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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明新事之点绿成金
沪明路、沪明新村、沪明小学……在上海以南800多公里

的福建省三明市，随处可见的上海元素，诉说着割舍不断的沪
明情缘。
“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纪录片《沪明往事》

中，80多岁的原上海三星糖果厂党支部书记侯水泉，回忆起
60多年前整厂搬迁来明时这样说。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千上万像
侯水泉一样的上海建设者，在红旗的指引下支援福建省工业
基地建设。18家上海企业迁入三明，助力这座新兴工业城崛

起，也为新征程上沪明再度携手积淀了深厚的基础。
岁月轮转，真情不变，沪明新事，再谱佳篇。2022年5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
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上海与三明正式建立对口合作关
系。

一年多来，两地开启了全方位、多领域对接沟通，互访交
流已达140余批次，双方明确在红色文化宣传、园区产业、文
旅康养、农业、国资国企、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生态环
保、人才交流等10个重点领域开展专项合作。“和以前的合作

不同，新时代的沪明对口合作更强调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三
明希望学习上海的先进理念和开放精神，在观念上、精神上形
成同频共振。”三明市委书记黄如欣说。

就在两地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一周年之际，6月11日至6

月16日，记者随“上海媒体三明行”集中采访团走进三明11

个县（市、区），深入三明1958工业记忆馆、建宁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建设工地、将乐县常口村等
39个采访点。

今天，首先为您讲述关于绿色发展的“沪明新事”。

对口合作一年来，上海从文旅、科技、产业等方面助推三明
践行“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嘱托

文旅赋能
吃上“金湖饭”

“来，大家快吃点水果！”将乐县常

口村村民邱彩立热情地招呼着远道而

来的上海客人。

这些年，常口村发展生态旅游，村

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到185万元。邱彩

立把自家房子两个厅腾出来。屋外，

金溪河从村口淙淙东流，对岸青山郁

郁葱葱，游客清心散步尽享负氧离子；

院子里摆“擂茶”，相约亲身体验特色

文化；游玩累了，可以在内厅歇歇脚。

花生、山芋、玉米、毛豆，每一种小

食都是邱彩立亲自栽种，或许外观没

那么均匀，口味却很香嫩。等了半天，

客人试探性问道：“水果在哪里？”

一问才知道，眼前的这些琳琅满

目的小食，都叫“水果”。这样的“误

会”，让笑声久久回荡在整个小屋。

走进制作小食的后厨，大锅灶许

久没有烧过火，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便

捷的燃气灶。

“烧气政府给我们补贴，自己花

不了多少钱。”随后，邱彩立这个乡村

中年妇女脱口而出，“我们要保护环

境啊。”

原来，“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的

自觉在村里人心里已根深蒂固。

最近一次点绿成金的探索，来自

“林业碳票”。它以林木生长量增量为

测算基础，并依据计量办法换算成的

碳减排量，以“票”的形式发给林木所

有权人，从而把空气变成可交易、可收

储、可贷款的“真金白银”。编号

“0000001”的全国首张林业碳票，实现

收益14万元。

碳票还成为常口村最时髦、最骄

傲的嫁妆。村民张慧说：“父亲当时告

诉我，他能给我最好的，就是这一片绿

水青山。”

目前，第二张林业碳票也于去年

申办。常口村党支部书记邓万富说，

村里不着急将其变现，“由于是全国首

创，它还没有跨区域开放，更没有形成

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我们觉得人均

变现150元太少，难以体现价值。等

以后联通了价格肯定能涨上去。”

