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力推進以農田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綜合
生產能力，是發展現代農業不可或缺的首要條件。統計數據顯示，
2012年福建省全年新開工重大水利項目超過120個，
當年完成各類水利投資180億元，比增38%，全省有
效灌溉面積佔耕地總面積的85%。開展海洋漁業防災
減災、氣象預測預報等防災減災工程建設，完善
「預警到鄉、預案到村、責任到人」的防禦颱風暴雨
等自然災害的機制，奪取「零傷亡、少損失」的勝
利。
記者從福建省農辦了解到，福建省每年的颱風、

暴雨、洪水等自然災害仍較頻繁，農業基礎設施仍
較薄弱。陳榮凱副省長指出，2013年，中央和省級
將繼續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今年福建將
重點加快推進水利工程建設，力爭全省全年完成投
資230億元。抓好重大水利項目建設，在加快已開工
項目建設進度的同時，抓緊策劃生成、啟動建設一
批工程項目。此外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2013年將
建設旱澇保收、節水高效的高標準農田50萬畝。與

此同時福建省還將整合水利、氣象、國土、海洋等部門監測預警信
息共享平台，進一步明確責任制，健全完善各級防災抗災機制。

為了破解農村融資難、擔保難問題，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
福建省政府近日出台了進一步加強農村金融服務的十條措施，加大
農村金融改革創新力度，提升「三農」金融服務和保障水平。
三明沙縣被確定為全國6個農村金融改革試驗區之一。沙縣縣委、

縣政府抓住機遇，先行先試，實施農村金融改革試驗工作「5432」
工程，在創新金融產品，破解農民建房購房貸款難；創新抵押擔保
方式，破解「三農」貸款抵押擔保難；創新服務模式，破解無網點

地區金融服務難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得到了中央有關
部委的充分肯定。
近幾年來，沙縣先後創新組建了全國第一家直接服務農戶的行業

性擔保公司（沙縣興農擔保公司）、全省第一家由村民出資的農戶擔
保公司（沙縣惠農擔保有限公司）、全省第一家由村民和村財共同出
資的農戶擔保公司（沙縣融富擔保公司），截至目前已累計發放由三
家擔保公司擔保的貸款6.7億元。
沙縣高橋鎮明洋山新型社區農民朱仕貴與朋友合資創辦天台山農

牧合作社，準備擴大規模養殖家禽和名貴魚種，還有很大資金缺
口。去年6月，沙縣農信社推出農村住房抵押貸款扶持政策，給朱仕
貴送來了「及時雨」，他用自己價值45萬元的小別墅進行抵押貸得15
萬元。「我們房屋的土地所有權是集體的，以前不能貸款。如今政
策好，房子可以抵押貸款。」朱仕貴用貸款買魚苗和魚飼料，迅速
解決了資金難題。
時任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在沙縣調研時指出，沙縣創新金融改革

的模式既緩解了農村融資難題，又營造了誠信氛圍，值得各地借
鑒。沙縣縣委書記陳瑞喜說，沙縣今後將在「農戶經濟檔案、農戶
信用評級、農戶貸款需求、村級融資擔保基金、村級基礎性金融服
務、村級金融服務站、鄉鎮農村信用社和郵儲銀行營業網點、鄉鎮
農業銀行自助服務機」等方面實現全覆蓋，進一步完善農村金融服
務網絡。

過去的一年，福建省大力推進新一輪扶貧開發，實施幫扶到戶措
施，落實小額貸款10億元，開展產業扶貧，幫助人均純收入3000元
以下的130.5萬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實施新一輪造福工程，全年完成
搬遷16.8萬人。建立了省領導、省直部門、沿海較發達縣（市、區）
掛㢕幫扶23個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制度，確定幫扶項目515
個，落實直接幫扶資金近11億元、信貸資金30多億元。繼續實施整
村推進扶貧開發，220個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村當年實施項目
2866個，投入資金8.2億元，大部分重點村農民人均收入增幅超過
20%。
記者從福建省農辦獲悉，2012年福建省㠥力扶持100個100戶以上

省級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區基礎設施建設，每個安置區補助100萬元，
改善搬遷群眾居住條件。在國務院扶貧辦的支持下，在長汀、寧
化、浦城、松溪、政和、周寧、柘榮、屏南、壽寧、建寧、明溪、
泰寧、清流等13個相對連片的革命老區縣實施1億元中央專項彩票公
益金試點項目，項目涉及64鄉鎮218村片，共建設未硬化機耕道1800
多公里、硬化機耕道50公里、蓄水池1500座、排水溝排洪溝260公
里、山塘水壩28座、鋪設灌溉管道1100公里。
福建省副省長陳榮凱在全省農村工作視頻會議上指出，2013年福

