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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一甲子“山海之约”启新程53年前离开上海时，樊峰刚满7岁。
那是1970年10月，在当时的上海东站，父

母带着他和弟弟登上了南下的火车。这一别，
山高水远。从那时起，上海少了一家国棉26

厂，福建省三明市多了一家三明纺织厂。
初夏时节，记者步入三明市1958工业记忆

馆。这里的展览记述的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
奇迹——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各地十万建设
大军从五湖四海奔赴三明，移山填谷，建起一座
工业新城。
那时候，十人之中就有一人来自上海。十

多年间，先后有18家上海轻工企业迁入三明。
像樊峰全家那样，数以万计的上海子弟随厂迁
徙，也让一份特殊的情缘山海相连。

2022年5月19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
改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
案》，明确上海与三明正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
一年多来，两地开启了全方位、多领域对接

沟通，互访交流达140余批次，已在红色文化、
文旅康养、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人才交流等10

个领域开展专项合作。
从黄浦江到沙溪河，相隔800公里，跨越一

个甲子，两地再续前缘，共赴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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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上海与 福建三明从并肩创业到携手合作之路

在沪明正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一周年之际，
上海媒体采访团走进福建三明。不到一周的采
访，足迹遍及  个县市  个采访点，从中可以窥见
沪明合作领域之广、之深。

三明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城市。  世纪  年代
初，“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大江南北开展。三明
市狠抓城市绿化美化，推行“门前三包”，提高服务
质量，短短 年就使原来脏乱差的市容发生了惊人
变化，闻名全国。这座城市也因此成为全国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的发源地。

如今，三明的林改、医改，又走在全国前列。全
国第一张林业碳票诞生在三明，践行着“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三明医改十年，让药品回
归治病功能，也让医生回归看病角色。如今，在慢病
一体化管理、建立医防融合机制、提高居民全生命周
期健康管理能力等方面，三明仍在继续发力，向着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改革目标迈进。
对口支援与对口合作，一词之差，境界完全不

同。上海与三明之间，  多年前是单向奔赴，如今
却是互学互鉴、互惠互利，携手共赴美好未来。

比如，上海市已印发《关于因地制宜推广福建
三明经验深化上海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方
案》，深入学习、充分借鉴三明医改经验。

又比如，上海农产品需求庞大，高质量农产品
潜在需求巨大。三明是福建省的“米袋子”“菜篮
子”，沙县小吃享誉全国，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小
吃”。对口合作以来，   多款优质农特产品进入
上海。“国民顶流”沙县小吃亮相上海市机关美食
节，并常驻上海市机关食堂。今年  月，沙县小吃
还将在上海开出旗舰店。

从当初艰苦创业、守望相助之谊，升华为携手
合作、共谋发展之志。上海与三明，未来可期。

随厂迁徙 子承父业

60岁的樊峰今年刚退休返聘，他所在

的三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上海国

棉26厂整体搬迁后的三明纺织厂。

樊峰回忆，刚到三明时，“心理落差实在

太大”，因为那实在不能称得上是一座城市，

只是一个大工地，没有商店，没有医院，“人

们说到哪去，从来不说路名，都是说‘三钢’

