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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钢厂是 3A 级风景区，这里的民
宿可以躺看星空，这里的“林票”可以抵押贷
款……走进地处闽中山区的“中国绿都”三
明，绿色发展的新鲜事俯拾即是。

作为中国最绿省份的最绿城市之一，福
建三明近年来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化两条腿走路，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高地和生
态旅游胜地，探索出了一条用“绿”转型、靠

“绿”取胜、以“绿”生金的发展新路。

“壮士断腕”推动绿色转型
绿树修竹、流水潺潺，这是福建省三钢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钢车间门口的一处
山水小景，与旁边数十米高、炉膛内满是火
红熔浆的大型炼钢炉形成强烈反差。

“原先工人下班回来满身满脸黑灰，现
在穿着西装去上班，回来都不用洗。”三钢集
团总经理何天仁说，作为城市钢厂，三钢厂
区降尘量与全市降尘最少区域接近，去年被
评为3A级旅游风景区。

三明先有工业后有城，以三钢为代表的
钢铁、化工等工业，曾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影响，市民对粉尘污染抱怨称“一年吃
下一块砖”。近年来，三明坚持“工业立市”
与“生态兴市”并举，对污染产业大刀阔斧整
顿，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淘汰落后产能。

2017 年 ，三 明 市 在 每 年 减 少 10 亿 元
GDP、3000 万元利税的情况下，下大决心开
展三钢集团三化公司的搬迁、改造、转型工
作，关停三化生产线后，减少年用煤量 100
多万吨、废气污染物1万余吨、废水排放700
多万吨。

“生态环保目标责任考核，比地区GDP、
固定资产投资等考核分值更高。环境信用

‘不合格’的企业有的被责令停产，有的被停
止贷款，有的甚至被暂停上市。”三明市生态
环境局局长林大茂表示，这些举措使地方党
政部门将影响生态环境、低效率、高耗能的
产业拒之门外，倒逼企业真正增加环保投
入、转型绿色发展。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动下，近年来三明
市工业转型升级驶上“快车道”。永安市是三
明老工业城市之一，长年粗放的矿产开发，造
成山秃水臭。近年来，当地痛下决心关掉大批
矿山和水泥、化工企业，将石墨及石墨烯产业
打造成主导产业之一，获得“涅槃重生”。

用作LED背板的石墨烯产品，打火机炙
烤约半分钟，材料手感仍然冰凉。在永安市
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中，各种新材料的奇妙
让人赞叹，这些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并
进入国内外知名电器、新能源汽车电池等企
业供应链。

“三年前，园区只有一家工厂开工，现在
停车位已经不好找了。”永安市泰启力飞石
墨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和洋说，由于产
业链完整，现在一些国外石墨烯应用科研成
果，也会拿到三明来测试、验证和生产，形成
了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通过产业转型，钢铁与装备制造、氟和

石墨（烯）新材料、文旅康养、特色现代农业，
逐渐代替了钢铁冶炼、采矿、纺织等“傻大笨
粗”传统产业，成为三明经济新增长点和新

“名片”。去年上述新兴产业产值最低实现
8%以上增长，最高增长近18%。

城乡一体厚植绿色优势
躺在山脚下的民宿中看星星，听着稻田里

的蛙声一片喝咖啡，还可以找到画室画油画、
约上好友在山乡道路上骑行……近年来，三明
市泰宁县杉城镇际溪村大力发展森林康养、乡
村旅游，逐渐成为当地旅游网红“打卡点”。

“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在这里度过一段
‘醉氧’慢时光。”泰宁县八仙崖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孔才说，去年，他搭上当地
康养小镇建设“顺风车”，租用民房改造的“星
空民宿”年旅客入住率达到65%，这给他从事
的仿野生铁皮石斛康养产品带来了福音。

作为三明市全域生态旅游的“烫金名
片”，去年泰宁县旅游总收入59.23亿元。其
中，森林康养基地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占
新增游客接待量22.4%。

“与特色农业、运动休闲、民宿和文创产
业相结合的旅游康养产业刚刚起步，美好前
景令人期待。”泰宁县文旅局局长江茂求说。

借助林深水美天然优势，顺应健康消费
新趋势，三明市康养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2019 年被列入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
市，拥有试点建设单位20个。8个已建成运
营的森林康养基地中，培育出休闲旅居、生
态观光、山地运动、自然观鸟、培训研学等多
种新业态。

三明是传统农业大市，以前许多优质的
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识”，而今通过“接二
连三”的产业融合和市场推广，越来越多“土
货”变身“名货”，助推现代特色农业走向勃
兴。

