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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洗钱陷阱，预防洗钱活动，

构建和谐金融
1、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自身金融资产安全
2、保管好个人信息，不出租出借身份证、账户

（卡）、U盾
3、主动配合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相关活动，举报

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配合打击毒品犯罪，共同维护和
谐金融市场秩序。

二、“要软、硬件一起抓，逐步改善文化事业
单位条件；要引进、培养并举，抓好文化队伍建
设，力争一流的水平、一流的质量；要加强宏观调
控，理顺管理机制，确保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199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福州文化系
统干部职工座谈会上讲话

“半边楼”·“桂芳桥”
“因为有了习书记的支持，我们画院的‘半边

楼’终于变成了完整的楼！”回忆往事，时任福州
画院副院长刘兴淼感慨地说。

福州画院是福建建立最早的书画创作和研
究的专门机构，到上世纪 90年代初，在于山半坡
处有两层楼，但已不适应画家创作和举办画展的
需要。

此后，他们规划建设二期工程，让“半边楼”
完整。“规划做了，设计图纸也请省建筑设计院设
计好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就是落实不了，没法开
工建设。”刘兴淼说。

没想到，此事惊动了市委书记。
1994年5月10日下午，习近平带领市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专门赴福州闽剧一团、市美术馆、市
群艺馆、市文联等单位调研，并主持召开了文化
系统干部职工座谈会。

为繁荣福州文化事业，习近平明确指出，要
软、硬件一起抓，逐步改善文化事业单位条件；要
引进、培养并举，抓好文化队伍建设，力争一流的
水平、一流的质量；要加强对文化市场的宏观调
控，理顺管理机制，确保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这次座谈会，针对文艺界人士提出的“忧”和
“难”，习近平当场拍板决定支持福州画院二期建
设，并将其列为 1995年福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

实事项目。
之后，工程立马提速。资金有保障：省里出

200万元，市里出 400万元；建设有进展：1995年
年初正式开工，年底竣工。场地有保障之后，画
家们更能施展才华，一批福州画家崛起，并蜚声
八闽乃至华夏画坛。

担任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之后，在繁忙的工作
中，习近平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依然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

2000年11月3日，时任省长习近平率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人，专程前往省闽剧团、芳华越剧团、
省人民艺术剧院、省歌舞剧院、省艺术研究所、福
建电影制片厂、省文联和省画院调研，与文艺界
人士共商繁荣文化大计。

习近平说，文化事业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事
业，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
展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他希望各级领导
都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问题摆上议事
日程，关心和支持文化工作，形成全社会关心、重
视和支持文化事业的合力和氛围。

这是一次调研，同时也是一次现场办公会。
正是因为习近平的拍板，芳华越剧团“凤凰涅
槃”，重振辉煌。

“当时，剧场条件简陋，排练不易。剧团也已
经沉寂了很多年，演出很少。有人戏言，芳华到
了福建，水土不服，该走了。”2000年从福州市调
任福建芳华越剧团团长的林防说。

林防回忆，听完剧团情况汇报，习近平当场
就决定“包个大红包”，拨款350万元，用于修建新
剧场。得知进出剧院大门，须从南北两头跨过白
马河，过小桥穿窄巷，十分不便，习近平又要求福

州市在白马河上修一座桥直通剧团。“习省长说，
芳华越剧团创始人尹桂芳等老前辈，当年在最艰
难的时候，支援福建，并在福州安家落户，现在剧
团发展遇到困难了，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

2002年 10月 26日，福建省芳华剧院落成暨
桂芳桥开通仪式举行。新剧院可容纳 800人、设
备齐全、功能完善。而白马河上的新桥，就被命
名为“桂芳桥”。

没多久，芳华剧院一改“门前冷落车马稀”的
状况，票友戏迷纷至，大门张灯结彩，成为白马河
文化园区的一大亮点。芳华越剧团也再攀艺术
高峰：新编越剧《唐琬》等多次斩获大奖；王君安、
李敏摘取了戏剧“梅花奖”，“一团两梅”夺人眼
球。

“福州班”·“顶梁柱”
硬件要支持，软件要保障。这当中，人才是

关键因素。
习近平对培养人才，壮大文化队伍，也极为

重视。举办北京舞蹈学院“福州班”，就是一大举
措。这是北京舞蹈学院在上世纪 90年代为地方
举办的最后一届定向委托培养班，由此，成就了

“永远的福州班”，至今仍传为佳话。
上世纪 90年代初，福州市歌舞团（后改为歌

舞剧院）百废待兴，全团上下踌躇满志，但苦于没
有优秀人才支撑。

习近平等市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从
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培养人才：从全省、全国选拔
24 名功底好的苗子，送到北京舞蹈学院定向培
养，开设“福州班”，市里为此拨专款 24万元——
在当时，这不是一笔小钱。

