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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郑璜）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
近 日 国 务 院 批 复 福 建 省 人 民 政 府 及 商 务 部 ，同 意
在福建省福州市、漳州市分别设立中印尼、中菲经
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 第 三 次“一 带 一 路 ”建 设 座 谈 会 和 中 国-东 盟 建
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具
体举措。

示范园区将以建立经贸合作新体系、产能合作、

互联互通、商贸旅游文化全面交流等为主要任务，充
分发挥福建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作用，
积极探索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模式创新，打造高质
量实施 RCEP 新载体、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交流新
高地、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分工合作新平台、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贸易投资新通道，全力建设面向东盟国
家的对外开放新高地。

省商务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在福建设立中

印尼、中菲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有利于福建与
印尼、菲律宾优势互补，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产业
链供应链；有利于加强与印尼、菲律宾经济发展战
略 对 接 ，进 一 步 推 动 福 建 利 用“ 两 个 市 场 两 种 资
源”，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有利于福建发挥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作用，进一步打造“一带一路”
合作新亮点，推动福建与印尼、菲律宾经贸合作水
平再上新台阶。

国 务 院 批 复 同 意 在 福 建 设 立
中印尼、中菲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

1 月 17 日傍晚，张保宽一家三口坐在漳州火
车站候车厅候车，身旁放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半小
时后，他们将乘上 K230 列车，在车上过两夜，穿越
东南丘陵和云贵高原，第 3 天清晨回到家乡云南
曲靖。“很激动，两年没回家了。带了厂里送的东
山海鲜特产，有墨鱼干、大虾，还有厂里自己生产
的海鲜丸子，回去给爸妈和孙女尝尝。”

今年 51 岁的张保宽，是漳州市东山县海欣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车间流水线工人，他平时
的主要工作是操作灌肠机。“在家里种了 20多年烤
烟、土豆、玉米等农作物。看到别人出来打工挣钱，
都回家建大房子了，我也想出来打拼，后来在村里
人的介绍下，来到了现在的公司。本来只想在这里
打一两年工，没想到一待就是 10年！”

谈起在漳州工作生活的 10年，张保宽有“说不
完的甜”。“和在老家种地比，日子甜多了！我们的
收入是计件结算，低的时候每月 4500元，高的时候

每月 7000 元。而且我们厂吃得好，每顿饭 8 个菜中
有 3 个肉菜，都不要钱！”张保宽觉得，在漳州务工

“能挣到钱”。
尝到了甜头，张保宽陆续把在老家的妻子和

女儿也介绍到厂里工作 ，妻子在流水线上切香
肠，女儿负责包“福袋”。“我爱人来厂里工作后，
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夫妻房。一年四季吃饭住宿都
不要钱。除去日常开销，我们一家三口一年能带
15 万元回家哩！”张保宽说，看得见、摸得着的待
遇，让他的心里感到踏实、满足。前些年，他还介
绍了同村 30 多人来漳州打工，不少人赚钱回家盖
起了大房子后，又回到漳州继续打拼。

这 10 年，张保宽也见证了漳州的蜕变。“我刚
来的时候，火车站前面路都没修好，现在整个城市
非常发达、干净，治安也很好。特别是东山岛，那真
是一个美丽的海岛，我们一家经常去风动石、马銮
湾、金銮湾玩。”张保宽说，“前两年春节，疫情比较
严峻，我们回不了家，漳州市政府部门还给我们每
人发放了 1000 元节日补贴，公司也为我们准备了
过节红包和年夜饭。迷人的滨海风光，实实在在的
关怀，让我们一家子在漳州找到了家的感觉。”

“新的一年 ，我希望平平安安 ，多挣点钱回
家。”张保宽笑着说。

带着东山海鲜回家过年
□见习记者 赵文娟 通讯员 郑超 发自漳州火车站

“好的，我们已经到车厢门口了，在等待乘客
下车。”1 月 17 日下午，宁德动车站的站台过道上，
车站工作人员王莹和两名志愿者正准备接送盲人
乘客陈先生。

“乘客陈先生乘坐的是从平潭到宁德的动车。
在平潭站上车前，他通过拨打铁路 12306 服务热
线，预约了重点服务。我接到重点服务信息后，通
过电话提前联系了陈先生，并提前到他所在车厢
出口等待。陈先生到达宁德站后，我们便细心引导
陈先生出站。”王莹告诉记者，春运期间，为做好群
众服务工作，当好旅途暖心人，宁德动车站不仅联
合宁德车站派出所为旅客提供送春联、实时咨询、
应急医疗等志愿便民服务，还与派出所一起开展

