平原；
从生态来看，宁德生态环境优美，群山环
抱，山川俊秀，海城辽阔，岛屿棋布，风光
旖旎，海天一色，美如仙境，融“山海川岛
湖林洞”为一体，有“海上天湖、佛国仙
都、百里画廊”之美誉；从文化来看，宁德
文化底蕴深厚，多元文化共生，红色文
化、宗教文化、畲族文化、廊桥文化、海洋
文化、客家文化交相辉映。这些特色的
叠加，赋予宁德独特魅力，汇聚成闽东的
强大磁场。

然而，长期以来，囿于山海的限制，
宁德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十分
贫困。套用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
《摆脱贫困》一书的话，就是“闽东，交通
闭塞，信息短缺，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
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贫困地区，
显得更为步履维艰。人们说起闽东，便
是五个字“老、少、边、岛、贫”。又据王绍
据《赤溪——中国扶贫第一村纪实》一
书，1984年记者来到赤溪村，亲眼看到
村民们食不果腹、衣难遮体的艰难与窘
迫，下山溪一农户穷到婆媳同穿一条裤

子，婆婆外出，儿媳只能躲在被子里。改革开放以
来，宁德发扬“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精神，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因地制宜，发扬山海兼备的优势，创造
性地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形成了“闽东之
光”的耀眼光环，成为福建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
极，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德篇章。

在宁德期间，参观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与曾经
的“中国扶贫第一村”，考察白茶、大黄鱼养殖、食用
菌、乡村旅游等主导产业与农旅、文旅、海旅项目，踏
访蕉城区城南镇、赤溪镇、霍童镇、屏南县寿山乡、柘
荣县东源乡、福鼎市磻溪镇等地，游览百里画廊，打
卡金蛇头村网红地……所到之处，我彻底颠覆了原
有认知，看到的是现代化新气象，领略到乡村振兴新
变化，感受“三农”工作现代化气息，犹如欣赏一首气
势恢宏的山海交响曲。

宁德围绕乡村振兴总目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与发展基础，以念好“山海经”为抓手，以创新体制机
制为手段，初步走出了一条“产业先行、以城带乡、文
化赋能、生态宜居、党建引领”的闽东特色乡村之
路。2016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与宁德市赤溪
村视频连线时，盛称扶贫经验，鼓励村民发扬“滴水
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的精神，自强不息，奋
发有为。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又给宁德下党
乡的乡亲回信，肯定乡村发展的成绩，鼓励他们创业
创新，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得意之作：奏响乡村振兴交响曲2

点睛之笔：村社共建为农服务综合体
在众多力量中，供销合作社是一支不可或缺不

可替代的力量。作为党领导下的综合性合作经济
组织，供销合作社不同于行政机关、一般市场主体
与社团组织，既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增强发展活力；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弥补“市场失灵”，具有服务乡村振兴的独特优势，
宁德供销合作社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
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提出加快建设全国乡村振兴样板区的目标任务，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创新“党建引领、村社共
建”工作机制，将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与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农民专业
合作社培育、农民增收致富等有机结合起来，融村

“两委”的政治优势、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优势、
农民专业社的产品优势于一体，构建为农服务的新
体制、形成了党支部引领、供销合作社主导、农民专

业合作社参与的融合发展之路。2022年，宁德市
委组织部、农业农村局、供销总社联合发文，提出了
村社共建的目标任务与保障措施，选取蕉城区赤溪
镇等四个乡镇作为试点，与37个村集体经济相对
薄弱的脱贫村、老区基点村、少数民族村采取共同
出资、村社共建的形式，共同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
活的综合平台。2023年，在深入总结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在各县市区推广，要
求各县市区每年建设1到2个高质量的为农服务综
合体，目前已经能建了20多个，力争到2026年，在
全市建成50个左右机制活、功能全、形象好的为农
服务综合体，打造乡村振兴的强引擎。

宁德市供销合作社还确立了品牌发展的战略，
联合县社及社有企业，筛选本市特色优质农产品，
按照统一流通标准、统一营销模式、统一包装设计、
统一销售价格四个统一的原则，打造出“德供山水”

品牌，入库的闽东特色产品达70余种，并开设宁德
直销专场，线下建设闽东好货农产品展销中心，线
上打造直销平台，为农产品销售插上翅膀。

屏南县寿山乡供销社与行政村合作，立足茶
园、古道、文旅资源，打造供销文旅一条街，每年可
增加村村集体收入18万元。该项目位于寿山村中
心，包括原供销社办公及经营场所、东坡广场及古
街周边区域，占地面积1287.6平方米，建筑面积
1587.5平方米，总投资420万元，预计收益率超过
10%。主要建有村社共建东坡文化广场、屏南832
平台、便民超市、农产品展示馆等。各县、乡供销社
立足当地主导产业，围绕食用菌、茶叶、辣椒、水果
等特色产业，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为农民提供从
苗木种植到销售流通的全程服务，让农民安心种
地，轻松销售，稳定收益。

（作者系江苏商贸职业学院合作社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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