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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二月廿五

本报讯（记者 李妙珠） 近日，记者从漳州市风景园林中心获
悉，第二届“口袋公园”建设竞赛启动，竞赛地点为芗城区、龙文区、
龙海区、长泰区、漳州高新区、台商投资区、漳州开发区 7 地，建设周
期即日起至 6月 30日。

据悉，本次竞赛将结合今年漳州市植树节活动，以“推进城市公
园绿地开放共享，创造高品质生活”和“海绵科普进校园”为主题，参
赛单位建设的公园风格、布局形式、景物配置需结合场地现状条件、
历史文化和城市特色元素，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和措施。同时，乔
木、灌木、花草应配置得当，突出花化彩化及乡土植物，体现以人为
本、便民亲民理念等。

漳州第二届“口袋公园”建设
竞赛启动
建设周期至6月30日

本报讯（记者 于莉） 近日，漳州市为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 832 家企业颁发漳州市 2020-2021 年度“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牌匾及证书。

据了解，“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活动是市场监管部门规范企
业合同行为、引导企业诚信履约、推进企业诚信建设的行政指导活
动。依据经营主体自愿申请，监管部门联合审查把关，根据经营主体
违法信息记录、信用信息记录，每两年一次向社会公示经营主体守
法经营、诚实守信情况。

832家企业成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本报讯（记者 苏益纯） 日前，国家卫健委、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印发《关于表彰 2020-2021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者的决定》，漳州获评无偿献血先进城
市。据了解，漳州市已 7次荣获该荣誉称号。

此外，漳州还有一批单位和个人上榜。其中，闽南师范大学获
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漳浦县湖西畲族乡后溪村卫生所村医陈
伟琳获无偿献血促进奖个人奖，国家税务总局平和县税务局获全
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全市还有 5 人荣获无偿捐献造血干细
胞奖，2258 人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34 人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奖。

漳州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已7次荣获该荣誉称号

近日，《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设立“漳州企业家日”的决定》表
决通过，自今年起，设立“漳州企业家日”，
时间定在每年11月1日。

树高千尺，根在沃土。一直以来，城市
与企业互相成就。漳州确定“企业家日”，
便是为了制定稳定的沟通界面，建立情感
认同，构建政府与企业的“我们”叙事模
式，以便双方敞开心扉。

“企业家日”的设立，也是众多民营企
业家的期盼，他们希望每年能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围绕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等
主题，举办企业家座谈会、行业领军企业
负责人讲座、企业家精神论坛等系列活
动，建立企业家与市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对话交流机制。
企业做大做强，就是漳州做大做强。

在漳州，企业有问题随时可以放心找政
府。“企业家日”以积极的信号，把信心
传递给在漳州发展的企业和看好漳州的
企业。

这几年，各地都在打造服务型政府和
亲清政商关系。怎么能做到有所作为，且
政商关系亲又清呢？设立“企业家日”，便
是漳州的一个做法。

此外，当地对企业还有一个承诺，叫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
到”的“妈妈式”服务，并创新一个工作法，
叫“七比一看”（比征地拆迁与耕地保护、
比项目招商、比工业攻坚、比项目攻坚、比

争取资金、比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比新
增“四上”企业，看高质量发展成效）。这是
2021年中旬起，漳州市委市政府给到各相
关单位的一个工作目标。围绕“9+5”千百
亿产业集群，漳州逐年对“七比一看”的考
评规则、指标设置、分数权重、责任单位等
方面进行优化调整。各县区的考核结果，
作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七比一看”，相当于把政府工作给
OKR化（目标与关键成果法）。总目标 O是优
化营商环境，关键结果就是 KR。具体怎么
实现？即把目标分拆到项目招商、工业攻
坚、争取资金、新增“四上”企业等不同的
条线上。

目标一定，各相关单位的创意就出

来了 。如 ：漳州市工信局的创意是开辟
“漳州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数字化
平台 ，集中解决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 ，
如人才用工、土地资金、基础配套等；诏
安 县 的 创 意 是 在 全 市 首 推“ 一 周 一 夜
谈 ”，县 领 导 齐 心 协 力 为 企 业 帮 忙 ，把

“政府配餐”改为“企业点菜”；漳浦县的
创意是成立项目代办服务中心，为项目
落地、建设、投产提供全程、无偿、专业
的代办服务。

据 统 计 ，2022 年 ，漳 州 新 增“ 四 上 ”
企业 1497 家，比 2021 年增加 698 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 700 家；制定
出 台 助 企 纾 困“30 条 ”等 系 列 扶 持 政
策 ，减 、免 、退 、缓 税 收 132.98 亿 元 ，新
注 册 市 场 主 体 同 比 增 长 17.4%，总 量 超
74 万户。

