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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建引领促发展
写好乡村振兴新篇章

漳州市农业农村局——

近年来，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始终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坚强领导，
强化党建引领，以开展乡村振兴“十镇百村典型

引领、百镇千村共富共美”行动为抓手，统筹推进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带动群众生活富
裕，走好具有漳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有效推
动了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在全省走前列、作表率。

坚持以上率下 打好“组合拳”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求真务实，高位推进。我市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

村振兴工作要求，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
直接抓，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久久为功。
建立市领导挂钩指导重点乡镇、县区领导挂钩指导重
点村制度，加强指导帮扶，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
出台《漳州市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
各级各部门责任，建立乡村振兴促进工作领导责任制。

汇聚合力，强化支撑。我市积极发挥各级机关党
员干部在思想、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帮助乡村理
思路、用政策、抓短板、解难题。坚持基层党建同乡村
振兴工作目标同向、部署同步、工作同力，把组织资源

转化为乡村振兴资源，把党建成果转化为农村改革发
展成果。开展“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活动，市委主
要领导带头带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和班子成员在
基层建立党支部联系点；鼓励处级干部担任乡村振兴
指导员；选派“老支部”“老乡镇”担任乡村导师；持续
选派第六批驻村“第一书记”下沉一线抓乡村振兴；在
市直机关开展“机关联动乡村，党建引领振兴”，以党
建“组合拳”提升“三农”加速度。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党支部；党支部强不强，关键
看干部。深化农村党组织“达标创星”活动，开展评选，
确定四星、五星级农村党组织，比学赶超，创先争优，
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突出多维发力 推动乡村善治

乡村治，则百姓安。
我市把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有

效支撑，注重情理法结合，着力打造党组织领导下的
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开启乡村善治“金钥匙”。

建立健全机制，推动长效长治。健全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全面乡村治
理体系。推广“党建引领、整县推进、抱团发展、提高效
益”发展模式，凝聚各方合力。出台《漳州市加强乡村
治理试点示范实施意见》，明确乡村治理试点内容和
创建标准，建立乡村治理协同推进机制。开展“一县一
重点、一镇一治理、村村有行动”专项整治，提升乡村
治理成效。

乡村治理主体是村民，如何提高村民参与村庄公
共事务积极性？

“小积分”撬动治理“大提升”。坚持“由表及里、塑
形铸魂”，推广运用乡村“积分制”管理，将积分与志愿
服务、村级事务、村民利益等相关联，推动乡村治理有
镜子可照、有尺子可量、有标杆可比，引导村民从“台
下看戏”变“上台唱戏”，变“村里事”成“家里事”。

引“凤”归巢，引贤补位。汇聚社会力量助力乡村
振兴，以“乡土、乡情、乡愁”为纽带，引导优秀毕业生
到乡、能人回乡、企业家入乡。引导社会力量在移风易
俗、文明村（社区）创建、奖教助学、尊老助残、教育卫
生等方面积极作为；化身乡村治理“参谋员”、矛盾纠
纷“调解员”、乡风文明“引路人”，社会力量在推进乡

村善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治理向“智理”升级。为解决乡村服务“点多、面

广、事杂”等痛点，我市强化科技赋能，积极推动乡村
“智理”。漳浦县东厝村打造集党建党务、环境整治、村
民服务等为一体的“5G+数字乡村云平台”，推进乡村
治理数字化。长泰区岩溪镇依托“云上岩溪”“村村享”
等平台，搭起便民服务桥梁，让党员干部从坐等群众

“找上门”转变为主动“走农门”。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15个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30个乡（镇）被评为省级乡村治理示范镇、
253个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统筹做优做美 促进宜居宜业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根基。乡村产业发展的
关键在于用好一方水土。我市以党建为引领，立足资
源禀赋，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力量，持续深耕发展“一
村一品”“一镇一业”，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

