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戴敏） 近日，记者
从龙岩市统计局获悉，龙岩市着力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向好。经初步核算，2022 年全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3314.47亿元，比上年
增长 5.0%，增速位居全省第三位。

具体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11.27亿元，同比增长 3.5%；第二产业
增加值 1420.04 亿元，同比增长 5.7%；
第三产业增加值 1583.16亿元，同比增
长 4.7%。同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工业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
公共预算总收入、金融机构本外币贷
款余额等指标增速居全省第 3位。

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产
业，落点在项目，出路在招商，说到底
还是要靠“自身骨头长肉”。

2022 年 ，龙 岩 第 二 产 业 增 速 较
高，这源于龙岩继续坚持把发展经济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大
抓招商、大抓产业、大抓项目，不断培
育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去
年，龙岩工业三项重要经济指标首次
全部位居全省前三：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居全省第 3
位，排名创历史新高；工业固投同比增
长 27.8%，居全省第 3 位；技改投资同
比增长 27.4%，居全省第 2位。

在发展“5+N”产业基础上，龙岩
加快构建有色金属、机械装备两大主
导产业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
息、节能环保等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组成的“2+4”现代产业体系。全市有
色 金 属 、机 械 装 备 产 业 产 值 分 别 达
1400 亿元、890 亿元，新材料产业产值

突破 500 亿元、增长 20.5%；新上百亿
企业 1 家，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45 家、
为近十年最多。

2022 年，龙岩深入开展大招商招
好商行动，出台《龙岩市大招商招好商
行动方案》等“1+6”文件，全年龙岩新
签约项目 549个、总投资 1444亿元。与
此同时，1106 个重点项目、160 个重大
攻坚项目、十大重点工程均提前超额
完成年度任务。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龙岩以打造闽粤赣边区域先进
制 造 业 中 心 为 目 标 ，加 快 构 建 具 有
区域竞争力的“2+4”工业体系，推动
主 导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倍增发展。有色金属产业推动铜、
稀 贵 金 属 等 产 业 链 延 伸 发 展 ，重 点
抓 好 紫 金 高 性 能 铜 合 金 、高 性 能 电
子 铜 箔 等 项 目 ，力 争 全 年 产 值 突 破
1500 亿元。机械装备产业推动汽车、
工 程 机 械 和 应 急 、环 保 装 备 等 产 业
向 价 值 链 高 端 延 伸 ，重 点 抓 好 新 龙
马新能源乘用车、福建龙钢等项目，
力争全年产值突破 1000 亿元。

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新材
料产业突出抓好常青三元前驱体二
期、龙德新材料等项目，力争全年产值
达 650 亿元。新能源产业重点推进龙
净储能电芯、量道锂电池储能系统等
项目建设，力争全年产值达 150 亿元。
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发展新型显示产业
链，推进中触全自动数字智能显示、天
塑光电 PC 光学材料等项目建设，力
争全年产值达 380 亿元。节能环保产
业重点发展先进环保和高效节能产业
链，推进嘉航稀土永磁专用电机等项
目建设，力争全年产值达 260亿元。

去年龙岩GDP增速全省第三

实体经济带动老区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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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正值青枣上市的旺季，在
诏安县四都镇连片的青枣园里，青色果
实压弯枝条，果农们正忙着采摘青枣。

牛奶青枣是诏安四都的特色农产
品，种植面积达 2000 多亩，是漳州市最
大的台湾青枣种植基地，其果实脆甜饱
满，营养丰富，又逢新春佳节，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成了水果市场的“新宠”。

盐仓靠海不吃海

诏安位于福建最南部，与广东接
壤，素有“福建南大门”之誉。诏安有山
也有海，气候宜人。《诏安县志》记载：

“诏安境内自然条件适合果树生产，有
青枣……”

其中四都镇盐仓村是青枣的主要
产区，由诏安县方志办编撰的《诏安特
产志》记载：四都盐仓村是诏安县青枣
的主要种植区。在鲜果上市时，最高一
日收购量可达 50吨。

盐仓村位于四都镇东部，是一个靠
海的小山村。

“ 盐 仓 村 是 靠 海 村 ，但 靠 海 不 吃
海，村里有 1000 多亩土地，以前也曾种
植多种水果蔬菜，如双华李、芦笋、香
蕉等，但都不大成功，效益不高。”盐仓
村党支部书记翁文斌说，连续几任的
村两委和村民都在探索，到底要发展
何种产业。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诏安县的几个
山区乡镇就有人尝试引种台湾青枣，果
树虽然能成活，但结出的青枣个头小又
不甜。2000 年，村里引进数百株“牛奶青
枣”苗试种，第二年就获得丰收并卖出好
价格。