‘三化’之类的厂名”。

樊峰最佩服的就是父亲樊正扬。随迁

之前，樊正扬是厂里的值班长，而到三明纺

织厂，他又从值班长做起，担任过车间副主

任、分厂副厂长，还被评为三明市劳动模

范。“在我的记忆里，他每天都提前1个多小

时到厂里，有设备第一批安装，有任务第一

个报名，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樊峰说，父亲

退休前帕金森病已经很严重了，但没有请过

一天病假，一直拼尽全力地工作。

父亲的身教，深深影响了樊峰。1985

年，他通过成人高考回到上海，进入沪西职

工大学学习，毕业后选择回到三明、回到纺

织厂，从技术员做起，先后担任过工长、厂长

助理。2000年企业改制，他经职工海选进

入董事会，担任副总经理，分管质量监督至

今。

从无到有 做大做强

那一批南下三明的上海人，很多与樊峰

有着类似的人生脉络。

今年70岁的周玉芳，比樊峰早10年来

到三明。那是1960年3月，上海三星糖果厂

整体搬迁到三明，更名为三明食品厂。仅仅

5个月后，三明食品厂就全面开工投产，陆

续生产出100多种产品，其中鹅牌咖啡茶、

花生蛋白糖、巧克力酥心糖、橘子粉等成为

省优产品，远销全国17个省市，并成功打入

香港和东南亚市场。作为从上海迁三明的

第一家企业，三明食品厂不仅填补了三明没

有现代食品工业的空白，还为后来的企业内

迁起了示范作用。

周玉芳的父亲周友水是转业军人，他身

上自强、坚韧的品格影响了周玉芳一生。

1995年，三明食品厂经营不善，周玉芳挺身而

出接手了厂里的批发部。她起早贪黑跑业

务，从卖糖果开始，一点点把生意做大，如今已

成为三明市婚庆一条龙服务的业内第一。

古稀之年回首那段历史，周玉芳很感慨

也很自豪：“今天的三明很美，生活很舒适，

与上海合作后，肯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一手一脚建

设起来的，回忆起父辈的奋斗，还是会眼眶

湿润。”

如今，走在三明市区最中心的繁华地

带，沪明新村、沪明路、沪明小学、沪明幼儿

园……这些带有鲜明上海元素的名字屡见

不鲜，诉说着割舍不断的“沪明情缘”。三明

市1958工业记忆馆里，也有一个专门的“沪

明情深馆”，最显眼的位置写着6个大字：

“三明不会忘记”。

这是新一轮沪明合作最美好的起点。

守“无价宝”端“绿饭碗”

金溪河畔，远望青山巍巍，近观碧水悠悠。

一块巨石横卧村口，上面刻着九个大字：“青山绿

水是无价之宝”。这里是三明市将乐县常口村，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地和实践地，也是全

国首张林业碳票的诞生地。2021年5月18日，在

三明林业碳票首发仪式上，常口村领取了编号为

“0000001”的全国第一张林业碳票，成为中国林改

第一村。林业碳票让空气变成真金白银，开辟了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新路，也让村民们更加

坚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

村民邱彩立经营着一家擂茶体验馆。一进

门，客堂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习近平同志当年到

访的照片。为了迎接客人，邱彩立亲手擂茶。她

将芝麻、茶叶、陈皮等原料放进擂钵，用特制的擂

棍研磨成粉末，再用热水冲制后端给大家品尝。

邱彩立说，26年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来到常口村调研时，也是在她家和大

家一起喝擂茶、拉家常，叮嘱大家勤劳致富、重视

教育、团结邻里。后来，这些话都被写进村规民

约。尤其是“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

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不仅被刻在石碑上，还

被深深刻印在村民的心里，大家多年如一日，守好

“无价宝”，端起“绿饭碗”，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和谐共进的乡村振兴之路。

砍树罚饼 保护生态

沪明对口合作后，两地在碳普惠方面的合作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常口村的故事，只是三明

市生态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大多数人可能不一定知道，三明是“中国绿

都”之首，城市绿化率全国第一，森林覆盖面积达

到801万公顷，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更是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4倍。在三明采访，最强烈的感受

