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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产业是世界公认的绿色朝阳
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福建能发
挥独特优势，积极先行先试，打造台胞
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而两岸花卉产业
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和联动基础，能够为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贡献产业力量。”陆
銮眉在采访中告诉记者，经过走访调
研，她发现目前已有大量的台资企业落
户福建，带来了蝴蝶兰、文心兰、杂交兰
等优势花卉新品种，以及新技术和先进
的企业经营理念，并通过福建辐射推广
到全国其他省区，有力推动了花卉产业
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漳州拥有优良的政策环境、
坚实的产业基础、丰厚的科研积累和鲜
明的闽台特色，是全国最大的海峡两岸
花卉集散中心和对台农业合作基地，拥
有 9大类 2000多个花卉苗木品种，产品
畅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都为产业
融合打下重要基础、提供良好载体。“漳
台花卉合作领域也从刚开始时单纯的花
卉生产，逐步拓展到包括花卉种苗培育、
观赏苗木培育、根艺、插花花艺、花卉文
化等众多领域，呈现出全面推进、次第开
花的生动局面。”陆銮眉说。

如何解决当前产业面临的科学发展
问题及技术瓶颈？陆銮眉建议，通过科技
赋能，部省共建海峡花卉产业科技创新
高地、建设海峡花卉产业综合示范基地、
开展海峡两岸花卉科技合作交流和培
训，加强两岸花卉产业基础理论、品种、
技术、产品与销售模式等创新研究，着力
推动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创新融通
发展，优势互补推进花卉产业提质增效，
实现资源高值化利用，辐射带动花卉产
业转型升级，抢占国际花卉产业技术制
高点，从而创新绿色经济模式，促进海峡
两岸花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蔡柳楠 文/供图

带着村民们关注的发展新热点，
林华忠第六次踏进了人民大会堂。“经
过这些年的深耕，咱们农村人居环境
日益改善，农民精神风貌焕发新气象，
新农村已然成为一片奋斗热土、幸福
乐土、绿色净土、丰收沃土。要怎么让
大家在这片土地上更有获得感？我觉
得光是经济蓬勃还不够，还得让生活带
上点‘文艺范儿’。”林华忠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世代以耕海牧渔为生的
澳角村，近年来借力冷链仓储、电商直
播，已成功让海产品“游”上互联网、远销
海内外。钱袋子鼓起来了，村民们的文化
生活也日益丰富：村子里的海峡艺术馆、
海柳作品展览馆每年吸引众多来客参
观，由村民们自发成立的舞蹈队、演唱队
为大伙儿带来欢歌笑语，“渔家书屋”里
总能看到各个年龄层人群学习“充电”的
身影，村里每年还表彰评选“特殊贡献
奖”“热心公益奖”。“这些都为美丽渔村
增添了不少诗意，但我们理想中的新农
村‘文艺范儿’远不止这些。我们要让带
着海洋咸味的小渔村变成众多游客争先
打卡的鲜味‘网红村’，用文化产业赋能
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来。”林华
忠说。

如何探索和打造？他建议，通过乡村
振兴和新农村建设整合资源，借发展乡
村旅游之势、走绿色环保之路，在拓展基
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特色文化
游”，规划“乡村风情 浪漫小镇”文旅精
品线路，手绘乡风壁画街，因地制宜建设
文化公园，打造集自然风光、文化内涵、
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所，激
发民众的“文化内需”，促进文化市场快
速稳定增长，擦亮乡村文化名片，让新
农村的“文艺范儿”越来越足。

⊙本报记者 蔡柳楠 文/供图

“作为一线工人、农民代表中的一
员，参加全国两会，我觉得非常骄傲，更
深感重任在肩。”郭晶晶告诉记者，近年
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积极走访
各个社区、工厂收集社情民意，就大家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实地调研，并撰
写报告和相关建议。今年两会，她共提交
了六份建议，持续聚焦产业发展与民生
保障等领域，传递民声、服务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推动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发展循环
经济，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重点
领域节能降碳，这为我们加快推动工业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郭
晶晶看来，工业绿色化不仅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兴工业化
的内在要求，对于促进工业发展方式由
高消耗、高代价向高品质、高效益转变，
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保障能源和资源
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我省在工业
绿色发展方面取得阶段性成绩，但仍存
在一些短板与困境，如绿色制造产品消
费环节引导不足，居民绿色制造产品消
费意识不够；重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能
力不足，绿色制造生产工艺有待加强；绿
色制造服务能力较弱，缺少第三方服务
平台；绿色低碳发展制度体系需进一步
优化等。

对此，郭晶晶建议，加快推动产业绿
色升级，提高绿色产业占比，优化能源消
费结构；加快绿色技术研发，建设绿色科
技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升绿
色科技支撑力量；推动企业提升创新能
力，增加绿色产品供给；提升绿色制造第
三方服务水平，完善社会支撑体系；鼓励
绿色产品新消费，构建绿色发展的新消
费体系。

⊙本报记者 蔡柳楠 文/供图

“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乡村振兴、
农村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教育发展，特别
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教育发展。”在全国
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臻提交
了《提升民族聚居区义务教育师资水平，
推动少数民族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提案，助推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发展。

躬耕乡村教育，守望一树繁花。从
事教育工作 35 年，乡村教育一直是兰
臻最为关注的领域。多年来，“福建省兰
臻名师工作室”与福建漳州的一些乡村
民族学校结对帮扶，为少数民族义务教
育发展出一份力。针对少数民族义务教
育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兰臻带领团队
通过调研、座谈、实地送教、发放问卷调
查等形式发现，要提升少数民族义务教
育水平，必须进一步重视教师队伍建
设。兰臻说：“只有帮助更多教师成长为
优秀教师，才能让山里的孩子获得更好
的教育。”

为此，兰臻建议，第一，完善师范生
培养模式，实施少数民族聚居区教师公
费定向培养，加大少数民族聚居区教育
财政经费倾斜，从源头上解决少数民族
聚居区教师来源问题；第二，统筹师资
力量配备使用，以区域为单位，把区域
内的学校划分为若干学区，以学区为整
体进行教师配备，教师可以同时负责两
个或两个以上学校的课程，课程表由学
区统一编制；第三，加强城乡师资交流
协作，鼓励城市学校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学校“结对子”，支持少数民族聚居区师
资到“结对子”学校跟班进修，学习借鉴
新的教学方法；第四，要探索建立住房
保障机制，为年轻教师安心扎根少数民
族聚居区教育工作提供稳定可靠优惠
的住房保障。

⊙本报记者 邱丹燕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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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漳州市实验
小学党委书记 兰臻

牵挂的
是山里的老师和孩子

全国人大代表、漳州市东山县

陈城镇澳角村党委书记 林华忠

探索的
是乡村振兴的“文艺范”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福海创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PTA团队副
经理 郭晶晶

畅谈的
是推动工业低碳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闽南师大生物

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陆銮眉

关注的
是如何用一朵花“融合”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