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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与与改改革革开开放放同同行行

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变革百业兴。我作为
实践者和见证者，对闽清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深
有感触，最为感慨的是市场经济大发展，富民
强县大成就。

改革开放之后，我县坚持以“解放思想为
先导、改革开放为动力、经济发展为主题”，坚
定走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推进农村农业产业、
国有工商企业、县属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面发展。上世纪九十年
代，全县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五年翻两翻，
1999 年综合县力居全省60个县的第25位，被
评为“全省经济发展十佳县”之一。进入新世
纪，尤其是近十余年来，我县开始走上农业现
代化、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城镇化发展之路。

农村经济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科
学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闽清是个山区传统农业
县，由于长期受自然经济小生产方式的束缚，
农民只是依靠自身需求而进行单一的粮食生
产，过着自给或半自给的生活。改革开放之
后，“一手抓粮稳农、一手抓钱富农”，致力实行

“三大转移”的突破性改革发展：一是经济体
制，从集体统一经营转到以家庭自主经营上
来；二是生产结构，从单一种粮转到发展多种
经营上来；三是发展轨道，从自然经济小生产
转到商品经济大生产上来。

——稳产粮，解决温饱而奔向小康。改革
开放之后，通过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建立以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
产积极性，加之通过政策扶持、加大投入、推广
粮种、科技下乡、服务到家的“五到户”综合措
施，促进了粮食连年丰收增产，使粮食生产从
低产到高产，农民生活从吃国家“回销粮”到向
国家提供“商品粮”的巨大变化。1995年，闽清
被列为全省30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全县
粮食总产从 1978 年的 9.2 万吨增至 1998 年的
15 万吨，商品率达 70%以上。1995 年，全县种
粮大户202户，耕种4941亩，产粮406万斤，商
品率高达95%。最大一户，坂东湖头黄秀明，一
家四口两劳力，耕种113亩，产量7.1万斤，每年
向国家提供6万多斤商品粮。新世纪以来，我
县坚持粮食稳定发展，致力实施“粮安”工程，
稳步提升粮食商品率和优质率，推进了现代粮
食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攻山梁，发展多种经营勤致富。改革
开放之后，我县充分发挥山地自然资源丰富和
被列为全省37个“林业重点县”之一的优势，大
念“山字经”，走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之路，从兴
办“五小”（小林场、小果园、小茶场、小苗圃、小
加工厂）到发展“五大基地”——林业基地、水
果基地，以及茶叶、油茶、蔬菜基地，并通过引
导“两户”（农业专业户、重点户）带动千家万
户，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商品经济大发展。进入
新世纪，我县又发展了许多水果专业村或重点
村，如梅埔白河江自然村，是位居福州市最大
甜榄专业村，全村80户，2017年总收入达5千
多万元，人均收入12万元，最高一户，年收入达
508万元。

——兴厂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大业。
改革开放以前，乡镇企业只是部分乡村办起的
小水电和加工业。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蓬勃发展。

1998年，全县乡镇企业数从1978年495家增至
4674家，就业人员从8481人增至5.15万人，总
收入从 1302 万元增至 3.62 亿元，税金从 90 万
元增至6088万元。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县通过
实施“大农业”战略，朝着农业特色化、品牌化、
产业化、专业化不断发展，2017年县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达75家，各类农民专业合
作社238家。全县高优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
业、观光农业加快发展，推进“农业企业+合作
社+农户”经营模式发展，涌现出一批批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培育了一批批省市级农民创业
示范基地和农民创业园，建成了一批批“美丽
乡村”和“幸福家园”示范村。

工业经济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跨
越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闽清从“五小工业”（小钢
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起步，以
陶瓷、造纸、味精、碳氨“四白”工业为主体的地
方经济，相当一段时期为县力发展做出了历史
性贡献。改革开放后，我县工业经济步入大规
模、快速度、高效益的市场经济发展时期。进
入新世纪，我县加快了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实
现了全县经济较快发展和综合实力较大提升。