相信企业家日的设立，能唤起全社会
对企业家的尊重、关心、支持，营造亲商、
安商、扶商和崇尚创业、鼓励创造、尊重创
新的氛围。如此，企业家就更能放手打拼、
放胆去闯、放情逐梦。

为设立企业家日点赞
□漳州观察记者 苏益纯

本报讯（记者 苏益纯） 近日，漳州市残联、市教育局、市财政
局联合印发《漳州市扶残助学工程实施方案》。

该方案将实施“残疾儿童少年免费教育制度”“残疾儿童少年学
杂费减补制度”和“非义务教育阶段残疾人家庭助学金制度”三大助
学工程，设立生均公用经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补助、教科书补助和非
义务教育阶段助学金等 4个助学项目。

其中，对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前至高中阶
段）的，给予学校每生每年 9500 元生均公用经费补助；对特殊教育
学校（班）寄宿生给予每生每年 3000 元、寄午生给予每生每年 1500
元生活费补助；在教科书方面，按每生每年 120 元提供免费教科书
资金，接受高等院校本、专科全日制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受助对象，
每人每年补助 2000 元。

扶残助学工程实施方案出台

本报讯（吴静芳） 笔者从漳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作为为民办
实事项目之一，2023 年漳州市计划培训高素质农民 13500 人次。目
前，漳州市已启动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各县（区）均已印发培训工
作实施方案并同步开展培训对象调查摸底工作。

据悉，高素质农民培训对象为年满 16 周岁以上，正在从事或有
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务农农民和返乡入乡创新创业
者。去年，漳州市创新培育模式，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共培训
高素质农民 17027人次，超额完成全年 13500人次任务。今年，漳州将
重点培训脱贫地区创业致富带头人和返乡入乡人员。

下一步，漳州将针对不同培训需求，按照经营管理型、专业生产
型、技能服务型等不同类型，遴选有意愿、有需求的农民参训，持续
探索创新培训方式，通过集中培训、实训实习、参观考察和生产实践
等相结合的模式，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市提供人才保障。

今年计划培训
高素质农民13500人次

状 元 迎 亲 、
木偶快闪、古城过大
年……2023 年春节，漳
州古城在社交媒体上狠
狠刷了一波存在感，仅
春节 7 天，古城的人流
量就达到 52.3 万人次，
大年初三当天，人流量
超过 13万人次。在经历
了 9 年 的 保 护 开 发 之
后，古城的魅力得以更
加完整地展现。

3月 1日，文化和旅
游部官网公布第二批国
家 级 旅 游 休 闲 街 区 名
单，漳州古城旅游休闲
街区上榜。

当 沉 淀 着 历 史 文
脉、内涵的古城与当代
经济社会生活相融合，
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
花？近日，记者走进漳州
古城，感受古城的点滴
变化，探索历史文化街
区的活化利用模式。

本报讯（陈艳翠） 近日，在“海上漳州”项目推介暨海洋渔业项
目签约仪式上，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与省水产研究所签订了共建闽
南渔业种质资源库项目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漳州市启动渔业种
质资源库建设。

该资源库选址位于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福建省海水
鱼类苗种繁育科研中试基地，双方将共同建立闽南渔业种质资源
库，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科学技术、政策扶持、平台等优势，共同开
展闽南地区水产种质资源和水生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管理与合理开
发利用，为推进漳州水产种业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漳州市不断通过加强渔业资源养护进行“保种于海”，
使原种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和亲本补充得到一定保障。目前，漳
州已有 50 多个本地经济物种得到开发利用，还加强了原种“杂交鱼”
培育试验，云龙斑、杉虎斑等石斑鱼杂交新品种年育苗量 1000 万尾
以上。水产苗种场数量及牡蛎、蛤类、鲍鱼、石斑鱼、对虾、加州鲈等
品种苗种产量位居全国、全省前列。

漳州启动闽南渔业种质资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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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多、文化古迹多，
古城项目的保护开发工作早在 2014年就正式
启动，但有别于其他区域的改造建设，作为漳
州的文化名片，古城的开发需要慎之又慎。

“古城内有传统的商业业态、古建筑、居
民，这在国内是比较少的，应当更好地保存
下来。”在 2013 年完成的《漳州古城保护与有
机更新规划设计》中，来自浙江省古建筑设
计研究院的专家，经过对古城的走访考察，
提出“有机更新”的设计理念，让古城得以保
留原有的烟火气。

经过 9 年的保护开发，如今的古城中仍
有原住民 1.7 万余名，他们在这里生活休闲，

也成为古城的一道风景。
虽然留住了烟火气，但毕竟要在古城

里开展旅游等商业活动，如何在居民、商
铺经营者与游客三者之间找到平衡？

“古城老人多、游客多、商铺多，这也给我
们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带来更高的要求。”西桥
街道延安社区党支部书记黄雅玲告诉记者。