推动“守底”与“升级”新突破。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证粮食安全，大家都有责任，
党政同责，要真正见效”以及“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
己手里”等重要论述，落实“二十条措施”，着力在稳定
粮食生产上下大力。同时，以提升“种业、种子、品种”
为重要抓手，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实现保障粮食安全
这条“底线”与升级农业“芯片”取得显著成效。2022
年来，全市累计推广优新品种 172 个，建立基地 568
个，辐射带动产值新增67.7亿元。

深耕“一方水土”，打好特色牌。坚持产业兴农、质
量兴农、绿色兴农，培育壮大水果、蔬菜、茶叶、水产、
食用菌、畜禽、花卉、林竹、中草药等九大优势特色产
业，下大力气培优品种、提升品质、打造品牌，推动乡
村产业提质增效。全市累计培育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
16个、“三品一标”产品 580个，12个产品获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目前，全市共有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78家，其中省级以上243家、国家
级13家，数量分别位居全省第二、第一。

山区、平原、沿海、岛屿，各有差异。乡村建设千头

万绪，要从哪入手？答案在于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目
前，我市完成1556个村庄基础调查，推进新一轮村庄
分类。按照“多规合一”“阳光规划”的要求，合理优化
城乡空间布局，完成村庄规划编制并批复1231个。我
市还探索“县镇联编”“多镇联编”“多村联编”等模式，
推动实现乡村生态美、风貌美、环境美、风尚美、生活
美的有机统一。

以宜居宜业为目标，全力抓提升、缩差距，不断推
动乡村建设取得新实效，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形成。按
照“清沟扫地摆整齐、拆旧拓新整漂亮、穿衣戴帽扮靓
丽”的标准，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和
乡村“五个美丽”建设，全领域、分层次推进宜居乡村
建设，让乡村“望得到山水、留得住乡愁、看得见未
来”。在全市策划打造多条“串点连线成片”精品线路，
以串点连线推进三产融合发展，以连线成片推进乡村
宜居宜业。

提升建设品质，迈向乡村蝶变。去年，全省乡村
“五个美丽”建设和庭院经济发展工作培训会在漳州
召开，我市农村建设品质提升年度考核连续三年排名
全省第一。

从山区到滨海，从“林梢烟似带”到“村容水如
环”，一幅水清岸绿村净景美民富的画卷在漳州徐徐
展开。

本报记者 吴静芳 通讯员 穆伦刚 文 市农业农村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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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推动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诏安县梧桐
小区被评为福建省优秀住宅小区和样板房。

党建领航
成就科技成果转化“满天星光”

本报记者 邱丹燕 通讯员 蔡志强 实习生 陈可怡 文 市科技局 供图

漳州市科技局——

为确保成果转移转化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落实到
位，市科技局组织党员干部组成政策宣讲队，分批次
深入各县区及高校院所开展宣讲活动，并利用入企走
访和深入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及孵化器等单位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的契机，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帮助企业了
解政策补助要点。2023年以来，共兑现2022年度《进一
步支持和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八条措施》499个奖励项
目，补助金额10442.72万元，有效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助力产业技术攻关。以企业为主体，市科技局联合
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业技术攻关。2023年，向上争取
省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88项，推荐项目获得省级

“揭榜挂帅”重大专项立项，实现零的突破；获2022年度
省科技奖15项（其中一等奖5项、二等奖1项），主体创
新能力持续增强，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进一步加快。

创新技术合同登记。市科技局创新推行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全流程网办服务，严格把关申报材料。同时，
组织党员干部队伍对重点企业开展“一对一”精准辅
导，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努力实现“应登尽登”。

强化科技金融支持。市科技局与市税务局、漳州

农信系统加强合作，形成“党建共建机制”，为企业开
发“科技贷”“科税收贷”等金融服务产品，现已通过漳
州农信系统“金服云”平台发放“科技贷”13 笔、金额
0.54亿元，助力科技型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水平。”为进一步推动漳州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落深落实，围绕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市