好消息是，沪明两地林业部门已

在6月初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支持已

开发的存量“三明林业碳票”纳入上海

碳普惠体系。这下，村民们又有了新

盼头，等越来越多碳票变现，他们就有

更多的资金更新基础设施，吸引更多

游客的到来。

在绿色发展层面，两地的合作不

光是未来时，还有现在进行时。

泛舟于泰宁县西南的大金湖之

上，清风拂面，碧波荡漾。不远处，沪

明对口合作迄今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

项目——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已进

入土方开挖及桩基施工阶段。

“我们现在处于水墨丹山的核心

区。大金湖因湖床富含沙金而得名，

千姿百态的丹霞地貌与清澈浩瀚的湖

水交相辉映，是泰宁世界自然遗产、世

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核

心。”导游邹秋霞这样介绍家乡。

当她得知客人来自上海时，兴奋

地提起，自己曾经跟随乡邻在上海做

了五年的生意，直到家中老人孩子需

要更多照顾才回到泰宁。目前，泰宁

有一万多人在沪打拼，做食堂、开超市

约占当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为两

地加深合作带来深厚的情感基础。

在邹秋霞看来，锦江项目建成运

营后，将实现泰宁旅游五星级酒店

“零”的突破，有效提升泰宁旅游接待

服务水平和档次，而7月即将开通的

南昌西至上海虹桥途经泰宁的动车

组，则把上海和泰宁牵得更近。“守着

大金湖，吃着‘金湖饭’。泰宁自然禀

赋优越，万事俱备，只等更多上海客源

的到来。”邹秋霞说。

科技驱动
播撒“金种子”

一幅山水画，越画越动人：三明森

林覆盖率达77.12%，连续3年位居中

国“绿都”年度综合评价榜首；市区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每年都保持在

98%以上；全市流域水质处于福建首

位，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守护“无价之宝”绿水青山，是三

明人融入血脉的责任与担当；打通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则是

三明人对新发展理念的生动诠释。而

上海，正通过科技合作驱动，为三明人

的梦想添砖加瓦。

行走在建宁县溪口镇万亩制种基

地田间地头，水稻长势喜人，绿油油的

稻秧像一张绿色的地毯，铺满了农田，

微风吹过，沃野荡碧波，田畴织锦绣。

眼下，制种经纪人胡长春正关注

着节水抗旱稻旱优73、旱优3015、沪优

549等系列品种和新组合的制种情况。

就在两周之前，上海市农业生物

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来到建

宁，为“罗利军节水抗旱稻工作室”揭

牌。据该中心介绍，节水抗旱稻在建

宁制种产量占五分之一，建宁已成为

节水抗旱稻种子生产的最重要基地。

为什么是建宁？或许从胡长春和

他身边的土地上就能找到答案。

建宁拥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良好的时空隔

离条件和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光照

强，昼夜温差大，种子色泽金黄，千粒

重大。当地农民早在20世纪70年代

中后期，就引进了杂交水稻制种项

目。经过40多年发展，建宁已是全国

最大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县。全

国每10粒杂交水稻种子，就有一粒建

宁产。

与此同时，经过一代代的钻研和

坚守，建宁已经培育出一支优秀的农

民“特种兵”——胡长春便是其中之

一。30多年前，刚满20岁的胡长春就

开始从事制种这个行当。“在制种中，

播种时间很重要，不同的品种父本播

下去后，母本要在几天后下地有讲究，

如果错期掌握不准，就会造成花期不

遇，进而减产。”胡长春说，在刚开始从

事这个行业的头几年，他也常常吃这

方面的亏。不断的付出让胡长春从制

种行业的“门外汉”变成了“土专家”。

现在，胡长春并不制种，制种经纪

人实际上是种业中介，为农户提供种

植亲本的同时提供技术服务。他手上

共 管 理 1000多 农 户 ，制 种 面 积 有

20000多亩。

经过不断地探索，建宁已摸索出

“企业+经纪人（合作社）+基地+农户”

生产模式，推动种业产业化发展。当

地还建成了集育、耕、种、防、收、烘等

制种全程种子区域服务站15个，配有

旋耕机、插秧机、无人机等设施设备，

逐步实现种子生产全程机械化。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认为，

已延续15年的节水抗旱稻制种合作，

将以沪明合作为契机，在技术\人才等

方面双方开展更深层次对口交流，助

力建宁打造“超级制种大县”。

拥有梦想的不止种子行业，莲子、

种子、梨子、桃子、无患子，建宁的“五

子登科”梦想，纷纷迎来上海助力。

以桃子为例，在绿源果业基地，深

受沪上消费者喜爱的“锦绣”黄桃正在

套袋生长，预计7月中旬就能收获。

“我们利用气候优势，提前一个月打时

间差，在上海市场卖个好价钱。”总经

理傅兴安种了半辈子果树，对于上海

农科专家，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上

海农科院无偿给我们试种，没有花一

分钱。叶正文研究员等专家还亲自到

建宁来，教我们管理过程中注意的问

题，比如修剪枝条不能一刀切，要有选

择性，以前一年结过果的为主。”

从傅兴安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

看到，几乎每年成果期他都和叶正文

有沟通。“名气这么大的专家从不说

‘我这个一定能成功’，而是说‘你们

先种种看’，重实践，不说大话，按科

学规律办事，而且特别随和。所以我

相信他。”