第一，传统产业开拓创新大发展。
——陶瓷业，是我县传统特色产业，是全

县最大的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业。我县陶
瓷生产历史悠久，改革开放以前，主要生产日
用瓷、电瓷和工艺瓷等。改革开放之后，通过
实施“科技兴瓷、陶瓷富县”战略，大抓陶瓷行
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科学管理”，大力生产
发展建筑瓷砖、卫生洁具和低、高压电瓷等，拥
有陶瓷生产企业400多家，建成了池园、白中、
白樟等陶瓷生产重镇。新世纪以来，加快了陶
瓷传统主导产业的逐步转型升级，推进了陶瓷
企业技改创新和增资扩产，开拓名牌产品，打
出品牌商品，产品销往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2004年10月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授予
闽清为“中国陶瓷生产基地县”称号，成为全国
重要的建陶生产基地之一。2017年全县规模
以上陶瓷业总产值达86.2亿元，占全县规上工
业总产值的49.9%，撑起了全县工业经济的“半
壁江山”，为兴工富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建筑业，是一大传统优势产业，带动
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我县建筑业发展早于
建国初期，1958 年成立“国营闽清县建筑公
司”，1962年改为集体所有制。进入八十年代，
建筑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县属集体建安
企业，从一建发展到二、三建和市政、民用、路
桥、水电等工程公司，十八个乡镇也都建立发
展有建筑公司。全县以一建为龙头和二、三建
为骨干的建筑队伍，不仅在本县城乡从业，而
且跨出县门创业，进省城，走向全国、冲向世
界，打出品牌。一建公司1994年荣获全国建筑
质量管理“金屋奖”的最高荣誉。市政公司依
靠科技进步，创造多项重大成果，“水泥路面养
护”获得国家专利，新技术获得国际“金奖”。

改革开放之后，我县建筑业发展成为了新
兴的支柱产业，就业容量大，从业人员三万多
人；经济拉动力大，带动和联动了建陶、建材市
场和冶炼、机械、运输、林竹业的发展。1997年
10月我县被福建省政府授予“建筑之乡”称号
（全省首批四县之一）。新世纪以来，我县建筑

业又继续发展壮大，闽清一建、神州（市政）等
八家建筑企业资质等级进一步提升，引进发展
了九鼎、宏基建筑集团公司，有力地壮大了我
县建筑业这一支柱产业。据2017年统计，全县
建筑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453万元跃升到550
亿元，税收入库达3.3亿元，为综合县力提升做
出了重要贡献。

——食品业，是一个既传统又新兴的产
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县大力发展以橄榄加工
为重点的水果类、以“茶口粉干”“闽清线面”制
作为重点的粮食类、以糟菜加工为重点的蔬菜
类，形成了闽清地方特色风味的“三大”品牌产
品。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开拓发展的味精、白
岩矿泉水、新同达果汁等饮料类产品，推动我
县食品加工业向深加工、精包装、高档化迈
进。2016年以来，又依托果蔬、食用菌、油茶、
茶叶、竹笋等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发展民天食
品、汇农果汁、西城食品等21个项目，引进现代
化加工技术与传统加工特技相结合，推进了绿
色、有机、安全、健康食品和果蔬、茶油、茶叶等
无公害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水平，打造形成了集
原料种植、生产加工、市场营销为一体的特色
食品基地，彰显了我县特色食品产业方兴未
艾。

第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大提速。
一是工业规模不断壮大。近十余年来，我

县新兴产业主要有特色制造业、新型建材业、
现代钟表业和精美工艺品业等渐成规模，快速
发展。2015年我县被确定为首批省级创新驱
动助力工程示范区。2017年，全县工业产值超
亿元的企业达56家，其中机械制造、新型建材、
表业箱包等重点新兴产业占三分之一以上。
是年，又有中建科技、礼恩电缆、青龙管业等新
增长点大项目建成投产，有力地推进了我县工
业经济的蓬勃发展。

二是产业布局优化升级。改革开放以来，
我县工业经济呈现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较
高技术型产业方向发展的良好态势，已由过去
的手工业或简单制作业，逐步拓展到高端制造
业、绿色建材业、工艺生产业和精密加工业等
新兴工业门类，极大地推进了产业的转型升
级、提质高效和创新发展。