建要繼續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繼續推進區域平衡發展，確保省委
提出的比全國提前三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記者了解
到，今年福建省安排8.05億元用於實施20萬人造福工程和危房改造，
繼續落實幫扶到戶扶貧開發政策，實施「雨露計劃」，完成6萬人培
訓任務，力爭「十二五」期間每個貧困戶均有1人得到培訓。

山海協作是福建省委、省政府立足省情、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又
一重大戰略決策。據了解，2012年閩省安排山海協作縣域產業發展
資金1000萬元，支持山區市（縣、區）特別是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
點縣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加快山海協作示範園區建設。數據顯示，
2012年全省19個示範園區實際開發面積已達8.2萬畝，入駐企業798
家，當年完成投資81.1億元，實現工業總產值344.6億元、稅收27.5億
元、安排就業8.4萬人。2013年福建省將重點扶持23個省級扶貧開發
工作重點縣在縣內和沿海地區各建1個以上共建產業園區，各地也將
深入開展山海經貿協作與勞務協作，引導更多的沿海企業家到山區
投資興業，促進山區勞動力有序向沿海轉移。

記者獲悉，2012年福建農辦制定了美麗鄉村創建辦法，引導省市
縣三級3600多個試點示範村開展多形式創建活動，帶動社會投入資
金超過100億元，實施各類示範項目7000多個，有效地改善了農村生
產生活條件。
南安市康美鎮蘭田村自主投資研發「世紀之村」 農村信息化綜合

服務平台，具有農村電子村務、農村電子商務、農村信息社區三大
功能，設置「三資」管理、村務公開信息管理、綜合便民服務、網
上農家店等27個功能模塊，可提供500多項服務功能。目前，「世紀
之村」平台已在福建全省1萬多個建制村入駐「世紀之村」平台，已
擁有網上農家店9483家，已發佈農產品信息875萬餘條，月交易金額
達2.1億元。
南安市康美鎮蘭田村村民許祖輝是村裡的蘑菇種植大戶，以前一

天賣兩三百斤蘑菇，自從成了「世紀之村」的用戶，他一天銷售
2500多公斤。談起自己的致富經，許祖輝把它都歸功於「世紀之
村」。據了解，該平台是集網絡開發應用、農村（草根）信息員隊伍
建設、農村（草根）物流配送隊伍建設為一體的服務系統。在福建
農村地區，廣大農民借助「世紀之村」農村信息化服務平台，不但
可以了解村務公開、監督村財管理等事項，還能發佈供求信息當
「網店」老闆，也能接受科技培訓上「網校」，做一個能管理、會經
營、懂科學的「新農民」。

泉州市永春縣按照「山水名城、特色鄉鎮、美麗鄉村」發展格
局，㠥力打造「美麗鄉村」，注重把「生態美」與「百姓富」結合起
來，以發展現代特色農業為重點，創建現代農業萬畝示範區，做大
做強永春佛手、篾香等品牌，大力發展村級經濟。縣財政每年將撥
出1000萬元專項資金，各鄉鎮配套100萬元資金，每年抓好10個縣級
示範村的建設。同時，通過推行「金佛手」美麗鄉村貸，在貸款額
度、利率等方面給予優惠，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美麗鄉村」建設公
益事業中。蘇坑鎮嵩山村是永春佛手茶生產規模最大的村，該村按
照「茶產業帶動型」的規劃，以佛手茶特色產業為支撐，實施了改
舊建新、溪流整治、休閒公園建設、古厝修整和保護、道路拓寬硬
化、拆舊拆雜，以及路邊修建垃圾桶、旱廁改水廁、家禽家畜集中
圈養等一系列惠民措施，使整個村落煥然一新。
近日，記者到永春縣走訪，不少村民紛紛表示，以前村子裡的路

很窄，又都是沙土路，今年村子變了樣，道路又寬又結實，下雨也
不會泥濘，新安裝的路燈把夜晚的村道照得亮堂堂。村裡環境整治
以後，溪水乾淨了，大家也自覺不往小溪裡倒垃圾。夜幕來臨時，
村裡的老人小孩都到小溪兩邊的公園裡散步、聊天、健身，鄉村生
活一點也不比城裡遜色。

福建省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五年「三農」基礎得到夯實。落實
強農惠農富農政策，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年均增長4.4%，糧食產量穩定在

