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最关键的一年，也是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
一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革命老区的闽南山
城永春县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区域发展等方面曾存在严重滞后
的问题。近年来，为解决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永春
县加紧建设步伐，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权衡利弊，切实把乡村振
兴工作落到实处，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部分乡
镇仍然存在农村经济发展失衡、农村建设队伍素质作风不够高等
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一、永春县乡村振兴取得的实际成效

2019 年，永春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0%（预计数，下
同），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9.2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27
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993 元。以“乡愁故里、生态
桃源、美丽永春”建设目标，努力打造“有一种生活叫永春”的
城市品牌，从多方面入手，着力推进永春县乡村振兴工程。

（一）红色革命基地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始建于元朝的横口乡福中村郭氏家庙，看似平凡，却是一处

见证红军长征的革命基地。1929 年 8 月，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四军
第二、第三纵队曾在此驻扎，并留下“南瓜地里长银元”、“红军
井里取水喝”等佳话。如今 91 年过去了，这座红色的建筑依然挺
立。横口乡以福中村为发展契机，打造出特色的红色文化旅游景
点，如建设红军文化长廊、设置“红军纪念室”等等，并带动周
边各村，形成发展旅游市场，带动经济增长，从而推动革命老区
乡村振兴工作的稳步进行。

（二）乡村龙头企业助力乡村振兴
桂洋镇桂洋村是革命老区村，2018 年，在市老区办扶持的十

个项目中，其中桂洋镇垅山茶油专业合作社便是其中之一。在村
党委书记林金田同志的带领下，村民们从机械安置到农作物采收
再到茶油出油上市，一系列操作井然有序。林书记说，每年的产
量都在不断地增加，茶油田也在不断地扩大，桂洋村不但能把本
村特色进行推广，还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民收入问题，带动当地经
济的发展。不仅如此，桂洋村还同时发展当地特色柿饼等产品，
形成了以茶油产业为“中心”，推进相关农副产品发展的经济
链，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助力。

（三）侨乡文化带动乡村发展
位于永春县东北部的湖洋镇溪西村不仅是革命老区，同时也

是著名侨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溪西村马来西亚华侨郑既明、郑
新华、郑秋菊等同志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带领下积极抗日，努力募
集资金，支援祖国抗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8
年 3 位同志被迫回到溪西村。在与当地游击队组织取得联系后，
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毯式搜索。最终在党组织的安排与当地
群众的掩护之下 3 位同志成功脱险，并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带领当地群众进行新的生产建设，成为佳话。可以说溪西村具有
浓厚的革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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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溪西村致力于保护本地的生态环境。作为闽南水仙
茶的发源地，西溪村利用当地侨乡优势，加大宣传力度，结合时
代特点，使水仙茶远销东南亚，形成稳定经济来源。同时西溪村
也充分将红色资源与侨乡资源相结合，吸引海内外游客，以鼎仙
岩为旅游中心，进行大力宣传，使从多元化的角度致力乡村振兴。

（四）闽台合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早在 2008 年，闽台农业合作就将永春芦柑打造成为海外知

名品牌。如今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永春县充分利用闽南地区与台
湾地区同根同源同方言的优势，学习台湾地区乡村农业发展的成
功经验，与台湾地区农业农村专家、机构等结成帮扶对象，努力
在新时代用新作为发展永春农业经济。岵山镇古居民游、五里街
镇大羽村白鹤拳、仙夹镇东里村特色农家乐等乡村农业旅游均为
本县相关部门与台湾专家的共同努力研究取得的实际成效。尤其
是大羽村白鹤拳吸引了两岸无数白鹤拳爱好者前来切磋武艺，在
增强两岸交流的同时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发展
态势。同时相关村落也充分利用新媒体等现代通讯方式，拍摄微
电影、微视频等，宣传在乡村振兴新政策下取得的新成效，吸引
更多乡亲回乡发展。

二、永春县乡村振兴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乡村振兴作为有效改善村民收入和拉动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
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应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一个
不断探索、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对于在发展的过程
中，尤其是作为革命老区本身所出现的实际问题，应当及时发现
并做出相应的调整，方能使乡村振兴工作稳步进行。