1993年，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林姝敏，成为

“福州班”的一员。和她同班的，还有其他 23名
面向全省及临近省份招收的、同样正值花季的学
员。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福州送到高等艺术院校
培育的首批舞蹈人才。

2017 年，恰逢“福州班”毕业 20 周年。前些
天，班主任拿出一张合影，林姝敏惊喜地发现，照
片里前排中间的，正是当时到北京开会、专程去
看望她们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市里的确努力为我们的学习创造了最好条
件。我们班是学院里第一个拥有班级电视、录像
的，就为了方便观看影像资料。平时有任何困
难，市里也会出面协调学校帮助解决。”回忆年少
在京的求学生活，林姝敏颇感自豪。

1997年 6月，24位学员完成学业，一回到福
州，就投入到庆祝香港回归等各类文艺演出中。
正因为“福州班”的培养，她们练就了一身真本
领，成了福州市歌舞团的“顶梁柱”，甫一亮相，就
成为福州乃至福建舞台上最亮眼的一群人。她
们多次担纲省里、市里重大文艺晚会的演出任
务，赢得满堂喝彩。

如今，“福州班”中的十多位，仍活跃在榕城
舞台上，林姝敏已经是福州市歌舞剧院副院长，
她还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被网友
誉为“最美火炬手”，其他人或坚持演出或承担管
理工作。离开剧团的几位，也各自精彩。

机制保障，振兴闽剧
2017年 5月 22日，一则喜讯从广州传来：第

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福州闽剧演员吴则
文凭借在原创廉政闽剧《兰花赋》中的精湛表演
荣膺“梅花奖”。

1993年，福州闽剧演员陈乃春首次摘取“梅

花奖”。时隔 24年，福州再摘“梅花”，福州闽剧
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福州闽剧院）由此成为福建
少数同时拥有两朵“梅花”的院团之一。

很多闽剧人感慨：“这与 20 多年前福州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全力支持闽剧事
业发展，为振兴闽剧、繁荣文艺打下的良好基础，
不无关系。”

闽剧，是闽都特色文化之一。主政福州期
间，习近平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
时，始终高度重视振兴闽剧、繁荣文艺文化。

上世纪 90 年代初，福州戏剧戏曲惊艳全
国。闽剧《天鹅宴》《丹青魂》先后荣获“文华新剧
目大奖”、第三届“文华新剧目大奖”等多个国家
大奖；闽剧演员陈乃春摘取了福州市第一个“梅
花奖”。更令人称道的是，在习近平的倾力支持
下，1993年 5月 23日，第三届中国戏剧节首次走
出北京，在福州举办。

佳作频出，盛会举办，一时风光，但这却掩盖
不了福州闽剧当时面临的烦恼和困境，主要包
括：收入无法保障、人才引进难、排练演出场馆不
够等。

“这并不是个案，所有的文艺团体当时都面
临着这些问题。”时任福州市歌舞团团长林防回
忆说。

习近平的一次现场调研、办公，从机制上为
他们解决了烦恼。

1994年5月10日下午，习近平带领市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专门赴福州闽剧一团、市美术馆等单
位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下转第3版）

引 领 时 代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文化篇(二)

○福建日报记者 段金柱 郑璜 林剑波 通讯员 林宇熙

新华网福州11月22日电 2016
年，闽清县实现脱贫率85%，今年，仅剩
的314名贫困人口也即将脱贫。

脱贫近在眼前，闽清已悄然换
档。眼下，闽清县已调整步调，蓄势

“下一程”——乡村振兴。
闽清，位于福建省东部，行政区划

隶属福州市，礼乐之乡，福建省重点侨
乡，近代爱国侨领黄乃裳和当今中国
肝胆外科之父、中科院院士吴孟超的
家乡。全县多为山地，总人口 32万人
中有 26万农业人口，是名副其实的山
区县、农业县，是省定农产品主产区。
2012 年 ，闽 清 被 定 为 市 级 贫 困 县 。
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 4705 户
13947人，贫困发生率为5.48%。

五年来，闽清县以“产业扶贫”为
根本，坚持“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并
重；五年来，贫困户、脱贫户收获的不
仅是家庭经济的逐步好转，更是对美
好生活的信心重塑。

目前，闽清正在聚力攻坚，确保今
年全面脱贫。

精准扶贫 让产业和贫困户结上对子
找到脱贫路径，是扶贫要迈的第一道坎。
怎么找？
闽清县在脱贫攻坚具体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家”字

工作法，扶贫干部和责任人结“穷亲”，扶贫干部进村入
户话家常、办家事、当家人、“常回家看看”。

就是在聊了很多次“家常”后，白樟镇团委书记林超
为贫困户吴月云办了两件“家事”。一是，解决吴月云孙
女的住校问题，让她可以腾出时间打工。二是，在镇政
府的帮助下，为她找了一份瓷砖厂的工作，每月收入
2900元。