“普通茶一亩产出数千元，我们的可达
万元以上。”三明市大田县广平镇元山茶园
谊华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玉谊说，为了实现
高收益，他们从台湾引进需全生态种植的特
殊优质品种高山美人茶及其制茶工艺，打造
本土优质茶品牌。

目前，三明已形成永安市林竹、建宁制
种和果业、明溪红豆杉等高优粮食、绿色林
业、精致园艺、生态养殖、现代烟草5大特色
农业产业和水稻制种、茶叶等 20 多条特色
农产品链条，全市农业总产值从 2010 年的
269.12亿元增加至现在的533.94亿元。

绿色发展，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
2016年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后，三明市体系化
地全面打造森林城市和村镇，逐渐向城乡一
体绿色生态化方向迈进。

“三明的建设目标是城乡‘处处皆景，推
窗见绿’。”三明市林业局局长刘小彦说，近
年来，当地通过“见缝插绿、拆墙透绿”，每年
完成植树造林20多万亩、森林抚育180多万
亩、封山育林30多万亩。

据统计，目前三明市所辖县（市）均为省
级森林城市，拥有国家级、省级森林乡村和
森 林 城 镇 100 余 个 ，道 路 林 木 绿 化 率 达
91.94%，87.7%的乡镇达到国家级生态乡镇
标准，88.1%的村达到市级以上生态村标准。

“作为老工业基地，三明曾是 75 个全国
重点污染城市之一。近年来彻底蜕变，实现
了林深水美、风景如画。”林大茂说，今年以
来三明市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主要河流Ⅰ
类、Ⅱ类优质水比例均保持100%，与县级城
市空气和水质量综合排名等六项指标一起，
都是全省第一。

打通“两山”促进绿色惠民
“原来是出了名的贫困村，现在我们在

家门口每月也有近3000元工资，而且比在工

业园区打工轻松多了。”作为际溪村发展见
证者的外来媳妇李玉梅，对当地转型发展深
有感触，逐渐认识到好山好水的价值。

际溪村是2013年省定贫困村，辖8个自
然村 1006 人。当时整个村自有集体收入不
到5万元。去年际溪村年游客接待量8万余
人，通过带动农户土地流转、入股乡镇主导的
旅游开发以及创业、就业等方式，实现户均增
收5000多元，村集体收入达到30多万元。

近年来，以发展质量和群众获得感为检
验绿色发展标尺，三明市加速“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探索，使产业发展得到
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更加宽阔，百姓获
得感更足。

“一轮伐期后，官庄林场将以每亩 13 立
方米的出材率兜底收购。以现有价值算，保
底有600多万元收入。届时村民手中400元
的林票就变成了近 2000 元。”沙县夏茂镇梨
树村村支书曹声链说，林改新举措让村民可
以“坐享收益”。

作为全国林改的发源地之一，三明在
2019年底推出以“林票制”改革为核心的“林
改4.0”方案，由国有林场与村集体经济组织
及成员共同出资造林或合作经营现有森林，
双方按投资份额制发、作为股份凭证的林
票。持有林票的村民，可随时在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挂牌交易。同时，国有林场承诺按年
单利3%对林票进行兜底。

“林票可抵押、流转、继承、兑换，银行金
融机构也会参与其中，缓解造林、护林中的
资金难题。”刘小彦说，这一改革将综合解决
林业难融资、林权难流转、资源难变现等难
题，让林农可持续享有“绿色收益”。以梨树
村为例，沙县农商银行目前还为该村授信
5000 万元，村民直接拿林票可进行抵押，最
高可授信30万元。

通过一系列生态环保制度的改革创新
探索，三明市打开了点“绿”成“金”的新空
间。2016年以来，三明市获得的省级重点流
域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连续全省第一。15 亿
元补偿金额有力促进了部分经济落后县区
的生态环保和发展难题。

“近年来，三钢已通过排污权质押贷款
获得贷款3000万元；截至目前节约碳排放余
额十多万吨，这些余额可进行交易，也可在
急需时自用。”三钢集团生产能源管理控制
中心能源管理科科长陈启彬说，在日益严格
的环保政策下，绿色赋能帮助企业能够保持
生产经营稳定性。

据北京林业大学专家测算，三明“绿色”
资源有“三高”：森林资源资产价值高，达
2823.16亿元；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高，森林生
态系统每年为社会提供服务价值达 2642.31
亿元；“绿都”品牌价值高，在全国 297 个城
市的中国“绿都”中综合评价居首位。