就是这里的人对生态绿色的孜孜以求。

很多人都知道沙县小吃，三明市夏茂镇俞邦

村是沙县小吃的发源地，被誉为“沙县小吃第一

村”，那么，你听过“砍树罚饼”的故事吗？

沙县夏茂镇人大主席吕辉木告诉记者，20世

纪七八十年代，俞邦村还是一个贫困的小村落，旱

地水田加起来只有800多亩，一些村民为了谋生

就上山砍伐林木。老一辈当家人坚决反对，不但

将保护生态写入村规，还与大家共同约定“砍树罚

饼”：砍1棵树，罚5个饼，不是罚给一家，而是罚给

全村每家5个！这种朴素的生态观令人钦佩。

大兴民宿 旅游致富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三明人感受到“青山绿水

是无价之宝”的深意。

三明市泰宁县大金湖核心景区的水际村，过

去曾是福建省级贫困村。“吃饭靠回销，出门靠小

船，照明靠松光，就连做了新衣裳，还得等到过年

穿。”说的就是水际村的过去。当时，水际村人均

仅0.4亩耕地，人均年收入只有370元。

面对困境，当地村民搭乘大金湖旅游发展契

机，开展了第一次创业，将自家房屋发展为家庭旅

馆，变自家渔船为游船，将农家菜做成了农家乐，

淘到了旅游的第一桶金。

如今，漫步在1600多米的大金湖生态环湖步

道上，“粉墙、黛瓦、坡顶、翘角、马头墙”的泰宁传统

建筑风格小别墅作为家庭旅馆开门迎客，各地游客

纷至沓来，水际村人均收入超过全县平均水平1万

多元，省级贫困村一跃成为泰宁“首富村”之一。

据了解，自去年5月沪明对口合作启动以来，

两地文旅交流日益密切。截至目前，三明市已接

待上海客源地3149个团队、13.2万人次游客。而

今年7月，在上海铁路局和南昌铁路局支持下，铁

路部门还将开通南昌西至上海虹桥途经泰宁的动

车组，上海游客早上出发午后就能抵达，深度体验

“山水泰宁”的生态之旅。

更令人期待的是，在沪明合作的框架下，泰宁

当地即将实现五星级酒店“零”的突破——泰宁锦

江国际度假酒店项目将于明年底建成。这也是上

海和三明对口合作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项目。

探索种稻 走出新路

初夏时节，行走在三明市建宁县溪口镇

枫元村万亩制种基地的田间地头，长势喜人

的稻秧像一张巨大的绿毯铺满视野。微风

吹过，如碧波轻漾，满目苍翠。

中午时分，随着温度攀升，稻叶上凝结

的水珠开始蒸发。站在田边，50岁出头的胡

长春像一名检阅士兵的将军。他让记者深

吸一口气，去感受空气中散发的秧苗清香。

胡长春其实不是这些田地的主人，而是

一名制种经纪人。他手上管理着1000多个

农户，制种面积有2万多亩。每年，他组织

生产的种子除了行销国内，还销往越南、巴

基斯坦、印尼，甚至非洲地区。

“全国每十粒杂交水稻的种子中，就有一

粒来自建宁。”这是胡长春的骄傲，也是所有

建宁人的骄傲。这背后，沪明合作功不可没。

2004年，世界首例杂交旱稻组合在上

海诞生。2016年，农业农村部颁布《节水抗

旱稻术语》行业标准，节水抗旱稻从此成为

一种新类型的栽培稻。2018年，经国家品

种审定委员会批准，节水抗旱稻作为一种特

殊类型的水稻品种，启动国家区域试验。

今年6月，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

席科学家罗利军来到建宁，成立“罗利军节

水抗旱稻工作室”。目前，节水抗旱稻在建

宁制种产量已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为什么是建宁？这背后有天时、地利、

人和。建宁县地处武夷山脉中段，具有天然

的隔离条件与显著的生态优势。经过40多

年努力，建宁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基地县。2022年，建宁全县制种面积

15.5万亩，产量3550万公斤，直接经济产值

6.09亿元。建宁摸索出“企业+经纪人+基地+

农户”生产模式，实现种业产业化发展。在

建宁，像胡长春这样的制种经纪人有153名，

还有几十个制种专业合作社，扮演种业中介

角色，为农户提供种植亲本和技术服务。

正因如此，不但建宁需要上海，上海种

子研发也离不开建宁。胡长春指着眼前的

稻田告诉记者，田里种的就是上海研发的抗

旱稻旱优73。“上海的稻种越来越优、越来

越多”，种子好，农民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未来，沪明两地之间还将在技术人才等方面