“我有事情都会打电话向她咨询，让她帮我出出主
意，真的把她当做家人一样看待。”吴月云对林超已经有
了亲人般的依赖。

做的是“家事”，暖的是民心。
“很多人贫困是因为没有信心或门路脱贫。‘家’字

工作法可以增强扶贫对象奋发图强、勤劳致富的信心和
决心。”闽清县委书记许用贵如是说。很快，这套“家”字
工作法在闽清全县推广。

说来，吴月云的脱贫能够这么顺利解决，还要感谢
白樟镇的支柱产业。

在闽清，陶瓷产业发展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如
今仍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而白樟是闽清的陶瓷重镇。
乡镇特色产业的发展，为贫困户就业、自主创业提供了
消化空间，增加了脱贫机会。

事实上，产业扶贫正是闽清“精准扶贫”的根本之
策。

在三溪乡上洋村，油茶种植业发展正酣。市场上，
油茶卖到100多元一斤，仍供不应求。

去年以来，建档立卡贫困户郑东林在乡政府的帮助
下，在自家的几亩田地上种起了油茶。从种植育苗、病
虫防治到水肥管理等整个种植过程，都由白岩山油茶有
限公司提供技术指导。收获果实后，郑东林也直接卖给

油茶公司，或者通过油茶公司压榨包装再进行销售。
去年一年，通过发展生产收入8000元，郑东林终于

脱掉了村里最困难贫困户的帽子。
“我们就是要引导和支持贫困人口立足当地资源和

当地特色产业，依靠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创业就业，实现
就地脱贫，做到有劳力的每个贫困户都有1个以上增收
脱贫项目。”闽清县扶贫办负责人马忠说。

据统计，2017年全县通过产业扶持 164户、扶持转
移就业 515户，其中通过企业、合作社带动发展产业和
就业的有182户。

产业扶贫，不仅是脱贫之计，更激活了地方产业发
展。

近年来，闽清县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每个乡
镇重点培育壮大1个主导产品，形成了油茶、食用菌、茶
叶、橄榄、粉干、陶瓷等“十大扶贫特色产业”，推广“企
业+贫困户”“合作社+贫困户”“银行+企业+贫困户”

“党支部+扶贫户”四种新型主体带动模式，实现“一镇
一特色”可持续扶贫产业布局。

“如今，很多贫困户和脱贫户，都已经融入到当地产业发
展，成为我们新农村建设的有生力量。此外，在党委、政
府的支持及政策的激励下，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合作
社、银行等也在不断创新，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了活
力。”闽清县扶贫办马忠说。

生态宜居 靠绿色发展过上舒心日子
绵绵青山，曾是闽清发展的最大障碍。
上个世纪 90年代初，闽清人从县城开车到福州市

区，要跑两个半小时。山路弯弯，翻山越岭，几多阻隔。
随着高速路网的形成，养在深闺的闽清山水，成了

“金山银山”。乡村农特产品、乡村旅游，成为山区人民
致富的新引擎。

闽清人深知，生态资源是闽清最具竞争力的资源。
绿色开发，绿色发展，是要求，也是共识。
闽清县坂东镇文定村，曾经是村财“零收入”的“老

大难”村，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 户
33 人、贫困人员比例高，村两委“压力山
大”。

上下求索后，文定村锁定了“光伏发
电”项目。

“这是新能源产业，又是国家精准扶贫
的十大工程之一。既能‘立竿见影’，又绿
色环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林友楷说。

在政府、党建“双扶双联”帮扶企业的
支持下，今年6月27日，闽清县坂东镇文定
村 120 千瓦光伏扶贫项目，作为福州市单
体最大的光伏扶贫项目，并网发电了。这
个项目每年可为村里带来15万元的收益。

村集体有了经济收入，村里的“民生工
程”有保障了。

文定村计划将光伏项目收益的 10%用
于设立村级扶贫基金，帮扶项目所在小学
贫困师生，促进教育发展。同时，计划新建
150亩市级菜篮子基地，提升当地农业现代
化水平和产业扶贫效果。

在闽清，像“光伏发电”这种扶贫性质
的民生工程，屡见不鲜。它们不仅可以反
哺经济发展，还为山区人民带来了更宜居

的环境。
11月9日下午，三溪乡乡长严文妃前往葫芦门水库

察看蓄水情况。
葫芦门水库位于三溪乡鼓舞村下游葫芦门河段上，

水坝基座240米，今年10月10日下闸蓄水。虽已立冬，
水库两岸依然绿树青葱，倒映在粼粼波光上，一幅田园
生态的美好景象。

“福州市对扶贫工作提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
有保障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县实际，我们又进一
步加强了饮水的保障。”闽清县扶贫办马忠介绍道。

