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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立冬刚过的龙岩依旧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11月 9日上午，由龙岩市
人社局、龙岩市教育局、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主办的 2023年海峡两岸（龙岩）机械装
备产业产学合作暨龙岩市专用车产教联
合体高峰论坛活动在龙岩会展中心举行。

据主办方介绍，举办 2023年海峡两
岸（龙岩）机械装备产业产学合作活动，旨
在围绕龙岩市工程机械、环保装备产业领
域需求，搭建职业院校与用人单位对接合
作平台，为龙岩市人才引进与产业经济发
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龙岩是‘中国专用汽车名城’，机械
装备产业是龙岩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之
一。”省人社厅副厅长洪长春出席活动，他
在活动致辞中表示，希望龙岩以此次活动
为新起点，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各方协同
推进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龙岩市专用汽
车等行业的专业技术资源优势，开展多种
形式的产学合作发展项目；充分调动企业
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
升产教协同创新的发展力和贡献力，共同
谱写产学合作、产教融合共促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篇章。

“本次活动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深化产教融合决策部署的具体实践，也是
贯彻落实全市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推动

‘校企产学’合作、助力龙岩机械装备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龙岩市政府副
市长修洪出席活动时表示，希望通过本次
活动，进一步推动职业院校与用人单位深
度融合，培养更加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企
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推动
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助力机械装备
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全国各地 35家职业院校代表参
加活动，以展板介绍和发放宣传册的形
式，集中展示了各自院校的办学理念、专
业设置、生源情况以及期望通过产学合作
开设的专业和订单班需求信息，并与紫金
矿业、龙净环保、福龙马等50多家龙岩市
机械装备龙头企业的代表，围绕深化产学
合作、技能人才培养、机械装备产业发展

现状及趋势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交流。

主办方还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的职
业院校和用人单位现场举行产学合作意
向签约仪式。“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于促
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学校通过
与企业合作，可以更好了解市场需求，改
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
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闽西职业技术
学院副校长刘路永在与联通龙岩市分公
司签约后对记者表示。

在活动之前举办的龙岩市专用车产
教联合体高峰论坛上，三位专家学者作了
新能源节能技术探究与应用、做优“引育
用留”人才链、产教融合信息服务系统建
设等主题的主旨报告，精彩纷呈的报告不
时引发热烈的掌声。

（文/记者 张华元 图/张黎波）

11月 3日，从福州市区乘车出发，历
经一个多小时蜿蜒崎岖的山路，终于到
达位于晋安区北峰山区最北端的革命老
区日溪乡。这里正举办农民丰收节暨点
洋青红酒坊开酒仪式，也是记者第一次
见到福州市委市政府派驻日溪乡的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魏晓辉，她正热情地招
呼着前来参加仪式的企业家们：“感谢您
们的到来，希望能多多支持点洋村的酿
酒事业。”

“魏晓辉专员告诉我们，点洋村可以
发挥本土原生产业优势，把资源变资产、
把资产变资金。”晋安区乡村振兴办干部
向记者介绍，在魏晓辉所率领的工作队的
推动下，点洋村修缮了原小学旧址的 3幢
教学楼，将其改造成古法酿造酒坊，把当
地酿酒的散户集中起来，形成规模化产
业，打造“点洋青红酒文化”特色品牌，着
力培育北峰新的“网红打卡点”。

变“荒”为宝村民村财双增收

2021年 11月 24日，被选派为福州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专员，魏晓辉深知
责任重大。她在晋安区工作了30多年，从
机关到基层，又从基层回到机关，工作经
验丰富，对这个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着深
厚的感情。日溪乡是晋安区最偏远的一
个乡，一直是区里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重
点乡。为此，她梳理出近年来日溪乡的工

作开展现状及发展短板，积极思考如何发
挥工作队优势，推动日溪乡经济发展。

“当时乡里很多村都出现‘抛荒撂荒’
的问题，村民们种的大米品质并不输给市
场上的大米，由于无法保障销售渠道，很
多村民都放弃了种植。”日溪乡党委组织
委员叶茵在接受采访时说，魏晓辉得知这
一情况后，立刻提出可通过“企业认购”这
一方式解决难题。

说干就干，魏晓辉带着工作队和乡村
干部，拜访晋安区相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推销日溪大米。“她真正做到了事必躬亲，
带着我们去跑单位、跑企业，把能用上的
资源都毫无保留地交到我们手里。”提起
当时的情形，叶茵依然深受感动。

截至目前，日溪乡 8个村党支部与 23
家企事业单位签订了耕地认种协议，企事
业单位以出资委托代耕、代种等方式参与
粮食生产，助力乡村振兴；盛辉物流等近
40家企业以高于市场收购价一倍的价格，
与日溪乡签订认购大米协议。就这样，解
决了 8万余斤大米的销售问题，为全乡村

财增收80多万元。

山沟沟引来金凤凰

担任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专员两
年多来，魏晓辉坚持每周到日溪乡实地查看
乡村振兴项目进展情况，帮助乡村干部解决
项目建设和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
走访调研中，魏晓辉感受到，盘活现有产业
是推动日溪乡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工作队来到日溪伊始，就了解到梓山
村正在建设食用菌产业园，47个种植菌菇
的大棚即将建好，但是巢虽筑好，却难引
来金凤凰。多数企业担心梓山村路途遥
远、运输成本高，都不愿来投资运营，其中
有 20个大棚空置。魏晓辉便带着工作队
发动人脉，物色合适的企业。最终厨之味
公司租用了这20个大棚种植菌菇。

