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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月，福建全省農民人均現金收入876.3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15.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6%。繼2011年福建農民

人均純收入8778.6元創下1996年以來增長最快紀錄後，福建農民收入

保持持續較快增長。為了進一步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福建省委

今年再度發出指導農業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推

廣，增強供給保障能力，提高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穩步

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維護農村社會和諧穩定，為推動科學發展跨越發展，建設更

加優美、更加和諧、更加幸福的福建做出新的貢獻。

「三農」工作始終是福建省各項工作的重
中之重，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強調，

任何時候都要注重農業基礎地位，夯實農業農村
基礎，加快現代農業發展。在去年，福建各地各
有關部門按照省委、省政府打好「五大戰役」、
大幹「十二五」開局之年的總體部署，緊緊圍繞
「大興水利強基礎、狠抓生產保供給、力促增收
惠民生、 眼統籌添活力」的要求，加大「三農」
工作力度，令農業農村經濟保持強勁發展勢頭。
據統計，去年福建省農民人均純收入不僅實現

與生產總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長
12%的目標，更是比上年增長18.2%，增幅比上年
提高7.0個百分點，再次實現農民收入增幅高於城
鎮居民。值得注意的是，本鄉地域內勞務收入大
幅增長對農民增收貢獻率超40%，成為福建「三
農」工作的一大亮點。

農民收入增幅再超城鎮居民
此外，2011年福建水利項目開工規模達347億

元，當年完成投資130億元，比上年增長67%；農
產品進出口貿易額首次突破百億美元；同時，福

建為民辦實事項目60%以上的財政資金投向農
村，新農保比國家要求提前1年實現全覆蓋，新農
合參合率達99.28%，82.2萬農村低保人口實現應保
盡保，解決了省內200萬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
與此同時，福建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閩台農

業合作、農村工作機制創新等工作也繼續走在內

地各省前列。面對成績，福建省提出今年農林牧
漁業增加值增長4%，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
11%的新目標。
為此，福建省農村工作會議指出，今年要 力

穩定農業生產，提高農產品有效供給能力； 力
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力實施科技興農戰略，提高農業核心競爭力；
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物質裝備水平；
力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提高農民收入水平；

力加強農村公共服務建設，提高新農村建設水
平； 力深化農村改革，提高農村內生發展動
力，切實在落實上下實勁、出實招、見實效。

新農保提前一年實現全覆蓋
為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福建省今年開始啟動實

施農民收入「倍增計劃」。以農業標準化、規模
化、組織化、產業化、信息化、專業化進一步挖
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調整種養業結構，增加農
民家庭經營收入。同時，進一步開展年百萬農民
大培訓，對未升學的農村初高中畢業生免費提供
農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科學種養水平、轉移就

業技能和自主創業能力。並搭建山海勞務協作、
省際勞務協作等轉移就業平台。

大力扶持農民合作社發展
不僅如此，福建還將 眼於盤活農村土地、林

地、海域等資產資源，探索土地等資產資源股份
合作、保值增值的辦法，努力增加農民財產性收
入。加大財政用於「三農」的支出、固定資產投
資對農業農村的投入和農業科技投入，確保增量
和比例都有提高，進一步增加對農民的直接補
貼，提高農民轉移性收入。
針對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的繼續加大力

度鼓勵和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建設與發展，從
今年起，福建省每年將安排不少於2,000萬元的專
項扶持資金，擇優扶持100家省級示範合作社，加
快推進合作社規範化建設。福建省政府日前還出
台了《福建省「十二五」農民專業合作社組織發
展專項規劃》，指出到2015年，農民專業合作組織
吸收和帶動農戶將達45%以上，全省農民專業合
作社數量將達2萬家以上，全省60%以上農民專業
合作社將實現規範化管理。

■圖為昔日福建海上漁民生產生活的連家船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圖為福建實施造福工程，讓連家船民上岸定居。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福建造福工程迄今扶貧

開發逾2,000個村莊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為把農業科技創新推廣作為推進「三農」發展的重點工
作，作為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重要支撐，今年福建省
委一號文件特別強調了農業科技，明確了農業科技發展的目
標和任務。此前，福建已不斷健全農業科技推廣機構，創新
和完善農技推廣體系，在內地率先推行了科技特派員制度、
農村「六大員」制度，有力地推進了農業科技的發展。
據了解，在福建農村，隨 農業新品種、新技術、新肥

料、新農藥、新機具這「五新」推廣力度的進一步加大，農
民增收致富的路子越來越廣。僅去年，福建依托「五新」便
培育高產、優質、高效、安全、生態的現代農業示範典型，
重點推廣示範糧食、特色園藝作物和畜禽新品種65個，節本
增效新技術14項，高效專用新肥料12種，低毒低殘留新農藥
10種，先進適用新機具3.38萬台（套）。單項示範與集成推廣
共建立示範片（場）462個，促進農民增收超過10億元。