绿水青山是无价之宝。守护和利用好
绿水青山，就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
银山。绿色，可以点亮三明更加美好的未
来。 （新华社福州12月18日电）

关注三明实践

绿色点亮未来
——解码“中国绿都”福建三明

“没想到问题能够顺利解决。”今年 7 月份，福建省
三明永安市洪田镇马洪村村民赖兴益拿着村里给的回
购天然林的13万元钱高兴地说。

2005 年赖兴益出资取得 135 亩天然林经营权。
2016年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他的山林在承
包期内无法变现，且面临承包到期后要交山地使用费问
题，林子成了“矛盾林”。

今年三明市持续推进林改，通过生态公益林补偿收
益权质押贷款回购天然林。“回购的天然林改为了生态
公益林，这既解决了生态保护和林农权益矛盾，今后还
可通过生态林补偿增加村集体收入，一举多得。”马洪村
村支书蓝光椿说。

三明市是全国林改策源地。“从1998年分林到户开
始，三明林改一直紧扣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百姓
收益三合一。”三明市林业局局长刘小彦说，从确定林业
经营权、收益权和生态林管护责任，到完善承包制度政
策、林业投融资体制等，如今林改已进入以综合改革促
林业效益和生态效益增值阶段。

“今年我家认购了面值 1200 元的林票参与合作造
林，到了新造林伐期，这些林票最少可分得 7500 元利
润。”三明泰宁县杉城镇长兴村村民冯贵勤说，林票除了
可分红，还能交易或质押贷款，这一新的林改措施非常
好。

近几年，分林到户的山林经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变化逐渐出现一些弊端。分散粗放经营导致林业难
融资、林权难流转，同时影响山林质量和效益。针对这
一情况，去年底三明推出林票制度改革，引导有造林营
林专业技术的国有林场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合作，
按协定投资份额制发股权（股金）凭证，共同出资造林或
经营现有山林，促进集约化经营。

今年1月份，泰宁县两个改革试点村参与合作造林
1403亩，发放林票90余万元，村民全部入股。“林票制度
有助于进一步放活林业经营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造林营林，提升山林生态和经济效益。”泰宁县林业局局
长陈添兴说。

三明市森林覆盖率高，覆盖面积大。长期以来，不断丰
富林产品种、延伸产业链提高森林自身价值以及通过生态
价值转换实现森林价值再造，也是三明林改的重要内容。

洪田镇洪田村有“中国林改小岗村”之称，过去山林
收入主要以卖木材为主，近年来，在政府引导下逐渐转
型发展起毛竹种植产业。随着竹加工业日趋壮大，洪田
村成为“靠山吃山”但不砍树、不毁林的富裕村。

厂区内机器轰鸣，货车排队装货……洪田村边上的
福建省有竹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供不应求、企业规模越做
越大，4年前投资20万元建厂，现总资产已达2000万元。

“禁伐木材给公司竹制板材产品带来巨大成长空
间。”公司董事长尹毅剑说，公司每年可为竹种植户带来
500多万元收益，同时吸纳近百人就业。

通过不断推进竹产业发展，去年底，永安市拥有竹
加工企业179家，竹产业总产值达到85.5亿元。

近年来，通过培育高价值木材储备基地，发展名贵
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拓展林产品加工业等，林业产业
已成为三明富民产业之一。2019年三明林业产业总产
值1146亿元，农民人均年涉林纯收入5000多元。

“随着森林城镇和森林乡村建设，森林生态旅游正在
成为城乡发展新动力。‘绿水青山’进一步变为‘金山银
山’。”刘小彦说，去年泰宁、将乐、大田等5个获评中国森
林旅游美景推广地的县，实现森林旅游产值51.5亿元。

（新华社福州12月18日电）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对于我国这样一
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答题”的难度和挑
战不言而喻。

2012年以来，地处福建内陆山区的三明
市勇于涉“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不断
突破旧有利益樊篱和体制机制障碍，闯出了
一条破解医改难题的新路子，贡献了中国新
一轮医改进程中备受瞩目的地方样本。

小城市推动大改革
医改千头万绪，从哪里打响“第一枪”？

三明瞄准了虚高的药价。2012年，三明通过
重点监控药品使用行为，实行药品零差率销
售，当年，全市医药收入年均增长 15%的势
头就降到了7%左右。

2013年以来，三明通过药品耗材价格调
整，共增加医疗服务收入 48.7 亿元。同时，
全市县级以上公立医院药物占比从 2011 年
的 46.77%降到 2019 年的 24.57%，而医务性
收入从18.37%上升为40.59%。