650萬噸以上。形成35家年產值超1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龍頭企業，農業產
業化經營組織覆蓋57.9%的農戶。解決816.07萬農村居民飲水安全問題，一批大
中型水庫、引調水和防洪防潮工程加快推進。加強土地整理復墾開發，連續13
年實現耕地佔補平衡。農村家園清潔行動和環境連片整治取得階段性成效。推
進山海協作，支持原中央蘇區、革命老區和少數民族集聚區加快發展。農村扶
貧標準從2300元提高到3000元，「造福工程」五年累計搬遷39.52萬人。

2012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18個扶持「三農」發展的政策文件，
支農資金大幅增長，全省投入「三農」的財政性資金（包括爭取中央支持）超
過700億元。在這些政策的推動和全省的共同努力下，2012年全省預計實現農林
牧漁業增加值1777億元，比增4.2%；農民人均純收入預計達到10100元，比增
15%。
據悉，福建省為民辦實事項目資金60%以上用於農村。2012全年新建農村公

路2000公里，新解決300萬人的飲水安全問題，農村低保、新農合政府補助標準
進一步提高，73.7萬農村人口享受低保政策，新農合參合率達到99.8%，新農保
參保率達到94.8%，321.2萬老年農村居民領取了養老金。
記者了解到，2013年省委、省政府將繼續確定一批為民辦實事項目，總投資

達200億元以上。福建省農村工作會議指出，對於這些項目資金，屬於省級以上
財政投入的，要保證及時足額落實到位，絕不允許截留、挪用和拖欠；屬於市
縣財政投入的，要在財政預算中足額安排，省裡將對資金到位和項目建設情況
定期督查通報。

福建省委書記尤權表示，福建優美的生態環境，是大自然的恩賜，更是全省
幹部群眾長期以來共同維護的成果，同時也是福建發展的優勢資源。他指出，
山清水秀但貧窮落後，不是我們的追求；殷實小康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同
樣不是我們的目標，必須把「百姓富」與「生態美」有機結合起來。
近十多年來，福建歷經五任省委書記和省長，「生態省」建設的接力棒可以

說是一任接㠥一任幹。「十一五」期間，福建就先後開展了建設海西現代林
業、「四綠」工程、「大造林」等活動，完成植樹造林1116萬畝；森林覆蓋率
連續多年居全國首位，2012年達63.1%；完成水土流失綜合治理990.7萬畝、小
流域500多條，成為中國南方水土流失治理的典範。截至去年底，全省林權登記

發證率已達98.7%，全省森林綜合保險覆蓋面積超1億畝、在保率達96.1%。全
省近岸海域清潔、較清潔海域面積佔比達61.6%，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0個百分
點，已建成國家級生態縣（市）5個、國家級生態鄉鎮18個、省級生態鄉鎮474
個、市級以上生態村4652個。
前年底和去年初，習近平總書記（時任國家副主席）兩次就長汀水土流失治

理工作做出重要批示。福建省以「進則全勝，不進則退」的緊迫感和責任心，
總結推廣「長汀經驗」，推出了一系列舉措。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2012年長汀
縣完成治理面積10.59萬畝，佔年度目標任務的111.9%；完成植樹造林7.26萬
畝，佔任務的120%。截至2012年底，全縣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累計完成投資10.24
億元，佔年度計劃的102.4%。
據了解，福建自然生態系統從總體上來說還比較脆弱，全省每年造成新的水

土流失面積平均達到50萬畝左右，生態文明建設仍然面臨較大挑戰。2013年福
建省將進一步加大投資力度，確保完成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面積400萬畝、力爭
500萬畝，治理1000個崩崗和12萬畝耕地，爭取完成「十二五」水土流失治理任
務，真正把水土流失治理的經濟實惠、生態實惠帶給老百姓。

《福建省「十二五」現代農業發展規劃》提出，到2015年福建將按照區域化
佈局、專業化生產的要求，發揮各地獨特優勢，㠥力打造閩西北山區、閩東南
平原、沿海經濟區三個特色農業帶，通過建設區域優勢突出、基礎設施配套、

生態環境良好、產品質量安全的現代農業產業鏈，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
高農業產業的整體素質和效益。形成15個年產值超50億元的龍頭企業，主要農
產品深加工率達45%以上；力爭60%以上農戶參與各類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
水稻等主要糧油作物良種覆蓋率達98%以上，蔬菜等主要經濟作物良種覆蓋率
達92%以上，畜禽和水產品良種覆蓋率達85%以上；農業機械總動力達1450萬
千瓦，農業綜合機械化程度達40%以上；大宗農產品率先推行質量安全可追溯
制度，優質率達80%以上。
據福建省農辦介紹，推進農業產業化，關鍵是要培育扶持一批市場前景好、