（一）村民收入渠道较为单一，缺乏创新意识
各行政村虽然有自身独特的发展渠道，但是经济收入来源

从整体上看过于单一，无法从多方面和多角度推广自身品牌。例
如依靠当地特色农产品发展的村级企业仅仅将出售原产品作为最
终目标，并未思考将该产品与当地其他相关商品进行有机结合，
导致产业链单一，使得农产品供给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无法拓
展。另一方面村民利用互联网进行销售的意识不强，普遍存在依
靠传统方式进行销售的现象，使得商品供销的渠道大大缩小，从
而制约经济发展。再者各乡镇普遍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缺
乏相互之间的合作，未能做到资源整合，使得整体带动力不强。

（二）村干部存在老龄化现象，管理效率不高
农村干部老龄化的现象普遍存在，高龄干部在政策执行的方

法和力度等方面上存在执行力不强、执行力度不够强硬、执行方
法欠佳以及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使得工作进程缓慢，实际问题
得不到有效解决。在相关项目的管理方法上存在干部思想陈旧、
落后，无法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资源，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发展。
村干部老龄化问题还导致因干部自身素质偏低与村民发生干群关
系不和等矛盾的产生，使村民对于乡村振兴项目的信心及积极性
下降，极其不利于新的生产建设。

（三）规划开发不合理，资源管理不规范
近年来的乡村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仍



然存在规划开发不合理的现象。对于早期确定的工作项目，在开
发建设的过程中未能及时根据最新政策或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地调
整，盲目进行，致使出现规划项目进展停滞不前，项目建成后效
益性低下等负面影响。同样，由于农村相关企业及合作社负责人
以及合伙人缺乏相应的管理技能，各项民间投资纷纷介入，导致
产业组成成分复杂，产业规模扩大存在困难，产业改革遇到严重
阻碍，资源无法合理利用与有效分配，进而束缚项目发展。

三、促进永春县乡村振兴的建议

（一）积极招商引资，推进侨乡新建设
作为著名侨乡，永春县海内外华侨高达一百二十多万，为

现居人口的两倍。利用侨乡优势、引进侨乡资源、开辟侨乡市场
等等都是新时期永春县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乡村振兴既要引进
来，也要走出去。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让闽南侨乡文
化助力侨村振兴发展，永春县委县政府在注重引资的同时，更需
重视引智工作，加大造血新动能培育。一是在原有引资发展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引智，引入海外永春华侨华人高层次专业人士直
接参与闽南侨乡建设，将次专业人士直接参与闽南侨乡建设，将
有助于培育侨乡积极地造血功能，更有助于侨村振兴发展，海外
永春华侨统战工作也将更有作为。二是海外华侨华人对侨乡经济
社会发展的参谋作用若能得到充分发挥，将有助于推动闽南侨乡
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增强侨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三
是持续建构永春县侨情“三大数据库”，即海外永春重点侨商数
据库、海外永春重点社团数据库、海外永春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
据库。精准掌握海外侨情新情况，为今后永春县引智工作大发展
服务。

（二）科学编制规划进程，稳步开展相关项目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长期任务，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一步到

位，从领导干部到村民都应该认识到乡村振兴的长远性以及艰巨
性。例如永春县下洋镇，经历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煤矿大挖掘，
如今的煤矿产业已经趋于没落，即将退出当地经济发展的舞台。
不仅如此，煤矿开采所带来的生态破坏是难以想象的，虽然下洋
镇森林覆盖面积大，同时有“泉州十八景”之一的牛姆林自然保
护区，但想在短时间内恢复其原始生态并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同行显然是不可行的，因此就需要出台科学的规划，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整体基调，稳中推进相关项目建设，与
其他计划进行有机融合，与周边乡镇互帮互助，形成“生态发展
联盟”，以达到“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

（三）注重干部选拔与培养，选派优秀驻村干部
乡村想要振兴，领导干部就要有作为、有担当。在农村选举

的大背景之下，需要制定更加公开透明的村级干部选举方案，尽
量避免“宗族势力”“拉帮结派”等不利于公平选举的负面行为，
严格按照人才选举要求，从多方面对相关干部进行考评，选出村
民心目中的好领导、好干部。对于干部相关业务能力不足的问
题，上级部门可以通过组织培训等形式加强领导队伍业务水平建
设，提高干部的自身素养与实践能力。同时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思
想道德建设，杜绝不作为、不敢为的消极态度出现，防止出现利
用乡村振兴工程进行“微腐败”的违法违纪行为。

新形势下的农村干部队伍建设需要注入新鲜的动力，因此选
派优秀驻村干部也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2019 年
永春县新选任科技特派员 60 人以上，深入各个乡镇，积极进行项
目改革，并吸引本土企业家、在外能人、青年创客到农村投资兴
业，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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