观望的村民心动了，他们跟着种
植。2007 年 10 月，盐仓村被漳州市评为
青枣专业村。

农民“枣”到致富路

“争取今天内把这片都采摘完！”在
盐仓村的青枣果园里，翁文津夫妇正抓
紧采摘、挑果，用摩托车运至村里的收
购站。

今年 40 多岁的翁文津是土生土长
的盐仓人，年轻时种过芦笋、蔬菜、香蕉
等，但收入一般。10多年前，在村两委的
鼓励下，先试种 2亩青枣，没想到当年就
收入几万元。尝到甜头的翁文津又种了
10多亩，专门从事青枣种植。

“这片青枣果园有 15亩，共种植 300
多棵，本季共采摘 12 万斤左右，预计可
收入 60 多万元。”翁文津一边在装运着
青枣，一边开心地算起今年的收入。

翁文斌说，全村现有家庭农场 12
家，收购经营户 22 家，全村 95%以上的

村民都种植青枣。去年亩产 11000斤，每
斤约 6 元，产值 7000 多万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约 3万元。

“盐仓村靠海，土地属盐碱地，且当
地水质、湿度均适合种植青枣，长出来的
果子又大又脆又甜，不愁销路，农民种植
的积极性很高，全村青枣的种植面积已

达 1100多亩，目前四都镇形成了以盐仓
为中心的青枣种植基地，共 2000多亩。”
诏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沈和通说。

新农技提质增效

盐仓人的致富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而是充满曲折。

过去，不少果农认为，只要多施化
肥，青枣的产量就能提高，就有效益。然
而，盲目施用化肥，既增加种植成本，又
降低青枣品质，同时还影响生态环境。

“一定要用有机肥！”沈和通说，什
么样的化肥都比不上有机肥，于是村里
大力推广有机肥的使用，而且想要增产
增收，还应在农业技术上多下功夫，比
如“夜间补光”和“以螨治螨”两项新技
术的使用。

光是植物必不可少的生长条件，不
同的光照条件直接影响到植物的生长。

“夜间补光”就是在青枣果园安装照明
灯，每亩安装 25 盏青枣专用节能补光
灯，在夜间对果树进行照明，促进光合
作用，调节青枣生长周期，使花期提前，
坐果率提高。

青枣的主要害虫是“青枣叶螨”，俗
称红蜘蛛，以吸食青枣叶片汁液为生，
会使果皮变硬变粗，颜色变暗，水果不
但品质下降，而且产量降低，以往果农
都是喷洒化学农药来防治。

2010 年，诏安县农业局农技人员到
盐仓村推广“以螨治螨”生物防治技术，
将一个个装着有益螨虫的盒子粘贴或
挂在果树上，有益螨虫就会将红蜘蛛、
粉螨等有害螨虫消灭掉。

“以螨治螨”的生物防控技术，使青
枣增产增收。数据表明，盐仓村的青枣
亩产量从 2001 年的 3000 公斤增加至现
在的 5000多公斤。

“枣”来好产业 农民“枣”致富
□萧镇平 翁汉超

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探寻地方志之七十

本报讯 （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陈昆鹏 王书航） 春节后刚复工，惠
安县就有 4 家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到
税 费 优 惠 政 策 ，共 计 减 免 企 业 所 得
税 93.5 万元。

“去年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发证
时间是 12月 14日，由于没有及时取得
证书，因此在预缴 2022 年第四季度企
业所得税时，没有享受到高新技术企
业优惠政策。这次政策送上门，为我们
开年节省了一大笔预算。”万华新材料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曾范生说。

为 助 力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发 展“ 提

速 ”，增 强 企 业 创 新 内 生 动 力 ，落 实
优 惠 政 策“ 直 达 快 享 ”，惠 安 县 税 务
局第一时间获取 2022 年新认定高新
技 术 企 业 证 书 名 单 ，精 准 分 析 筛 选
出 4 家未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
策的企业。

日前，惠安税务部门组织人员深
入企业现场辅导企业更正申报，从政
策享受到退税手续办理，实行“一条
龙”辅导。惠安县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定期开展专题培训，
大力支持区域内企业创新，持续释放
政策红利。

惠安：高新企业开工即获税费优惠

本报讯 （通讯员 邹善水 陈祥
燕 吴志祥 文/图） 9 日，连城县林坊
镇鲜切花种植大棚里，花农正忙着采
摘非洲菊（如图）准备销往上海、广州
等鲜花市场。

林 坊 镇 是 连 城 县 主 要 鲜 切 花
种 植 基 地 ，全 镇 种 植 鲜 切 花 面 积
1000 余 亩 ，非 洲 菊 、白 菊 、多 头 菊 、

玫 瑰 等 品 种 鲜 切 花 热 销 上 海 、广
州 等 地 ，年 产 值 2000 多 万 元 。该 镇
充 分 发 挥 品 牌 优 势 ，通 过 政 府 引
导 、合 作 社 承 办 、摘 帽 贫 困 户 参
与 ，实 施“ 党 建 联 盟 ”“ 花 棚 连 片 ”