科技局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所属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整合各方资源、
集聚优势力量，积极促进党建与成果转化工作深度
融合，助力我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争先创优 完善技术转移体系

加强党建引领，市科技局联合漳州人才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等单位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加强对漳州市技术市场的建设引导与服务保障，吸引
更多技术转移机构入驻，提高全市技术转移机构整体
服务能力。

同时，市科技局积极培育技术转移机构，开展技
术经纪人培训与交流活动，鼓励党员职工立足自身岗
位争先创优，提升技术经纪人队伍专业性。通过前资
助、后补助等方式，充分调动技术转移机构“跑业务”

积极性，推动我市技术转移体系逐步完善。
截至今年 7 月底，漳州市技术市场共汇聚科技成

果 56347 项，发布需求 307 项，实现对接 287 项、签约
127 项，技术交易金额达到 1.94 亿元。2023 年以来，全
市新增初、中级技术经纪人 90 余人，新增省级技术转
移机构 2 家、备案市级技术转移机构 21 家；2023 年度
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32.15 亿元，成交金额增长
率达到 736.82%，再创历史新高，全市技术转移工作保
持高速发展势头。

市科技局努力汇聚成果转化要素，规范我市各类
创新平台运营，引导其致力于创造、挖掘优质成果，赋
能漳州成果转化工作；通过引导和支持企业建设创新
平台、组建“创新联合体”，增强科技成果创造及转化能
力。全市现有各类创新平台国家级 5个、省级 83个，市
级产业技术研究院 6家，市级创新联合体 4个，市级新
型研发机构11家，转化科技成果能力明显提升。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2024年漳州市创新创业大
赛共组织 139家企业参赛，最终产生一等奖 1名、二等
奖 4名、三等奖 10名、优胜奖 10名，分获奖金 30万元、
20万元、10万元、2万元。大赛同步举办了科技金融服
务站授牌仪式和科技金融外部专家聘任仪式。12家漳
州优秀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金融红娘”，为

服务政银企对接、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牵线
搭桥；5位科技金融外部专家作为“金融顾问”，为科创
企业发展增添动能。活动当天还签约产学研项目 14
个、总投资6898万元。

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地方赛事，漳州市创新
创业大赛自2016年启动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9届，近
千家企业参赛，决出获奖企业218家，已发放奖金2528
万元。历届大赛为省赛、国赛输送了大量优秀创新创业
项目，特别是 2022年至 2024年，我市连续三年参赛企
业数位居全省前列，不少参赛获奖企业通过资本市场
获得投融资并实现了快速发展。大赛已成为漳州科技
创新工作的一张“重量级”名片，是漳州最具权威性和
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助推器”。

市科技局集思广益，汇聚合力，通过“引进来+走
出去”模式，充分发挥团队力量，共促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发展。

在产学研对接方面，市科技局组织党员干部入企
深挖技术需求，结合本地院校科技成果，搭建校企交流
对接平台，实现成果就地转化。通过举办装备制造、海
洋经济、智能制造、石油化工等科技成果发布及产业技
术对接会，引导漳州英特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嘉文
丽（福建）化妆品有限公司、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等企业与高校院所对接。

带领企业大胆“走出去”。市科技局分批次组织不
同产业类别企业带着技术需求赴深圳、天津、合肥等地
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其中，漳州天成人才科技投资集
团、福建康之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福建漳龙集团及福
建漳州城投集团与天津高校院所进行了深入对接；深圳
之行招商项目——深圳富翔航空目前已在高新区签约
落地。与香港、澳门高校和企业开展科技合作、共建科创
高地，建设闽台港澳科技合作基地3个，片仔癀—澳门

大学中医药产学研创新联合实验室被列入省“一带一
路”对外合作科技创新平台项目，产学研用融合力度不
断加强，助力漳州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搭建平台 激发创新转化活力

党员带头 优化各项惠企服务

凝聚合力 推进产学研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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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局党员干部到企业调研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培训会（漳州开发区专
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