反诈、禁带物品宣传等活动。
同时，车站还做好春节氛围布置、重点区域卫

生清洁、车次信息公布等多项工作，全力营造洁净、
有序、温暖的乘车出行环境，让春运路成为暖心路。

“服务态度很好，反馈问题都能得到及时有效
处理。”“民警和志愿者会给我们讲解铁路安全知
识，很暖心！”……在候车大厅里，记者随机采访了
几位乘客，对于车站工作人员的温馨服务，他们纷
纷竖起了大拇指。

在车站的“海峡情·闽东缘”服务台，轮椅和红
色的“春运暖心礼包”吸引了记者的眼球。

“这些是用来为出行旅客，特别是老幼病残孕等
重点旅客，提供应急药品等健康保障，服务群众平安

健康出行的。里面有退烧药、抗原检测试剂、口罩、消
毒用品等防疫物资。”志愿者陆璨告诉记者，就在几
天前，一位乘客意外割伤了手，血流不止，好在车站
工作人员用暖心礼包里的物资进行了快速处理，帮
助乘客止了血，事后得到了乘客的感谢和点赞。

据悉，今年春运，是国家疫情防控“新十条”措
施出台、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的首个
春运，也是不确定性很多、情况复杂、困难挑战很
大的一次春运。春运以来，截至 1 月 17 日，宁德全
市高速公路车流量累计达 238万辆次，客运企业累
计发班 22715 次、运送旅客 165373 人次，宁德动车
站累计发送旅客 59529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14.1%。

王莹告诉记者，春运的路是回家的路，许多人
一年到头奔波忙碌只为过年能顺利回家，所以不
管有多少困难他们都会克服，这是一名“春运人”
应该做的事。

“路途漫漫，乘客在，我们就在。春运期间，我
们将营造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让旅客
体验更美好。”宁德动车站站长卢健森说。

让春运路成为暖心路
□本报记者 王梦娴 通讯员 褚子强 发自宁德动车站

入彭鹏祠堂赏《木竹迎春》系列工美大作，品山
水雕卷、根之歌诗、竹韵逸品；去崇功祠沉浸式聆听
一场莆仙戏曲，婉转唱腔糅进袅袅墨香，令人痴醉；
到美食铺子感受“舌尖上的莆田”，老字号、新品牌，
让人目不暇接；赴泥塑画铺、手工作坊探寻非遗魅
力，撸起袖子来场亲子互动……走进莆田市荔城区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仿佛步入一幅风俗长卷。红
砖黛瓦、飞檐翘角、麻石铺地，食铺、茶馆、布行等沿
街商铺古拙雅致，红灯高挂，年味十足，传统与现代
在这里相互交融，展现别样魅力。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逾千年，是我省
第三批历史文化街区。修旧如旧，重现历史风貌。
经过两年多的保护修缮，去年国庆期间，庙前、后
街、衙后、县巷、大路、坊巷六条古巷华丽转身，盛
装迎客。偌大的街区内，6 条古街纵横交错，共有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 18处、历史建筑 20处。

“这里的氛围、底蕴实在太吸引我了。”莆田媳
妇戈卓和好友蔡建英在大路街 322 号租下两层店
面，筹备 3 个月后，南笙九歌国风馆正式开业。“我
俩都是‘80 后’，都爱汉服。在古街穿汉服，打卡拍
照，邂逅厚重的历史文化，愈发成为年轻人喜爱的

出行记录方式。仅开业第一天，就有 20位顾客在这
里做了妆造、挑了服装。街头巷尾亮丽的身影，为
新街区首个春节增色不少。”戈卓说。

1 月 17 日，“莆阳开春，开河、开街、开村”活动
启幕。春节前夕，莆田市精心策划了一批文艺、非
遗、演艺、文博等文化惠民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享受“诗和远方”。荔城区以此为契机，发出百万
消费券，推出“荔久弥新 玉兔迎福”新春文化节活
动，从 1 月 17 日到 2 月 12 日，在兴化府历史文化街
区，每天都有不同的线下演出、活动，主题各异、精
彩纷呈。有汉服巡游、戏曲展演、歌舞演出，集福、
快闪、祈福活动……春节期间，一个“永不落幕”的
特色休闲文化街区正静待全市人民。