科技含量高、帶動能力強的龍頭企業，大力發展精深加工業和品牌農業，延伸
農業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據介紹，福建省已擁有規模以上農業龍
頭企業1.1萬家，國家級、省級重點龍頭企業298家。截至2013年1月份， 298家
省級以上重點龍頭企業銷售收入1142億元，農戶從中得到收入184億元，從業人
員23.2萬人。正是在龍頭企業的帶動下，安溪茶葉、福州水產、漳州花卉、三
明林產加工、莆田果蔬等特色鮮明、競爭力強的農業產業集群，已成為帶動地
方經濟增長、促進農民增收的主導力量。
農業要增效、農民要增收，必須靠科技，發展農業規模化組織化生產。福建

省把發展科技含量高的設施農業作為發展現代農業的重點來抓，「十二五」期
間將完成園藝作物設施化生產面積200萬畝的目標。2012年全省已建設標準化蔬
菜大棚10萬畝以上，設施園藝作物面積達137萬畝，佔耕地面積7%左右。今年
起每年政府補助建設設施農業2萬畝，帶動社會投資建設20萬畝以上。與此同
時，以「農業科技促進年」活動為載體，大力推廣優良品種，農作物和畜禽良
種覆蓋率分別達96%和90%以上。記者了解到，閩省充分利用區位優勢和對台

優勢，加強了農業對外開放與對台合作，2012年農產品出口總額76億美元，居
全國第三位，全年閩台農產品貿易額將突破9億美元，居全國首位。
今年福建除了繼續扶持原有的5個國家級現代農業示範區、6個國家級台灣農民

創業園等園區之外，還出台新政策重點支持福建農民創業園建設。據悉，第一批
9個省級農民創業園、10個省級農民創業示範基地名單已經公佈，匯集了福建農
業特色產業，省裡安排每個創業園500萬元，每個創業基地200萬元的扶持資金，
並在基礎建設、項目安排、品牌創新、科技創新等方面給於政策支持，引導龍頭
企業入駐園區，帶動良種良法、好肥好藥的推廣應用，促進農產品精深加工，把
福建農民創業園建成現代農業發展的品牌窗口。

福建山地多耕地少，農業發展方式還比較粗放，農戶家庭承包經營的耕地面
積佔耕地總面積的66%，專業大戶承包經營的佔15%，專業合作社合作經營的
佔17%，農業企業帶動經營佔2%，百畝以上集中連片規模經營的耕地僅佔
10%，農業經營規模小而散的現狀仍未根本改變。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把農
民組織起來，可以解決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如何面對大市場的問題，這是今後政
府扶持的重點。目前，福建省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發展到1.5萬家，其中在工商部
門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近8000家，入社和帶動農戶60多萬戶，但真正運行較
為規範的僅佔10%。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大力支持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民合作組織。閩

省將繼續安排專項資金，省市縣三級每年重點扶持500家示範社。福建省還將借
鑒台灣農會和產銷班的經驗，注重農民合作社品牌的建設，組織實施「商標富
農」工程，幫助農民合作社發展有機食品、綠色食品和無公害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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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農篇
福建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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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福建省農業農村工作發展保持了良好的勢頭，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萬元大關，已連續兩年增幅高於城鎮居民。2013

年福建省農業農村工作，將堅持用工業化理念發展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

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方式擴展農業，加快現代農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舒昕、林蓉

數字福建三農（2012年）
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10,100元，比增15%

農林牧漁業總產值4,510億元，比增4.2%

農田水利設施完成投資180億元，比增38%

造林綠化320.5萬畝

農產品出口總額76億美元，增長11%

造福工程搬遷16.8萬人

■三明市林產加工—大亞木業

■全國生態文

化村—龍岩市

新羅區洋畬村

黃海 攝

■南安市康美鎮蘭田村「世紀之村」

農村信息化綜合服務平台

■永春縣桃城鎮姜蓮村

■福建省龍岩市，漳平永福茶園櫻花盛開。

■昔日火焰山，今日花果山－－長汀縣三洲鎮。 黃海 攝

■科學育竹 黃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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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激發活力 創建美麗鄉村

推進新一輪扶貧開發 造福百萬農民

深化農村金融改革 破解農村貸款難問題

加大投入 完善基礎設施建設

■龍岩市新羅區適中鎮新祠村造福工程安置點

■
春
茶
收
穫

■蘭花基地

加快發展現代農業
增強農村發展活力

■海帶養殖獲得豐收，福州漁民喜笑顏開。

農民得實惠
「 三 農 」投 入 多

加快生態文明建設
發 揮 生 態 優 勢

發展規模化組織化生產
扶 持 農 民 專 業 合 作 社

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
培 育 扶 持 龍 頭 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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