在医疗服务方面，三明通过改革薪酬总
量核定办法，医务人员的门诊和手术等医疗
服务量直接与薪酬挂钩。从 2011 年到 2018
年，全市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平均年薪从4.22

万元上升到 11.34 万元，医务人员工作积极
性大幅提升。

针对医保基金管理“九龙治水”的通病，
三明在全国率先将原来分别隶属于人社、卫
生等部门的24个医保基金经办机构进行整
合，组建了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2016年，又率先将药品采购和医疗服务定价
等职能统一到全国率先组建的医保局中。

一组数据揭示了医改带来的直观“红
利”：2019 年，三明人均医疗费用 1734 元，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46%，与此同时，基层
就诊率不断提升，如三明下辖的将乐县，县
域内就诊率从 2015 年的 79.5%提高到现在
的93.6%。

“动真碰硬”深化改革
三明医改的每一项措施，都涉及复杂敏

感的利益调整。为此，改革者乃至整个三明
一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对内有个别医护人
员消极对待医改，少数患者不理解医改；对
外则有医药代表放言丢掉三明市场。

在以“治乱”为主的改革早期，三明建立
了跨地区药品耗材联合限价采购的“三明联
盟”，通过做大采购总量来换取药企主动降

价，这一改革举措曾让不少医药代表惊呼
“三明动真格的了”“医药行业要重新洗牌
了”。

“只要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就放手
去干！”在三明医改一度遭到冷遇时，时任三
明市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的詹积富记得，当时
三明市党政主要领导始终给与支持、勇于担
当。

“敢为天下先”的三明医改，在打出“三
医联动”组合拳后，如今已经进入以“治未
病”为重点的新阶段，正着力构建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全民健康服务体系。

2017 年，三明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形成上下联动的紧密型医疗共同体，组建了
10 个县级总医院、2 个市区紧密型医联体，
构建起了区域健康管护组织。通过实行医
保打包支付，对各总医院实行“总额包干、超
支自付、结余留用”，推动县级医疗人才、诊
疗病种、卫生资源下沉到乡村。

不忘初心，改革再出发
“自始至终，三明医改人始终谨记为何

改、为谁改这一根本问题。”三明市委书记林
兴禄斩钉截铁地说。

2013年，三明将原先分散在人社、农业、
卫生等部门的医保职能集中时，新部门究竟
叫“医疗保险管理中心”还是“医疗保障管理
中心”存在意见分歧，最后决定：就叫“医疗
保障管理中心”。

2019 年 11 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
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
通知》，要求充分发挥典型经验对全局改革
的示范、突破和带动作用。

被视为新一轮中国医改“试验田”的福
建三明，于 2019 年 12 月启动疾控综合改革
的新探索，设立“医防融合办公室”，推动实
现专业人员、业务培训、监测报告、医防资
源、考核方式、数据信息“六融合”，更好地发
挥健康管护组织作用，让百姓少得病、晚得
病、不得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

“新一轮医改中，三明甘当‘冲锋陷阵’
者。向着全民健康出发，三明将把有利于人
民的改革进行到底。”林兴禄说。

（据新华社福州12月17日电）

咕咕咕、咕咕咕……冬晨，天色刚擦
亮，一位老人在静谧的山谷中仰天向山林
深处发出呼唤。过了一会儿，白鹇、红腹锦
鸡等珍稀鸟类先后到来，啄食嬉戏后又隐
身山野。

“2013 年的时候，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有
好看的大鸟在我养鸡喂猪的地方觅食。时
间长了他们听到我喂食的声音就会跑过来
争食。”唤鸟的75岁老人杨美林说。

杨美林老人是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夏
阳乡紫云村的村民。他说，跟大鸟们相遇
一段时间后，因为怕村里的狗伤害它们，他

“投食引路”逐步将鸟儿引到离村子步行半
小时距离的山里“约会”。相处久了鸟和他
之间越发熟悉、相互信任。

杨美林老人和珍稀鸟类结缘的故事，

通过口口相传和媒体介绍，在国内外观鸟
爱好者群体中引发关注。众多观鸟客纷纷
前来央求老人指引赏鸟、拍鸟，也给村子旅
游发展带来了惊喜。

“有些国外观鸟爱好者甚至不远万里
慕名来到村里。”紫云村村支书杨发善说，
不少人为了能够在清晨看到鸟儿，会在老
人家借宿。2016 年，村里的返乡创业大学
生杨水清看到观鸟游商机，陆续建了4个观
鸟点，在村里发展起民宿、餐饮业。

紫云村海拔820多米，毗连君子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好、空气中负氧离
子含量高，具备天然的乡村生态游优势。