“作为莆阳开春中的‘开街’代表，我们以兴化
府历史文化街区为中心，打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
的市集活动，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交融
其中，老味道、新气息组合别具一格。”荔城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邱文高介绍，下一步，将深度挖掘古城
文化元素，逐步完善服务功能、美化景观风貌，并
以文创为亮点、商铺为窗口、古街为抓手，打造一
批人气旺、特色强、有内涵的新业态。

古府新市闹新春
□陈汉儿 发自莆田市荔城区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

喜庆的乐曲响起来、动感的舞步跳起来……
19 日下午，平潭海坛古城麒麟广场热闹非凡，一场
别开生面的民俗彩排表演引得游客拍手叫好。春
节、元宵节期间，100 多名表演者将带来十余场文
体演出，让市民游客尽享文旅盛宴。

沿着景区主干道前行，一路大红灯笼高高挂
起，烤串、糕点、奶茶等摊位琳琅满目，叫卖声此起
彼伏，来往游客正兴高采烈地选购品尝。附近居民
薛游强特意带着家人前来“逛吃”，提前感受新年
的喜庆气息，“这里吃喝玩乐一条龙，大人小孩玩
得很尽兴”。

据了解，海坛古城占地面积 1047亩，以闽台仿
古建筑群为载体，融合海洋、海丝、海防、海岛等文
化元素，致力于打造集观光休闲、滨海度假、互动

体验、旅游购物等为一体的大型旅游文化综合体。
海坛古城运营方、福建中辉文化旅游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综合部负责人任榕告诉记者，今年春
节至元宵节期间，海坛古城将举办以“福”文化为
主题的第九届两岸民俗文化节，通过音乐演出、舞
蹈演艺、非遗展演、技艺表演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以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方式，为岚岛新
春增添喜庆、欢乐的氛围。

新春将至，熟悉热闹的平潭又回来了。依托平
潭国际卡丁车场、南部生态廊道、海坛古城等网红
景区、打卡点，平潭将推出五大系列 30多项文旅活
动和相关惠民举措，为群众献上一道道精心“烹
制”的“文旅大餐”。

据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党组成

员、四级调研员吴运平介绍 ，将聚焦私人定制、
“福”文化、品“福”茶、星空等特色标签，推出“享福
游·观星辰·亲大海”两天一夜特色产品。同时，还
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春天，向平
潭出发》AR 灯光秀、新春文化嘉年华、非遗工艺品
主题展等民俗文化活动。

为刺激新春文旅市场活力，平潭还拿出“真金
白银”吸引游客消费。“1 月 21 日至 2 月 28 日期间，
我们将在‘云闪付’‘畅游平潭’App 推出百万文旅
消费券，可用于餐饮、住宿、景区内商户等多个消
费场景。”吴运平说。

“五福一日寿，五福具无疆”“愿侯辑百福，长与
民为霖”……夜幕下，在平潭金井湾市民广场，350
条 LED 诗歌灯饰闪耀枝头，将整座广场装点得如
梦如幻，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打卡。“这样的布置让人
赏心悦目，喜庆极了。”穿梭在光影之中，一步一诗，
来自南平建瓯的叶富兴忍不住掏出手机拍照留念。

新春至，乐融融。眼下，漫步平潭城乡，各处景
区、公园、街道纷纷“披”上红装，各式彩灯随风摇
曳，处处弥漫着浓浓年味。

岚岛有福年味浓
□张哲昊 发自平潭海坛

连日来，位于南靖县书洋镇奎坑村的 40 亩水仙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村民、
游客前来观赏。据悉，随着该县校地合作的水仙花培育项目基地落户奎坑村，每年
春节前，绽放的水仙花与土楼交相辉映，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李小琴 余祥龙 摄