三是非公有工业支撑明显。1997 年全县
非公有经济比重已达76.4%。我县新兴的规模
最大的一家冶金民营企业，总投资 5 亿多元，
2017年创产值10.6亿元。还有表业、工艺品、
建材电缆、箱包纺织、塑料化工等重点企业，都
是外引内联的民营龙头企业，支撑起我县工业
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是旅游产业方兴未艾。从上世纪九十
年代起步，主要势头是突出山水兴旅，以白岩
山为龙头，以闽江库区为优势，以古名居为特
色，进行综合开发，逐步推进，从而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新世纪以来，通过实施“名山、碧水、
温泉、古名居”的特色旅游，推出打响了“名
山”、“名厝”、“碧水温泉”品牌。近几年来实施

“强旅游”战略又取得新突破。2016年我县获
批“中国温泉之乡”，“宏琳厝”和“七叠泉”均获
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17年又开辟新增一
批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乡村生态休闲观光旅
游和度假旅游等，推进了全县旅游业日益兴
旺。2017 年接待游客达 120.7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1.5亿元，彰显了旅游业是我县一大新
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工业小区打造升级大园区。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县国有、集体和乡镇

企业，仍都处于城乡各地分散型的工业厂区之
局面。九十年代始有规划并实施了王大河、潭
口、樟山、云渡、池埔、黄石、丽山、宝新、湖头、
光辉等18个工业小区。进入新世纪尤其近几
年来，通过制定“发展工业产业集群”等拓展

“大工业”政策和实施“大园区”战略，工业集群
档次快速提升，白金工业园区、东桥表业园、坂
东箱包园和中建（福建）绿色产业园等大园区
建设提速发展。从 2011 至 2017 年数据显示，
几个园区入驻企业已达 96 家，年创产值 80 亿
元，并有一大批好项目已经落地建设，全县几
大园区建设已走上特色发展之路，前景非常美
好。

商贸经济从单一公有经营向多元主
体经济开拓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商贸企业皆为国有的
商业、粮食业和合作的供销社三个系统营商，
被称为商粮供“独家经营”，面临着国合商业主
体作用削弱和经济效益滑波的状态。改革开
放以来，县委、县政府通过改革商贸流通体制，
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致力发展大商贸、建
设大市场、搞活大流通，积极开拓城乡市场，努
力集聚商气人气，致使商品流通活跃有序，专
业市场发展迅速，消费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城乡商品市场空前繁荣。全县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从1978年的2398万元跃升到2017年的
51.3亿元。40年的改革开放，我县商贸经济在
历史性变革中，突出体现有“五大”变化发展。

一是商品经营从专卖专营向放开经营开
拓发展。改革开放前，市场供需矛盾突出，社
会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消费品供应紧张，棉
布、粮油及肉蛋、糖烟酒等民生必需品和主要
副食品，都属于专营范围。随着改革开放进
程，告别了物资匮乏的年代，结束了票证供应
的历史。社会丰富的商品放开经营之后，极大
地满足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社会消费从满
足型逐步发展为享受型和保健型，上世纪八十
年代是彩电、冰箱、洗衣机，九十年代是手机、
空调、摩托车，新世纪以来已升级为以住房、汽
车等新型消费，既体现了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
提高，也显现了空前的物资丰富和市场繁荣的
大好景象。

二是市场建设从农贸市场向超级市场跨
越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几乎没有集贸市
场，处于一种“以路为集、以街为市”的落后状
态。改革开放初期，梅城、坂东、池园等集镇才
逐步建起一些简易小市场。1978年，县城利用
一露天会场简易搭盖始有一个较大规模的集
贸市场；1990年西门街改建起“兴业大厦”才形
成一个两层像样的“梅城农贸市场”和小商品
市场；1995 年又建起“广宇
商贸广场”和“梅花园”农贸
大市场。同时通过抓“菜篮
子”工程、建副食品基地，城
关及许多乡镇还建设发展了
蔬菜、水产、水果、西红柿和
食用菌等专业市场和批发市
场。尤其进入新世纪，一批