“ 鲜 花 联 销 ”模 式 ，参 与 鲜 切 花 产
业 的 每 个 劳 动 力 每 月 可 获 3000 元
以 上 收 益 。

连城鲜切花热销沪穗

本报讯 （陈盛钟 郭晓华 何海
峰） 9 日，印花税“闽捷办”（三方互
联版）项目启动仪式在莆田举行。福
建海峡银行莆田分行成为全省首家
通过印花税“闽捷办”（三方互联版）
开 票 成 功 的 银 行 ，这 也 标 志 着 我 省
自 然 人 印 花 税 代 征 直 缴 模 式 从“ 税
银直联”进入“税、银、联三方互联互
通”新阶段。

当天，从事水产批发生意的个体
经营者陈建明在福建海峡银行莆田分
行，仅用了不到 1 分钟时间，便通过福
建税务 APP 成功自助开出全省首张

“闽捷办”（三方互联版）印花税电子完
税凭证。“项目推出之后，办税确实方
便多了。”陈建明说，之前缴纳印花税
要在银行和税务部门之间来回跑，经
常还要排队。现在在手机上操作就能
取得电子凭证，税款自动计算，优惠直
接减免，非常便捷。

据了解，在原有税收征管模式下，
借款合同印花税缴税渠道单一、征纳
手续较为烦琐，减税降费政策难以精
准落实。2021 年初，莆田市税务局通
过收集纳税人涉税诉求，提出项目研
发设想，试点开发扫码缴税流程。此后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不断优化
数据互联方式，历经税银互联、三方互
联互通等多次升级完善。

此 次 启 动 的 印 花 税“ 闽 捷 办 ”
（三 方 互 联 版）项 目 ，充 分 发 挥 中 国
银 联 在 银 行 业 的 联 网 互 通 作 用 ，将
中 国 银 联 作 为 数 据 交 互 枢 纽 ，开 辟
税务与商业银行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的“ 快 车 道 ”。项 目 可 实 现 银 行 代 理
申报、税务智能算税、自然人便利缴
税 全 流 程 自 动 化 ，不 仅 让 数 据 互 联
互 通 更 加 高 效 ，也 使 得 税 款 缴 纳 更
加 便 捷 ，实 现 税 务 、银 行 、纳 税 人 三
方共赢。

印花税“闽捷办”三方互联版启动

▲果农在采摘青枣。 李欣倩 摄

▶果农在分拣青枣。 萧镇平 摄

跨省招工、包机包车接人返岗、
专场招聘密集上线……一边是企业
加速复工满产、用工需求涨，一边是
劳动者外出返岗早、求职应聘忙，随
着春节假期结束，我省劳动力市场呈
现就业“开门红”、供需“两头旺”，释
放经济回暖鲜明信号。

截 至 2 月 6 日 ，全 省 2656 家 样
本 企 业 总 体 返 岗 率 为 93.2％ ，其 中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返 岗 率 为 94.04％ 。
根 据 省 人 社 厅 用 工 监 测 数 据 统 计
和调查，我省稳工招工政策效应初
显，员工返岗与企业复工用工能够
基本保持同步，全省就业局势总体
稳定。

先人一步
跨省招工提前打响

唯有招工“先人一步”，才能开局
“快人一拍”。早在春节前夕，我省就
拉开跨省招工序幕，由人社部门带队
赶赴中西部省份，宣介企业岗位信
息、讲解招工引工政策。

“你们公司主要做什么？月工资
有多少？五险一金有吗？有住的地方
吗？过去路费能给报吗？”1 月 12 日上
午，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时代广
场，人头攒动，不少企业摊位前排起
了长龙。

习 水 县 是 劳 务 输 出 大 县 ，全 县
在福建的务工人员有 1.8 万人左右。
春节前夕，我省各级人社部门组织
本 地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纺 织 类 等 18
家重点制造业企业奔赴习水县召开
专场招聘会，对接劳务协作，提供各
类岗位 4776 个，吸引来自全县 26 个
乡镇的 3500 多名求职者，现场发放
企业宣传材料 4483 份，达成就业意
愿 1189 人次。