“一开始也担心运输成本，但各位专
员反反复复找我恳谈多次，我被他们对这
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工作的热情给打动了，
我愿意与他们一同来振兴这片土地。”在
点洋青红酒坊的开酒仪式上，前来捧场的
福建厨之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洪
海潮受访时激动地说。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乡村，“引才
难，引专家更难”是长期面临的难题。为
吸引高层次人才前来助力梓山食用菌产
业发展，魏晓辉带领工作队多次在田间地
头举办“人才技术交流活动”，邀请省农科
院专家、科技特派员、驻村第一书记、企业
代表、返乡青年等人才，共同为食用菌产
业园建言献策。

正是通过这些活动，食用菌产业园成
功引回一位本地籍大学毕业生曹其清。
作为一名技术管理复合型人才，曹其清愿
意栖居在这片大山里，与家乡同呼吸、共
命运。他负责 20 个菌棚、30 亩玉米地、
200亩蔬菜地的种植，同时发挥专业所长，
教当地村民如何使用小型农机，提高劳作
效率。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梓山村探索出一
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企业+农户+科研
单位”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通过与省农
科院、市菜科所、福建农林大学等科研院
校合作，农民出工、企业出资、院所出技、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出生产资料，建立利益
共享机制，既解决了当地农民就业问题，
也解决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更实现了村民
和村集体双增收。

充满希望的红土地

作为福州市的第二大水源所在地，日
溪乡并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农业。为此，魏
晓辉多次到日溪乡地处最偏远的铁坑村
调研。铁坑村地理位置特殊，是连江、闽
侯、罗源三县的交界处，在解放战争时期
成为最坚固的革命根据地，是福州市五县
中心县委的旧址所在地。她提出修缮铁
坑革命展陈馆，丰富馆藏革命史内容和实
物陈列，打造“红色铁坑”旅游品牌，用红
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

这建议立即得到晋安区委组织部和
日溪乡党委的重视支持。在她的带领下，
大家分头忙碌起来，寻求福州中共党史学
会专家的帮助、走遍日溪乡 8个革命基点
村采访“五老”党员、争取上级专项资金、
修缮展陈馆……

花了一年多时间，他们对铁坑革命展
陈馆进行全面修缮提升，对史料进行大量
的扩充完善，展陈馆终于赶在今年“七一”
成功开馆，作为优质红色文旅资源献礼

“七一”。这一举动，让铁坑村成为富有特
色的晋安区党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
育，铁坑革命展陈馆被区委组织部授予

“晋安区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
在开馆仪式上，原五县中心县委的领

导班子成员之一张元筹的女儿和许多的
“红后代”一起来到现场，她说，自己从前
来过铁坑村，当时这里一片萧条，毫无人
气，她内心很失落，觉得没有人重视这段

父亲曾引以为傲的历史。铁坑革命展陈
馆重新开馆，她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看到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真的很高兴。我看到了一个
为民办实事的政府，我相信这个村子今后
的发展大有可为。”

乡村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点洋村是少数民族村和革命基点村，
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鸟语花香，特别是夏
季荷花盛开、秋季稻谷飘香，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观光。这里也非常适合大学生和
青年干部接受基层实践教育。

魏晓辉带领工作队积极帮助点洋村充
分挖掘当地乡土人才、专业人才和专家资
源，盘活闲置农房、农田、老人活动中心、酒
坊等作为教学场所，定制“6+X”课程，课程
内容可根据学员特点动态编排优化。学员
们在这里可以参与插秧、翻土、采收蔬菜、
酿酒、打糍粑等丰富多彩的实践课程，还可
以走进周边村落的汶石荷龟园、铁坑革命
展陈馆体验“红+绿”文化之旅。

截至目前，晋安区委组织部已在此举
办 3期培训班，助力村财增收 10万多元。
培训期间，师生将“课桌”搬到田间地头，住
农家、干农活、话农事。“日溪的景很美，村
民的情很甜！基层实践不仅让我体会到农
民生产生活的不易，更深刻体会到乡村振
兴的意义。”在点洋村培训结束时，晋安区
青年干部林琳写下此次实践教育的感悟。

在魏晓辉及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下，福
建师范大学和闽江大学多个高校也相继将
点洋村定为大学生社会教育实践点。这不
仅又一次实实在在地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也为乡村发展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

“是魏晓辉专员的到来，让我看到了身
为一名女性，原来可以拥有如此坚定又宏
大的力量，在基层可以为老百姓做出那么
多实事。”叶茵表示，作为一名年轻的乡村
基层干部，看到日溪乡路途遥远、资源匮
乏、人才流失，她也曾质疑过自己的岗位能
否有所作为，是魏晓辉的到来，让她追寻到
事业道路上的榜样。她因此而坚定理想信
念：“萤萤微光亦能照亮一隅天地。”

是啊，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年轻
人，像魏晓辉那样，用双脚丈量乡村，用知
识开垦荒地，用真诚服务“三农”，在祖国
大地上书写青春华章。 （记者 卢芸斐）

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工作队队长 风采

用双脚丈量乡村 用实干推动振兴
——记晋安区日溪乡乡村振兴工作队服务专员魏晓辉

魏晓辉魏晓辉（（右右））在梓山村调研菌菇生长情况在梓山村调研菌菇生长情况

推动职业院校与用人单位深度融合
海峡两岸（龙岩）机械装备产业产学合作暨龙岩市专用车产教联合体高峰论坛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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