“近两年来的游客中，有不少已经不是为了
观鸟，而是一家人一起专门来康养旅游。”
杨发善说，此外来村里的本地骑行客、钓客

也多了起来。
人气趋旺给村庄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村民告诉记者，由于观鸟旅游兴起，他们种
植的蔬菜、玉米，养殖的禽类、鱼等就地就
可以销售掉。即使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
情，游客量有所减少，仅杨美林养殖的鸡、
鸭、鹅仍销售了数百只。

“为进一步促进生态旅游业发展并带
动乡村振兴，今年县里在我们村附近建设
了森林步道等基础设施，村里也正在利用
闲置地建设停车场等。”杨发善说，目前，县
里几家旅行社也看中了村子旅游业发展前
景，主动对接村委会，希望面向旅游市场需
求为村里培训观鸟导游、共建游客所需物
资供给站和特色农副产品小市场。

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过去为了谋

生，紫云村一大半人口在外务工或做生意，
2000 多亩耕地和上万亩山林利用率不高。
目前，借助“观鸟村”名片带来的发展机遇，
紫云村正在重新规划整个村庄资源利用和
产业发展。

杨水清告诉记者，村里还有已故理学
名人文化遗产、省级水稻种植示范基地、高
山有机蔬菜、生物医药原材料紫杉等历史
文化和农业资源，未来可以打造乡村研学
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产业。

“抛荒的田地、闲置的集体经济建设用
地，甚至老年劳动力等，都有望被盘活。”杨
水清说，下一步村里还会请专业规划团队
对村庄进行绿化、美化，对产业进行科学规
划，开发更多特色农产品和旅游产品。

（新华社福州12月17日电）

“人鸟情缘”带来高山小村发展机遇 1年新增10万诉求件
——三明用信息技术给自己“找

事儿”赢民心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福建省三明市网上公共服务平

台“e三明”上线一年多来，群众日均网络诉求件暴增了
4 倍多，但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办事效率提升和城市顽
疾迅速得以解决。

三明市崇桂小区是老旧小区，近两年地下管网损
坏，每逢雨天就污水四溢，居民苦不堪言。今年，在管网
又一次堵塞后，小区业主邹晓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用
手机拍下现场照片传到了“e 三明”上。仅 1 个月后，相
关部门就将挖掘机开到了小区，重新铺设了管网。

“以前每次只能清污，治标不治本。‘e三明’的速度
和力度，真是意料之外。”邹晓莹说。

“e三明”于2019年7月上线，是三明推进“互联网+
政府服务”的成果。通过“e三明”随手拍功能，市民可以
随时随地拍照反映诉求。截至目前，“e三明”实名认证人
数超过100万，通过随手拍提交的办件量超10万件。

“以前城市管理主要靠城管和社区网格员，相对松
散，也难免有疏漏。如今相当于每个市民都是网格员，
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中。”三明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中
心主任揭自荣说。

为了让每一个诉求都能落地有声，三明“刀刃向内”
下狠招：收到诉求的相关部门不仅需要在限定日期内反
馈，而且诉求人的满意度与部门年终绩效挂钩，与部门
负责人职务晋升挂钩。

“政府懒政、怠政的现象明显减少了，办事效率大幅
提升。”三明市12345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沈桂生说，“e三
明”上线后，便民服务中心每天收到的诉求件数量由100
件左右激增至 500 多件，同时及时查验和办理效率由
95%提高到100%。

“新增的这些问题，不是原来不存在，而是有的政府
部门没有发现，或者不愿意发现。”揭自荣说，“e 三明”
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渠道。

在所有诉求中，例如“僵尸车”、噪声污染、动物尸体
处理等问题，长期存在部门责任不清、推诿扯皮的现象。
对此，三明市一口气梳理了13个类似的难题，召集部门
负责人坐下来共同讨论、厘清责任，多年顽疾迎刃而解。

“原来是市民找政府，现在是政府找市民。”崇桂社区
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黄丽华说，以前老百姓有问题常常不知
道该找哪个政府部门解决。现在只要把问题反映到“e三
明”后，相关政府部门就会主动找上门，主动想办法解决。

三明市委副秘书长、“e三明”办公室副主任曹荣军
说，“e三明”旨在以信息化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虽然政
府部门的压力会大一些，但群众满意度提升了，信访数
量减少了，这就值得。” （新华社福州12月16日电）

被誉为“中国林改小岗村”的福建三明永安市洪田镇洪田村一景。（新华社 发）

三明医改：求解世界性难题的改革样本

福建三明：

改革护绿色
林业富乡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