今年，福建將從科技研發、成果轉化應用、科技人才培養
入手，構建新型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服務體系。不僅要重點
扶持建設18個省級以上農業科技創新平台，省級財政安排
5,000萬元用於種業工程建設。還將加大力度選派高校涉農專
業畢業生充實鄉鎮農技推廣隊伍，解決好基層人才「斷層」
問題。
同時，福建也將實施農業「五新」入戶工程，扶持10個農

業「五新」集成推廣示範基地，建設100個重點示範項目，
培育1萬個示範戶。推進鄉鎮「三農」服務中心建設，完善
鄉鎮或區域性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質量
安全監管等公共服務功能，加強鄉鎮或小流域水利、基層林
業公共服務機構建設。每年還將選送1,000名鄉鎮骨幹農技人
員到中高等農業院校、科研院所繼續深造，並就地培養農村
實用人才帶頭人1.5萬名。

記者從福建省農辦獲悉，福建今年將按照城鄉基本公共服
務均等化要求， 力實施一批強農惠農富農實事，保障和改
善民生，提高新農村建設實效。這些實事將涉及農村基礎設
施、農村社會事業、農村保障制度以及人居環境建設等方
面。
據了解，福建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將實施農村「村村

通客車」工程和公路保安工程。今年實現新建農村公路2,000
公里、完成農村公路保安工程3,000公里，新增更新農村客車
600輛，實現全省農村等級公路及具各通客車安全條件的公
路全面開通農村客車。同時，實施新一輪農網改造升級工
程，新建和擴建35千伏以上變電站86座，新建和改造10千伏
配變1,453台，全面完成農網行政村改造任務。此外，福建全
省建制村寬帶普及率今年有望超過98%。
在農村社會事業方面，福建將實施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和

中小學幼兒園「校車安全」工程，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公辦
學校學生免費提供作業本，提高寄宿生生活補助標準。並將
按照國定標準加強4,850所村衛生室建設，免費培訓萬名鄉村
醫生。同時，完成20戶以下已通電自然村和部分縣(市)20戶以
上自然村建設任務。在農家書屋建設工程和農民體育健身工
程方面，計劃新建農家書屋3,132家、農民體育健身工程點
3,462個，實現省內所有行政村全覆蓋。
據介紹，福建2012年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重點要完善醫療、

養老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三項制度。其中，基本醫療保險政
府補助標準提高到240元，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提高
到1,800元，並新建100所農村敬老院。
為了提高海西農村人居環境，福建今年將完成4,178個建制

村規劃編制工作，實現全省村莊規劃全覆蓋。並以「三清六
改」為重點，深入開展農村家園清潔行動、城鄉環境衛生整
潔活動，完成2,400個建制村的垃圾治理任務。同時以各級新
農村建設試點示範村、扶貧開發重點村、造福工程集中安置
村為基礎，集中扶持、重點指導建設一批宜居新村示範村，
探索路子、積累經驗，以點帶面推進海西新農村建設。

福建省長蘇樹林日前強調，「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農業現
代化，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借鑒工業化的理念、運用先進
科技、引入商業模式，有序推進標準化、規模化、組織化、
產業化、信息化、專業化。」
目前，福建正全面在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中推進農業

標準化，在依法自願有償流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中適度推
進農業規模化，在規範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中推進農業組織
化，在壯大龍頭企業及產加銷鏈條中推進農業產業化，在提
高農村生產生活社會化服務能力中推進農村信息化，在強化
科技創新推廣中推進農業專業化，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
變，全面提高當地農業現代化水平。
今年，福建將加快推進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建設，推進農

產品「三品一標」認證。完善農產品品牌扶持政策，分行業
確定重點培育對象，爭取每年認定50個以上省級名牌農產

品。同時，落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實施新增6億斤糧
食生產能力規劃，穩定1,850萬畝糧食播種面積。對於一般發
展水平縣建立的一個千畝以上高優農業發展示範片，省級以
上財政將連續三年各給予100萬元資金補助。
在農業組織化方面，福建自2012年起，省級以上財政預算

每年安排不少於2,000萬元專項資金，各級政府也設立專項資
金扶持示範社。並對合作社農業生產用地、用電、稅收均給
予優惠。此外農業產業化方面，將抓好300家國家級、省級
重點龍頭企業，培育一批年產值超10億元大型龍頭企業。
福建還希望通過3至5年努力，實現每個行政村都有一個信

息站點，配備相應設備和信息員隊伍，做到「有得用、懂得
用、起作用」，完善福建全省統一的「12316」農業服務熱
線，提升信息處理和服務能力。

記者獲悉，福建今年新一輪造福工程已經開始實
施。根據福建省委一號文件，該省今年將建立省領導
定點聯繫、省直部門掛 扶持、經濟較發達縣對口幫
扶23個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制度；並對100個百戶
以上規模的「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區基礎設施建設，
省級平均每個補助100萬元。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福建
還會大力實施貧困戶自立增收工程，對2010年人均純
收入3,000元以下有勞動能力的140萬農村扶貧對象實行
到戶到人幫扶措施，不斷提高農村低收入人口的自我
發展能力。
1994年至今，福建省委、省政府已連續18年將「造