开展更深层次对口交流，助力建宁打造“超

级制种大县”。

指导养桃 脱胎换骨

种子的故事，是山海情缘的缩影。

每年盛夏，建宁“黄桃季”都会如期而

至。其中一种名为“锦绣”的黄桃一直是市

场宠儿，被当地果农誉为“黄金果”。

“最早不是这样，刚引种的时候，水土不

服，桃子身上长斑，容易开裂，而且病虫害特

别厉害。最严重的时候，果农看不到效益，

纷纷砍树改种。”在建宁县绿源果业基地，种

了20多年果树的总经理傅兴安说起了那段

往事，“后来偶然得知这种黄桃种子来自上

海，我们想方设法找到上海专家请教。”傅兴

安口中的专家，是上海农科院的叶正文教

授。有了专家指导，建宁黄桃种植技术不断

提升，品质也脱胎换骨。

今年2月，在沪明合作机制推动下，傅

兴安又从上海农科院引进5个黄桃新品种，

包括锦春、锦辉、锦冠、锦花和锦园。他说，

现在黄桃产地很多，大多集中上市，竞争很

激烈。“上海专家建议引进的这些品种，有更

早熟的，也有更晚熟的，可以利用我们的气

候优势打一个时间差，卖个好价钱。”

上海种子，三明结果。种子种在田里，

但沪明合作的“种子”，多年来早已种在两地

人民的心里。

红色文化 沿路探寻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

大建党精神孕育地。三明市是中央苏区的核心

区、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全市3.7万人参

加红军、1.12万人踏上长征，最终到达陕北只有76

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两座城市，相同底色。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也成为沪明合作的重要领域。

6月11日，记者来到三明市宁化县长征精神

教育基地，游客们正络绎不绝地走进馆内，其中不

少人有着上海口音。

“这应该就是那支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部队

吧？”在“少共国际师”雕塑前，游客杨先生问得格

外详细。他所在的旅游团来自上海，一路沿着红

色线路，寻找红色印记。“只有实地看过，才能切身

感受到那段革命先辈用鲜血书写的历史。”杨先生

感慨道。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据统计，三明市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达341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2516件（套），三明市政府先后公布两批红色文化

遗址共计119处167个点，其中包括25个中央红

军村。

系列活动 联合推出

如何充分发挥两地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共

同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

老区精神？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一年多以来，两地

联合策划举办了一系列红色文化交流活动。

去年11月，“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专题

展”系列活动以首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伟大精神为串联，融入红色三明故事，走进三明

11个县（市、区）巡展，累计观展人数超10万人次。

今年3月，“沪明情 向未来——上海、三明两

地红色文化传承主题展”展示了从中国共产党成

立初期到新时代百年间的沪明两地历史情缘，推

介三明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和改革成就，吸引线上

线下超过18万名观众观看。

今年4月，“精神之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

精神文物史料专题展”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专

题展厅开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一路向

前的辉煌历程。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馆藏全国唯一

保存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精彩亮相。

今年5月23日至25日，上海市与三明市红色

文化交流专题活动在沪举行，“风展红旗 如画三

明”红色故事宣讲团开展了5场宣讲交流活动。

今年6月，随着东山大捷塔竣工，三明市建宁

县又多了一处红色地标。这个项目是上海虹口区

对口三明市建宁县、泰宁县、将乐县开展的三大合

作项目之一。

此外，三明市中央苏区革命纪念馆等4家重

点红色场馆还与中共一大纪念馆结对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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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记者 潘高峰

■ 建宁县濉溪镇高峰村 ■ 三明市    工业记忆馆中的“沪明情深馆” ■ 制种经纪人胡长春 ■ 泰宁县红军街上的红军井 潘高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