修缮一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商铺林立，
人流如织。 朱崇飞 摄

在漳州火车站，张保宽一家接受记者采访。 郑超 摄

在 位 于 平 潭 主 岛 西 北 部 的 海 域
上，有座叫“屿头”的离岛，坐落着 10 个
建制村。岛上 6000 多常住人口里，多数
是中老年人，他们守着老观念，习惯了

“小病拖、大病磨”。
由于没有桥梁与大陆相连，居民

外出全靠轮渡。这意味着，一旦出现重
症，患者得先乘船、后乘车，前后辗转 1
个多小时才能到位于城关的三甲医院
就诊。

岁末年初，疫情和寒潮“双向”施
压。让岛上居民“保健康、防重症”，守
岛的医务人员任务险重。

这一趟守岛，已有近
一个月没返家

上午 8 时许，屿头乡卫生院。戴好
N95 口罩、护目镜等装备，门
诊 内 科 医 生 林 香 妹 开 诊 。此
时，门外已有患者排队等候。

“95 后”林香妹是土生土
长的平潭人，在卫生院工作近
5 年了。平时每周一搭乘渡轮
上岛、周五下班后返回主岛。

去 年 12 月 下 旬 开 始 ，新
冠病毒在岛上迅速蔓延，卫生
院每日接诊的发热病人数激
增 。“ 最 多 的 一 天 接 诊 近 50
人 ，是 平 时 的 两 倍 。”林 香 妹
说，从那时候起，家住主岛的
她就再没回去过。

9 时 50 分，家住附近的陈
吓珠敲开了门诊室的门，她说
自己心跳很快，“人乏得很”，
想做个心电图。“来，先测测血
氧吧，之前‘阳’过不？”林香妹
仔细打量眼前这位神情焦虑、
身 形 瘦 弱 的 病 患 ，直 觉 告 诉
她，这是个“阳康”病人。

果不其然，陈吓珠一个星
期前刚刚“阳康”，目前正处在
新冠恢复期，却仍时常感到疲
倦、没有食欲。

“体温、血氧正常，心电图
无异常，可大姐你看着也太瘦
弱了，要注意补充营养！”拿着
陈吓珠的检测报告，林香妹仔
细核对，又询问了饮食状况。
确认无误后，开了芪参益气丸
等药品。

陈吓珠轻轻点了点头，嗯
了一声。“‘阳康’了也要好好
休息！”林香妹不放心，用方言
又叮嘱了两遍，“千万别下地
劳 动 ，万 一 后 遗 症 加 重 或 是

‘复阳’可就麻烦了！”
在 屿 头 岛 ，医 生 面 对 的“ 敌 人 ”，

除了新冠病毒，还有居民淡薄的健康
意识。“即使出现发烧、咳嗽等感染症
状 ，不 少 人 也 会 硬 扛 着 ，常 常 小 病 拖
成 大 病 。所 以 ，必 须 多 问 多 叮 嘱 。”林
香妹说。

“医生，我这两天常胸闷，不会是
‘阳’了吧？”“放宽心，你的各项指标都
正 常 ，应 该 只 是 一 般 感 冒 。这 几 天 降
温，要做好防护措施，我给你开点益气
活血的药。”……对待病患，林香妹不
厌其烦地耐心解释，有时还得临时当
起“心理医生”，“许多村民缺乏对新冠
病毒的基本认识，照顾他们的情绪，也
是离岛医生的职责所在。”

接诊、问诊、检查、开药……短短
一个小时，患者接二连三前来看诊，林
香妹顾不上喝一口水，一连看了七八
个人。

包括林香妹在内，屿头乡卫生院
里常驻 4 名医生、6 名护士。在过去的
一个月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接二连
三 地“阳 ”了 ，有 的 人 甚 至 高 烧 不 退 。

“ 我 的 症 状 算 轻 的 ，就 咬 咬 牙 坚 持 上
班，帮同事多扛一份压力。”林香妹说。

“一有需求，我会立刻
回来。”

时针指向 11 时，门诊部终于安静
了下来。林香妹刚想喘口气，院长杨际
英走了进来：“香妹，屿南村的陈老伯
咳嗽又加重了，待会儿你走一趟。”