批自选商场、超级市场，集工业品、农产品为一
体的各类新型高档市场竞相兴起，凸显了城乡
市场经济的兴旺繁荣景象。一年一度的“坂东
十八坂商品交易会”和池园每月逢1、15日的新
型“墟市”，都为县内外商品交易流通创造了无
限商机。

三是经营体制从国有、集体向民营、私营
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城县居民生活生产
消费主要依靠商业、供销、粮食网点。改革开
放以来，在积极推进国合商业体制改革的同
时，大力扶持民营、私营和个体商业。2017年
全县各类民营、私营和个体商业网点，从1985
年的 1922 家增至 4066 家，营业额从 1985 年的
1719万元跃升至13.6亿元，彰显了民营商业的
经济活力。

四是运营机制从传统商贸业向新型流通
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县通过商贸体
制改革，转变企业经营方式，实现了由传统商
贸流通业向新型商贸物流业和现代服务业转
变。尤其是近几年来，结合旧城改造、新区开
发和小城镇建设，着力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大
力推进以连锁经营、合资经营和电子商务为代
表的现代流通方式，积极引进和扶持龙头企
业、名牌企业而兴办连锁超市、品牌专营店、购
物中心和厂家直销中心等新型商业，培育了一
批又一批上规模、高品位的商业企业和街区。
如天行大街、百荣新天地、梅溪新城等商贸产
业圈逐步形成，提升了消费服务档次，凸显了
现代流通业的新型业态。同时，现代服务业，
包括商贸流通业、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业、文
化创意业和金融、科技、环保、家政、养老、健康
等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而快速提升，都彰显了
我县新型市场化和现代城镇化的大好局面和
繁荣景象。

五是市场体系从内贸经营向对外经济开
放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县1988年被
中央列入全国沿海30个开放县份之后，现代市
场体系不断健全，内外商品流通活跃有序，进
出口贸易货畅其流，形成了“多元主体”介入

“外引内联”格局，开放型经济充满活力。进出
口贸易稳步增长，外贸出口总值，从1978年的
391万元跃升到2017年的8.3亿元。充分体现
了我县“引进来，走出去”开放之路越走越宽
广，为全县市场经济增强实力和注入活力，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回眸改革开放40年，我县市场经济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使闽清综合县力
大增强，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获得
感、幸福感。面向新时代新征程，在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引下，相信闽清经济通过由高速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全县一定能够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真正建成一个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
生态美的新闽清！

喜看闽清市场经济变革的巨大成就
◎张 金 泰

都说“高山云雾出好茶”，闽清县上莲乡街中村海拔近千
米，山上终年云雾缭绕，山下四季枝繁叶茂，无工业污染，自
然环境完好，是生产生态有机茶的理想之地，福建省涵林生
态茶叶基地就坐落在这里。8月14日，记者一行前往该茶叶
基地一探究竟，车子沿着曲折的山路到达茶山后，眼前云雾
缭绕、凉风习习、溪流潺潺，让人顿觉清凉怡爽。

纯生态管理打造生态有机茶
跟随茶山主人林文穿行于茶垄间，只见杂草丛生，生机

盎然，有些长得甚至比茶棵苗还要高，难道是茶山主人疏于
管理的后果？林文好像看出了记者的疑惑，忙解释说，这些
草是特意保留的，虽然看起来有碍观瞻，但是作用可是大
得很呐。

“这些草都是宝啊，它们可以涵养水分，在茶苗感
到缺水的时候及时补充水分；还可以防止太阳的直
晒，为茶叶起到遮阴的效果；在茶叶采摘前50天，
我们会人工剪枝清草，这些草又可以变成有机
肥，为茶棵苗增加营养。这些茶棵苗都相对
比较矮小，就是因为我们不施化肥，生长缓
慢所致。”林文介绍说。

这片茶山共有367亩，是林文带领团队
在2014年种植的，至今有水仙、肉桂、梅占、奇
兰、奇丹、铁观音、黄观音、百瑞香等 8 个品种。
由于今年是第一年采摘，林文对茶山的照顾更是
细小甚微。平时茶园采取的是纯生态的管理方法，
不喷农药、不施化肥、物理防虫，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纯
天然无公害，保证了茶叶的品质，这也与他致力打造健
康绿色的生态有机茶不谋而合。因其生态环保性，这里还
是国茶（上海）股份的生态茶叶生产基地。

