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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福州市场监管局获悉，福州市近日印

发《福州市贯彻〈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对福州市知识

产权事业发展作出部署。预计到2035年，福州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关键性指标将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基本建成国内一流的知识产权强市。

《实施方案》从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促进知识产

权高效益运用、强化知识产权高水平保护、坚持知识产权

高效率管理、加强知识产权高标准服务、开展知识产权高

层次合作、培育知识产权高品质人文环境等方面，明确了

19项具体任务措施。提出将“寿山石雕”“福州脱胎漆器”

等优质地理标志、特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产业发展

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依托落地福州高新区的国家专利

审查协作北京中心福建分中心和中国（福建）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打造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等。

到2025年，福州市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显著提升，知识

产权运营、保护和服务体系全面夯实，知识产权领域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显著提高。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10件，有效注册商标量达到40万件，作品版权登

记量达到6万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突破60亿元。

（林智岚）

行走在福建乡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广大乡村已成为都市游客心神向往之地和

农民兄弟生态宜居之所。

福建始终坚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

抓手，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力建设宜

居宜业美丽乡村，奋力打造既有肌体之美又

有灵魂之美的福建特色美丽乡村。

补齐短板 办好百姓心头事

小小的厕所，折射出吕家钊的幸福变迁。

“一个木桶两块板，三尺土墙围四边。”

曾经，周宁县泗桥乡洋尾弄村村民吕家钊最

怕客人来家里上厕所，“一到夏天臭气熏天、

蚊虫乱飞，实在见不得人”。

旱厕改水厕，粪污经过三格化粪池发酵

处理后集中纳管，进入农田生态池净化，最

后成了天然液态肥，为家里的10亩蔬菜源

源不断提供养分……2018年的一场农村厕

所革命，让吕家钊既赢回了“面子”，又得到

了“里子”。

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

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供水、出行、教

育、医疗、养老……桩桩件件关系广大农民

的切身利益。

2020年，以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行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农房

整治行动、村容村貌提升行动“一革命四行

动”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圆满收官，福建交出了一份“美丽答卷”。

但放眼广大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往村覆盖、

往户延伸还存在薄弱环节，公共服务质量还

有待提高。

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

而建。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

如何保持定力，接续发力，压茬推进乡村建

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广大农民的获得

感成色更足？

2021年以来，福建每年出台一个乡村

建设品质提升实施方案、形成一份乡村建设

重点任务清单、明确一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工作重点项目，推动人

居环境整治持续落深落细。

今年，《福建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福

建省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实施

方案》相继印发，为乡村建设

工作画好“施工图”、列明“时

间表”。同时，将乡村建设重

点任务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纳入省政府年

度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互联网+督查”平台，发动群众日常监督。

补短板，强弱项，一张乡村民生答卷彰

显温度与力度。

聚焦“硬件”，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

全省实现镇镇通干线、村村通客车；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8.7%；快递服务乡镇覆

盖率、邮政企业建制村通邮率均达100%；

基本实现城乡网络“同网同速”。

突出“软件”，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2700多所义务教育学校实现管理标准

化；建成60个县域医共体，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580元；建

制村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提高到64.5%，每

千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达38.7张。

与此同时，福建从群众最容易看得见、

最容易见成效的地方入手，部署开展乡村

“五个美丽”建设。

按照计划，从2022年至2025年，全省

每年将发布1000个美丽乡村庭院、100处

美丽乡村微景观、100处美丽乡村小公园

（小广场）、100处美丽田园、40个美丽乡村

休闲旅游点，打造培育一批小而精、小而优

的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推进具有福建特色

的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

规划引领 下好乡建先手棋

乡村规划师来了，漳州市长泰区岩溪镇

珪后村实现了蜕变。

作为国家第五批传统村落，珪后村人文

资源优越，但也存在村集体资产不足、生态

退化、乡村风貌遭受部分破坏等问题。来自

厦门大学、福建工程学院、闽江学院的团队，

为其量身打造了一套发展规划。

实施旧村复垦、旱地改造水田等项目，

流转修复数栋老建筑并改造为乡情馆、农耕

文化馆、农产品展示平台，打造荷花塘等网

红景点……规划引领下，珪后村立足资源优

势，走向农旅融合新道路。

从平原到高山，从山村到渔家，从畲乡

到客邑……依山傍海的福建，乡村类型多

样、各具特色。乡村建设应当如何挖掘独特

的资源禀赋，让广大乡村展现出别样风情与

个性？

“我们坚持把加强乡村规划建设作为实

施乡村建设的先手棋，充分发挥各地资源禀

赋，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个性之美的乡村。”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说，福建按照“城