得益于这种信任，今年2月，在沪

明合作机制推动下，傅兴安又从上海

农科院引进了5个黄桃新品种进行试

种，包括锦春、锦辉、锦冠、锦花和锦

园，“有更早成熟的，有更晚的，打足时

间差的文章。”

正是凭借这种科学的态度，一粒

粒“金种子”在沪明合作的带动下，在

三明“开花”。

产业提档
解锁“金钥匙”

沪明间的合作远不止农业领域。

三明多山，沪明合作就从大山里找准

“金钥匙”，锻长板、补短板，推动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打造特色产业。

在明溪县，从以往剥树皮破坏濒

危野生红豆杉，到全力破解人工栽培

世界难题，一株株红豆杉撑起大产业。

红豆杉又名紫杉，从它的枝、叶、

皮、根中提取的紫杉醇是珍贵的抗癌

药物，全世界对紫杉醇的需求极其旺

盛。虽然三明天然红豆杉资源丰富，

但由于之前国内既没有人工栽培技

术，也没有掌握紫杉醇提取技术，所以

很长一个时期只能靠砍伐向国外出口

红豆杉原料，这也使得天然红豆杉的

储量急速减少。

福建南方制药研发团队透露，在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团队的帮

助下，“人工栽培”与“提取纯化”两个

关键环节获得突破。数年间，明溪拥

有了全国最大的红豆杉人工栽培基

地。同时，多项合作专利把提取剂对

环境的污染降到最低，并大幅度提高

了紫杉醇的纯度。随着紫杉醇提取工

艺的规模化、产业化，明溪县的红豆杉

产业成功实现升级，改变了长期处在

产业链低端的被动局面。

如今，“红豆杉传奇”再次来了

“升级版”。

位于明溪县的福建熙华医药产业

园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

穿梭。该产业园由上海熙华药业与南

方制药共同投资建设，致力打造从药

学研究、临床研究、原料药到制剂研发

生产的全生命周期产业平台。

“一期项目计划今年底建成投产，

全面达产后，有望实现年产值10亿元

以上，利税1亿元以上。”产业园项目

负责人李永表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明溪县

工商联主席谢伟东表示，借沪明合作

东风，以熙华、海斯福为代表的一批龙

头企业加快布局，有助于完善生物医

药产业链，为明溪实现生物医药优势

产业集聚增强了后劲。

“特色更特”，沙县人持续在舌尖

上“闯天地”。

当年，沙县小吃靠着薄利多销走

出大山。目前，沙县小吃门店已有8.8

万家，当地直接从业人员超过6万，辐

射带动30万人创业致富，年营业额超

过500亿元，成为沙县支柱产业，被誉

为“国民小吃”。

“可惜的是，沙县小吃共有200多

种，但受条件和成本所限，大部分种类

在外省市无法吃到。随着上海与三明

对口合作关系不断深化，今年10月，

上海第一家沙县小吃旗舰店将在杨浦

区正式开业，首批将引进50多种地道

的沙县小吃。”沙县区小吃文旅集团副

总经理徐振海介绍，眼下，“国民小吃”

正在朝着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升

级，产业链不断延长。

而在昔日上海企业与子弟大量迁

入的三元区，则要“老树发新枝”——

三钢集团在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

设上不断发力，狠抓精细化管理。“班

组下班时采集上报水、电、煤气等的消

耗情况，大家会‘斤斤计较’，这在职工

收入考核中占40%左右。”炼钢厂运转

车间相关负责人说。

走进位于三钢厂区的三明市

1958工业记忆馆，“三明不会忘记”六

个大字赫然写在“沪明情深馆”最显眼

的位置。场馆内，一个个老物件、一张

张老照片叙述着两地的历史过往。

如今，跨越一个甲子，一桩桩关于

绿色发展的沪明新事将为“风展红旗

如画三明”注入新的动人诠释。

 初

夏 ，三 明

建宁莲海

吸引众多

游人驻足

欣赏。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翠屏丹霞景观。

 将乐美丽

山 水 受 到 许 多

皮 划 艇 爱 好 者

的称赞。

▲明溪县依托丰富生态

资源，与嘉定区合作建起观

鸟平台。

 绿 色

三明。(均三
明 市 融 媒 体
中心供图)

▲三明试点林业碳票，未来有望

纳入上海碳普惠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