原来，长期以来，闽清饮用水只有一个水源地——
闽江。离水源地较远的坂东地区比较缺水，群众主要通
过打井取地下水。为解决农村贫困户、贫困村饮水安全
问题，闽清决定开辟第二水源，建设葫芦门水库。

历时3年，终于竣工。
葫芦门水库将作为优质饮用水水源，解决三溪、坂

东、白中和白樟等4个乡镇10多万村镇居民饮用水安全
问题，同时保障白金工业园及坂东工业区生产生活用
水，覆盖三溪和坂东约4500亩农田灌溉。

而库区的移民，也终于搬离了大山深处，或到县城
安家，或集体搬迁到乡政府对面的安置小区。

三溪乡多崇山峻岭，葫芦门水库建成后，不仅解决
了闽清县数十万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也给三溪乡增添
了几抹湖光山色。三溪乡党委书记王尚说，他们正在谋
划开发库区旅游项目。

中国温泉之乡、福建省森林城市——闽清开发旅游
项目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得天独厚。

目前，中国瓷天下旅游区、九龙生态公园两个均投
资十几亿元的绿色生态旅游项目进展迅速。畅游体育、
青马部落等旅游项目将落地。闽清县旅游观光业发展
势头喜人。今年上半年，全县共接待游客60.33万人次，
完成旅游总收入7233.1万元，比增27.3%。

（下转第二版）

闽清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

本报讯 11 月 22 日，我县举行为
期一天的县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履职培
训，主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了
解人大基本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掌
握履职途径和方法。县领导刘久兴、
郭有旭、余颖凌、林从娇、叶林生、林以
銮出席培训会。

当天上午，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刘久兴作培训动员讲话并解
读了十九大精神；邀请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法学教研
部主任邢亮为与会人大代表作《监督
法》解读。下午，邀请福建省人大常委
会人事代表工作室代表联络议案处处
长邱开养作《增强制度自信，全面依法
履职》主题讲座。

培训期间，县委书记许用贵致函
县第十七届人大代表，感谢代表们对
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支持和拥
护，并对代表的履职表示满意和肯定；
希望各位代表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
心向党，扎根群众，实干担当，依法履
职，共同为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美
好家园不懈努力，共同唱响“闽清代表
爱闽清，闽清人民爱闽清”的和声，让
我县成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落实最坚决、实践最生
动、成果最丰硕的地方。

刘久兴要求全体代表认真领会，
积极实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紧紧围绕县委
中心，坚决维护县委领导核心，积极履
职，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中，大力弘扬不屈不挠、奋勇争先
的梅花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
快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
美”的新闽清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王广兰）

县十七届人大代表履职培训会举行

本报讯 11 月 24 日，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久兴主持召开闽清县第十七
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黄坚、林从娇、叶林生、林
以銮及其他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
议。副县长杨大兴、县法院院长李曦、
县检察院检察长林兆施和县政府有关
部门领导、乡镇人大主席以及部分县
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县政府关于依托资源优
势发展旅游产业工作情况的报告；听
取县政府关于交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
告；听取县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情
况报告；听取县检察院关于生态检察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县法院关于《县
人大常委会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县政
府关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水系综合
治理情况专题询问的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闽清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工作办法（修正案）》；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闽清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常委会组成人员
进行了认真审议，与会的县人大代表
也踊跃发言，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
还对县政府、县法院关于《县人大常委
会关于水系综合治理情况专题询问的
审议意见》和《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执行
工作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等两份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

会议决定接受任巍同志辞去闽清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的请求；决定
任命江泳同志为闽清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免去江明升同志的闽清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 （王广兰）

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11 月 24 日，闽清县政协
组织部分委员就村、乡镇、县总医院三
级医共体建设和闽清县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视察调
研。

委员们先是实地察看了城关村卫
生室、梅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闽清
县医院，就乡村医生一体化建设、分级
诊疗、家庭医生签约运行情况、县域内
医共体建设情况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
报。

而后召开专题座谈会，委员们就
全县医改情况听取了县卫计局的汇

报。就如何解决目前医改存在的问
题，委员们普遍认为推进医改的首要
工作在于如何解决我县总体医技人才
短缺这个难题，人才要如何招的来，留
得住，还要用得上，值得多方面去探讨
与摸索。医生的培养，周期长，困难
多，委员们建议县委县政府应该出台
一些更接地气的好政策、好机制。为
闽清的医改深化与试点工作顺利进
行，要适当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

县政协副主席华秀敏、黄道立参
加了视察。 （吴广钟）

县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开展医改专题视察调研

去年闽清“7·9”特大洪灾后，白樟镇园头村贫困户吴月云的家受到严重破
坏，只剩下残破的土墙。如今，在乡镇政府的帮助下，吴月云一家在旧址上重新
盖起了四楼水泥房。图为吴月云的新家与受灾后的房屋对比图。新华网 杨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