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要求，建立了

省、市、县、乡、村五级上下衔接、系统配套的

规划体系，努力做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面对千差万别的村庄实际，福建分门别

类，对症施策：5494个集聚提升中心村庄，

进一步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振人气；3908

个转型融合城郊村庄，纳入城镇建设统筹安

排；4255个保护开发特色村庄，鼓励发展乡

村旅游和特色产业；220个搬迁撤并衰退村

庄，限制新建、扩建活动；590个待定类村

庄，在未明晰具体分类前，暂不安排重点项

目和新增建设用地。目前，全省5309个村

完成村庄规划编制，到2023年可实现村庄

规划应编尽编。

乡村建设，要“塑形”也要“铸魂”。

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在开展乡村规

划过程中，福建将独特的红色文化、闽南文

化、客家文化、海丝文化、农耕文化等“福”文

化元素融入其中。

在泰宁县上青乡崇际村，当地大力挖掘

传统“鲤鱼”“桥灯”“豆腐”文化，规划建设乡

村旅游综合体；在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后

黄社区，当地精心修缮特色古民居，让曾经

“失落的侨乡”蜕变为城乡居民向往的“梦里

原乡”；在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村民邱彩立

家的庭院，游客可现场品鉴地道擂茶，也可

沉浸式体验传统制作工艺，庭院“小盆景”变

成了乡村“大风景”。

创新赋能 走好乡村善治路

文明积分兑换来了真金白银。

上个月，全省首笔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积分为依据的低息贷款，在罗源县白塔乡南

洋村发放。村民兰善恩凭借文明积分，获得

罗源农信社提供的 30万元贷款，年利率

4.7%。和其他贷款产品相比，一年可节省

近1.8万元利息。

原来，今年年初，罗源县以南洋村为试

点，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文明积分制，并

与县农信社合作，推出“文明积分贷”。文明

指挥棒下，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为村民

自觉行动。兰善恩不仅特别注重“门前三

包”、庭院整理、垃圾分类，还主动参与村里

的各类志愿活动。因此，他的文明积分名列

前茅。

积分制，正是福建走乡村善治路子的一

道缩影。

“我们始终致力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着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走具有

福建特色的乡村善治路子。”省农业农村厅

有关负责人说，福建始终把加强党的领导摆

在乡村治理首要位置，突出党建引领，着力

把农村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引领乡村治理的

坚强战斗堡垒，坚持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

障，德治扬正气，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批乡村治理新模式新探索，不断涌现。

“积分制”，让村民在乡村治理中唱主

角。福建鼓励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垃

圾分类、营造文明乡风、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等众多领域推广运用积分制，有效调动农民

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目前，全省约三

分之一的建制村推广运用积分制。

“清单制”，为乡村治理减负加力。福建

围绕村级组织所承担的村级事务、履职责

任、公共服务、绩效目标等事项，科学编制村

级小微权力、村级事务、公共服务等清单，并

明确清单责任主体、内容、流程，强化各方监

督，有效推动解决基层组织负担重、村级权

力运行不规范等问题。目前，全省22个试

点县基本制定试点方案。

数字化，为乡村治理赋能增效。近年

来，福建依托数字福建建设，推动部门数据

共享，推广运用手机“村务通”，为村民了解

村务信息和办理建房、入学、医保、养老等手

续提供便捷服务；加快“综治中心+网格化”

建设，聚焦基层群众关心问题，打通乡村治

理“神经末梢”；实施乡村“雪亮工程”，全省

超过60%的较大建制村实现了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联网。

共建融合，汇聚闽台乡村治理智慧。福

建充分利用对台优势，依托台湾专家团队在

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的经验优势和专业能力,

推动两岸乡建乡创合作，探索两岸共建共管

机制。全省已有82名台胞担任社区营造员、

社区营造师，探索厚植乡村治理新动能。

今日福建，乡村治理持续向好，民生不

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干部奋发有为，善治

之路行稳致远。

美丽乡 村入画来

福州打造国内一流知识产权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