“公司待遇不错，包吃包住，五险
一金都有，路费还能报销。”习水县务
工人员丁瑞昌高兴地说，他已经和泉
州百宏集团达成就业意向，过完年就
去上班。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企业生
产恢复向好，2023 年第一季度公司订
单量同比增长 20％左右，需要增加员
工 500 人左右，主要以操作工为主。”
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人力行政
部负责人蔡贵贤说，政府组织的跨省
线下现场招聘会可信度高，效果明
显。

人勤春来早。今年 1月以来，省人
社厅由厅负责人带队，各地人社部门
组织本地重点制造业企业奔赴劳动
力资源丰富的云南、贵州两省召开专
场招聘会，第一时间帮助企业解决用
工需求。

截至目前，我省已在四川、重庆、

云南、甘肃、宁夏、贵州、吉林等地建
立 51 个劳务协作基地，其中市级 21
个、县级 30个。

包机包车
“点对点”接员工返岗

春 节 过 后 ，我 省 各 地 采 用“ 点
对 点 ”包 机 包 车 的 方 式 ，从“ 家 门
口 ”到“ 厂 门 口 ”，助 力 外 地 员 工 返
岗复工，冲刺首季“开门红”。

“热烈欢迎云南兄弟姐妹乘坐免
费包机来福州工作”“八闽春暖 同心
乐业”……1 月 26 日下午，随着两架
飞机降落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来自
云南的 238名返岗务工人员顺利抵达
福州。机场迎接大厅，人社部门工作
人员和各企业代表提前到场守候，并
打出了鲜艳的欢迎横幅，让务工人员
倍感亲切。

“回乡有企业给我们补贴路费，
返岗有政府的包机，来回几乎零成
本，大大减轻我们的经济压力。”来自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上石岩村的茶家荣说，来福
建务工 7年了，工厂包吃包住，提供夫
妻房，还有政府的一次性稳岗补贴，
工作稳定安心。

福州市人社局副局长张是全介

绍，2 月 8 日前，福州市预计安排 9 架
专机、1列专列从云南、贵州、重庆、四
川、宁夏、甘肃等地“点对点”接回务
工人员。根据福州市人社局春节前对
5000 家重点企业跟踪调查数据显示，
预计全市企业春节后用人需求将达
到 9万人左右。

截至 2 月 6 日，省人社厅以及福、
厦、泉、漳、莆等地人社部门组织省内
企业前往中西部云南、贵州、甘肃等 7
省份开展招聘活动，组织“点对点”包
机包列包车 272趟，输送 1.27万人。

双向奔赴
招聘活动火热开展

春 节 过 后 ，各 类 招 聘 活 动 火 热
开展，就业市场迎来用工、求职“两
旺期”。

1 月 31 日，2023 年“好年华聚福
州”春季高校毕业生大型招聘会举
行，459 家优质企事业单位提供岗位
近 2 万 个 。截 至 2 月 6 日 ，求 职 者 线
上线下投递简历累计 4.4 万份，7525
人次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其
中博士 84 人次，硕士 810 人次，本科
4363 人次，大专 2268 人次，全网 577
万人次在线观看重点用人单位直播
带岗。

“我在上海求学 7 年，很期待回
到家乡发展。”在“好年华聚福州”招
聘会现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专业
应 届 硕 士 毕 业 生 杨 菁 云 说 ，“ 这 几
年，福州发展变化越来越大，引才政
策也十分给力，更加坚定了我回家
乡工作的信念。”

一 些 地 方 还 推 出 别 出 心 裁 的
“花式”招聘活动。2 月 3 日晚，漳州
市 新 春 首 场“ 就 业 夜 市 ”招 聘 会 举
办 ，线 上 直 播 吸 引 27.4 万 人 次 观
看，获赞 2.2 万次。参会企业现场接
受 咨 询 2300 多 人 次 ，达 成 意 向 360
余 人 ，收 到 线 上 和 线 下 投 递 简 历
400 余份。

“用夜市‘烟火气’为就业服务
‘聚人气’。”漳州市人社局副局长韩
瑞发介绍，“就业夜市”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时间点比较灵活，大家可以
利用晚上闲暇时间来挑选自己心仪
的 工 作 ；第 二 是 模 式 新 颖 ，氛 围 轻
松，能够缓解找工作的紧张感，让群
众在充满烟火气的夜市中轻松惬意
地找工作。

截至 2 月 6 日，我省各级人社部
门春节期间及节后共举办招聘会 901
场，共有 1.64 万家企业参加，提供岗
位 61.89 万个，发放宣传材料 56.78 万
份，达成就业意向 11.27万人。

稳工招工抢开局 奋力冲刺“开门红”
□本报记者 潘园园 通讯员 余列江

1月 26日，来自云南的返岗务工人员乘坐节后福建首趟免费返岗复工包机抵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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