福工程」作為為民辦實事項目之一，將長期居住在高

山、海上、偏遠、存在地質隱患的自然村群眾整體搬
遷到生產生活條件較好的地方。如今，「造福工程」
已經成為福建幫助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手段，也成為
福建改善民生、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個
重要支點。
由於福建地處東南沿海，山地和丘陵佔陸地總面積

的80%，分散居住在偏遠山村和偏僻海島的部分群
眾，生產生活條件惡劣，還容易遭受泥石流、滑坡等
地質災害破壞，自然和地理條件成為脫貧致富的瓶
頸。「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共和諧」是福建省
實施「造福工程」的最終目標。為此，福建去年還出
台了《關於加快推進「十二五」時期「造福工程」的指

導意見》， 力推進福建城鄉一體化和小康建設。
福建省長蘇樹林表示，今年福建省將加大對偏僻自

然村搬遷和農村貧困殘疾人危房改造力度，完成10萬
人搬遷任務，並對農村住房災後重建和受地質災害威
脅農民搬遷，給予相應補助。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安
置，可安排宿舍類公租房。鼓勵符合條件的農民購房
安置。這個項目已經列入福建省政府今年為民所辦的
50件實事之一。
截至目前，福建省已累計搬遷群眾60多萬人，整體

搬遷自然村4,797個，共幫扶2,242個扶貧開發重點村，
有效改善了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偏遠地區群眾行路
難、上學難、看病難等實際生活困難。

農業農村
農民收入

福建

2011年
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8,779元，比增18.2%

農林牧漁業總產值2,733億元，比增4.2%

糧食產量672.8萬噸，比增1.6%

農田水利設施開工347億元，完成投資130億元，比增67%

造林綠化701萬畝

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額突破百億美元，比增36%；其中出口近70億美元，增長40%

造福工程搬遷10萬人

數字福建三農

扶貧開發逾兩千村莊 造福工程暖民心

■福建18戶佘
田族村民喜遷新居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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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生態文化村龍岩市新羅區龍門鎮洋佘
田村

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黃海攝

■長汀三洲鎮三洲1.2萬畝楊梅，豐產年份收成

3,000餘噸果實，村民希望能進一步開拓深加工產

業及開發農家樂旅遊線路增加收入。

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黃啟元攝

■福建茶園滿山綠，茶產業帶動了當地農民致富。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福建龍岩長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獲得中央高度肯

定，福建省農辦積極實地調研，並主動率隊赴國務

院扶貧辦匯報工作。目前，已確定由中石油共建幫

扶長汀，國扶辦和中石油已派工作組赴長汀調研確

定具體幫扶舉措。同時，國務院扶貧辦同意，將長

汀、寧化、浦城等三個縣列為國家彩票公益金支持

範圍，今年起每個縣安排10－15個村進行整村推進

扶貧開發，每個村安排彩票公益金140萬元。

為了確保政策指導和支持落實，福建將水土流失

治理一併納入省領導、省直部門、經濟較發達縣

(市、區）掛 幫扶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制度。

加強對長汀土地、山地、林地流轉的指導，支持農

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價入股方式參與合作社，拓

寬農民增收渠道。在此基礎上建設宜居新村與綠色

村莊。

為了進一步支持長汀等22個水土流失治理重點

縣，福建省農辦今年整合資金1.25億元優先滿足長

汀等22個縣造福工程搬遷指標，計劃安排搬遷3.4

萬人。今年還將扶持這22個縣建設220個百戶以上

集中安置區，每個補助基礎設施配套資金100萬

元。

同時，福建重點加大對長汀的扶貧開發扶持力

度。在「十二五」期間安排長汀農村貧困勞動力培

訓指標4,000人以上，確保每個貧困戶都有一個勞

動力得到培訓。今年安排100萬元扶持當地一批農

業產業化省級重點龍頭企業和扶貧龍頭企業。此

外，長汀山海協作示範園區農業龍頭企業基礎設施

建設也將獲百萬元支持，更安排40萬元支持長汀發

展菌草產業。

在農產品深加工領域，長汀新增固定資產投資

1,000萬元以上的農產品加工項目可獲得投資額5%

的補助。同時，當地今年也會獲得福建扶貧小額貼

息貸款2,000萬元，培育各類水土治理專業戶，扶

持當地農民群眾發展生態農業。

「六化」引領 加快發展現代農業

海西農村社會 和諧穩定

科技興農 提升農業核心競爭力
■科技提升了福建農業核心競爭力。圖為福建明良公司產品

遠銷歐美。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春茶收穫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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