茶叶一年只采摘春秋两次，每次采摘期二十天左右。为
了让采摘下来的茶叶保持最好的鲜度和口感，林文还在山脚
下开设了一间有机茶加工厂。采摘期时，每天从山上新鲜采
摘下来的茶青，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制
作，之后被销往全国多个大城市。

匠人匠心方能制出杯中好茶
在林文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他山脚下的加工厂。在热烘

烘的炭焙间里，记者看到制茶师傅陈礼平正在焙茶。林文介
绍说，要想焙出好茶，必须包括打焙、披灰、上焙、翻焙、试茶
等，其中步骤一个都不能少，每一步都是岩茶的必经之路。

打焙就是在用水泥砌成的圆形小火炕内放入木炭，明火
将木炭表层全面点燃。而焙茶是不能用明火的，必须在木炭
上面覆以草木灰，草木灰透气，可以调和温度，依靠它散发出
来的热度烘焙，可以激发茶叶香气、提高茶叶的耐泡程度。
上焙时要将茶叶装入焙笼至七八分满，一般需要12个小时
的时间。每隔1个小时都要适时对岩茶进行翻焙，即将焙笼
取下，直接在焙笼里将表层茶叶与底部茶叶交换位置，使之
平均受热。

陈礼平接触制茶工艺已经有七八年了，对焙茶的流程早

已熟稔于心。他是林文从武夷山请来，专门来为其焙茶品茶
的。“这里的茶确实好，环境生态、管理生态、工艺生态，最大
程度地保留了茶叶中原汁原味的东西，这样的好茶非常值得
推广。”陈礼平拿出一撮刚刚焙好的岩茶，多次冲泡，察颜观
色，反复品尝，与林文讨论着是否已经达到了想要的程度。
这就是试茶。如果茶叶合格了，那么一泡生态有机岩茶就这
么诞生了。

茶叶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采访中，说起为何来上莲种茶的经历，林文向记者娓娓

道来。“我以前是做老师的，一次偶然帮别人买茶叶的经历，
让我看到了茶叶中蕴含的商机，后来干脆辞职了专门做起茶
叶生意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和朋友一起在武夷山承包了
几十亩茶园，当时开了一家小公司，主要是以销售茶叶为主，
对于茶叶的种植和经营管理并不是内行。”但由于对茶叶有
一种执着的情怀，从喝茶、品茶、谈茶到种茶，林文慢慢地也
步入了这一行。2012年借着闽清招商引资的机会，林文从

平潭来到上莲街中村开始了种茶的历程。
这片茶山本来是村集体的荒废地，村里通过整合资

源，把近400亩山地打包承包给了林文。林文平常都
是请当地的村民来进行除草、剪枝等田间管理，采摘

期时人还会更多，可以达到近四十人。林文说，单
单用工费用一项每年都高达七八十万元。

自从村里有了林文的茶园后，当地群众在
家门口就解决了就业问题。村民增收了，日

子也过得更好了。村民赵传玉和赵和天
便是其中两员。赵传玉是个泥水工，平

常在村里做些散活，去年被请来为茶
园安装了喷灌系统，增加了近三万元

的收入。赵和天家里有几亩耕地，以
种田为生，平时会到茶山上帮忙除草，每

天工作8小时，可以获得120元，每年可以
增加五六千元的收入。赵和天说：“在家门

口挣钱，农活打工两不误，一年下来也有不错
的收入，我感到很满足了。”

对于茶园今后的发展方向，林文想继续把生
态理念推广下去。从长远来说，他还有一个大胆的

想法，就是把农业与旅游充分结合起来，按照区域规
划出观光旅游区、生活体验区、社会实践区等，打造出一

方生态田园综合体。届时，住宿、餐饮业也会应运而生，很
多农产品也会随之走出去。这是老百姓的梦想，也是他的梦
想。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
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
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林文坚信，他的田
园综合体理念，定能进一步带动乡村振兴，提高上莲乡的知
名度，为百姓带去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本报记者 吴俊青）

茶人林文：

打造生态有机茶打造生态有机茶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