林香妹马上整理好随访包，抓上
厚厚的羽绒服，急急忙忙搭上三轮车
往目的地赶去。

正值寒冬，岛上冷风呼啸。林香妹
轻车熟路地穿过一条水泥村道，来到
陈老伯家。

今 年 72 岁 的 陈 老 伯 此 刻 正 躺 在
床 上 ，脸 上 戴 着 吸 氧 面 罩 ，虚 弱 得 抬
不 起 眼 皮 。原 来 ，陈 老 伯 患 有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气 肿 等 基 础 病 ，前 两 周 ，他 出

现 了 低 烧 症 状 ，康 复 后 却 久
咳不愈。

林香妹忙碌起来，一边检
查陈老伯的诊疗记录，一边斟
酌用药，并在手机里记下了诊
疗过程。“暂时还按老方子，配
点止咳平喘多索茶碱静滴，再
增 加 雾 化 吸 入 。如 果 未 见 好
转，我建议还是转到福州或者
本岛的大医院治疗。”她对家
属叮咛道。

提前转诊，是平潭应对此
轮新冠病毒感染的重要措施。
以屿头岛为例，岛上 65 岁以
上 重 点 人 群 共 1946 人 ，经 过
入户摸底，其中近五成被确诊
感染。

针对这一现状，当地卫生
院依托 4 支家庭医生团队，建
立起重点人群健康台账，并实
施“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
医 疗 联 动 机 制 ，为 患 者 提 供
24 小时医疗救助服务。

离岛医院医疗条件相对
较差，若出现病患急需转运该
怎么办？

“在入户随诊的过程中，
一旦遇到年纪大、病情重的患
者，我们会与家属反复沟通提
前转诊。有的家属生怕转诊有
风险，我们则会尽力解释，若
及早转诊，相信能帮助病人度
过危险期。”林香妹说。

最近唯一一位从屿头乡
卫生院转诊至上级医院的新
冠感染患者，是 82 岁的林奴
宋妹。“去年 12 月 28 日上午，
老 人 家 来 看 诊 时 ，面 色 已 十
分 苍 白 。检 查 发 现 老 人 各 项

健康指数远低于临界值，情况危急。”
林香妹回忆说，因缺乏动脉血气分析
仪 等 设 备 ，无 法 进 行 进 一 步 诊 疗 。经
家属同意，卫生院领导立刻联系福建
医 科 大 学 附 属 协 和 医 院 平 潭 分 院 进
行转诊。

“ 时 间 紧 迫 ，在 等 待 轮 渡 前 往 主
岛 期 间 ，值 班 医 生 先 给 病 人 进 行 吸
氧 治 疗 。”林 香 妹 说 ，主 岛 上 ，负 责 转
运 的 三 轮 车 提 前 等 在 渡 口 ，无 缝 对
接 转 诊 到 协 和 医 院 平 潭 分 院 。经 过
诊 治 ，老 人 症 状 明 显 好 转 ，目 前 已 出
院回家。

“ 前 不 久 ，针 对 离 岛 群 众 就 医 保
障，政府优化制定了应急方案，一旦发
现重症病人，可优先安排主岛医院接
诊，并安排船舶、车辆及时接送。”林香
妹说。

连日来，卫生院就诊人数基本回
落至每日 10 多人。林香妹终于可以回
家过年了，不过她不打算休满春节假。

“一有需求，我会立刻回来。”

离
岛
上
的
重
症
﹃
排
雷
兵
﹄

□
张
哲
昊

储
白
珊

守住重症防线

本报讯（记者 林侃） 据省统计局
20 日发布的 2022 年福建省地区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结果，2022 年全省生产总
值 53109.8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 4.7%，这是我省 GDP 首度突
破 5万亿元关口。

数据显示，2022 年，我省第一产业
增加值为 3076.20亿元，增长 3.7%；第二
产 业 增 加 值 为 25078.20 亿 元 ，增 长
5.4%；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4955.45亿元，

增长4.0%。
另据省统计局发布，按照我国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统 一 核 算 和 数 据 发 布 制
度规定，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包括初步
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2021 年我
省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初 步 核 算 结 果 为
48810.36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8.0% 。经
最终核实，2021 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
现价总量为 49566.0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8.3%。

2022年全省生产总值53109.85亿元
我省GDP首度突破5万亿元关口，比上年增长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