延安社区的服务范围位于古城核心区
内 ，延 安 南 路 是 古 城 的 商 业 中 心 ，也 是 客
流 的 主 要 聚 集 地 。同 时 ，60 岁 以 上 老 人 占
社 区 人 口 的 九 成 ，商 业 活 动 活 跃 的 同 时 ，
如 何 让 这 里 的 居 民 住 得 舒 心 、住 得 安 心 ，
是一大课题。

“为了应对社区的特殊情况，我们联合
社区党员、居民、物业等多方力量，组建起多
元调解、志愿讲解、商铺管家三支先锋队伍，
应对社区内的大事小情。例如，在商铺入驻
时，就要划定准入规则，不能影响居民的生
产生活，规范生产经营模式。”黄雅玲说，作
为漳州对外的一张形象名片，在活化开发
下，更要关注居民的生活需求，做好优质服
务，让古城更有人情味。

古 城 热 度 的 提 升 ，也 给 这 里 的 居 民 带
来实惠。居住在延安南路的居民蔡先生表
示，通过向游客售卖当地小吃，他实实在在
增收了。

活化 古里看今

古城的关注度从何而来？
源于在保护开发的过程中，原真性地保

护古城，探索当地居民生活方式、文化风俗
的活态传承，保留、放大自身文化生态特色。

坐 落 于 古 城 魁 星 阁 旁 的 漳 州 木 偶 艺
术 表 演 馆 和 展 示 馆 ，每 到 周 末 演 出 的 时
候 常 常 座 无 虚 席 ，观 众 甚 至 站 在 门 外 观
看 整 场 演 出 。

“木偶表演这项技艺生于古城、成长于
古城，如今也通过古城破圈。”漳州市布袋木
偶传承保护中心副主任岳思毅告诉记者，改
造后的古城，让木偶表演有了一个更加契合
的场所，也拓宽了受众群体。接下来，剧团将
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下时代背景的演出剧目。

除了漳州木偶艺术表演馆，古城内还开
设漳州古城记忆馆、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
许通海微雕艺术馆等“九馆二所五中心”。这
些扎根于古城的文化展馆，为游客带来了更
多的深度体验，也为古城带来了人气。

“有了多元的文化内涵，也为古城的文
旅融合做好了铺垫。”漳州市文旅康养集团
品牌建设运营中心副主任许晓丽说，近两
年，古城策划开展了木偶嘉年华、木偶快闪、
魁星点斗大巡游、“古城有嘻哈”等系列活
动，做到“周周有热度，月月都精彩”，逐步形
成集夜游、夜演、夜宴、夜购、夜娱于一体的
夜间消费目的地，聚引人气、烟火气。春节期
间，古城全网总曝光量超百万。

近段时间，“永不落幕的美食节”在古城
延安南路开幕，将漳州美食节的人气引流至
古城，激发更多消费潜力。

引流 融合扩圈

“一轴四板块七大街区的规划布
局，让古城的功能区划进一步优化。”
许晓丽告诉记者。目前，古城核心保
护区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总面积
21.11 公顷的区域内，根据“闽南腔、民
国风、古早味”基调，划定了历史人文
体验区、民厝民俗体验区、非遗演艺
体验区、温泉休闲体验区四大板块，
丰富古城的游览体验。

引来客流之后，便是如何转化为
经 济 效 益 。各 地 的 古 城 开 发 如 火 如
荼，有的难免陷入千城一面的怪圈，
这源于商业业态的单一与重复。为了
避免此类问题，古城在商业招商的前
期就下了一番功夫。

“ 古 城 招 商 ，应 契 合 古 城 的 画
风。”许晓丽说，作为活化石，古城本
身有着丰富的商业资源可以挖掘。

“用味蕾感受古城。”在线上平台
搜索，游客对于古城的印象，总离不
开品种多样的漳州小吃，这也正是漳
州古城的独特之处。

每到夜晚，位于古城北入口的延
安 南 路 小 吃 街 总 是 热 闹 非 凡 ，五 香
面、沙茶面、面煎粿……这些承载着
漳州人本土记忆的小吃，通过古城这
个平台呈现在游客的面前，让他们对
于古城的记忆多了一份可口。

而在修文西路，“非遗一条街”的
招牌也吸引不少游人驻足，漳绣、剪
纸、海柳雕等非遗产品丰富多样。目
前，古城内共有 60 余家非遗、老手艺
特色文化业态，在为古城增添更多文
化内涵的同时，古城也为这些非遗的
传承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展示窗口，为
本土非遗的推广传承助力。

一边是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一边
则是要与实力品牌牵手。接下来，古城还
将引进实力品牌，提升古城的营商品质。

孵化
锦上添花

花
样
花
样

在街头表演的在街头表演的““木木
偶快闪偶快闪””活动活动

延安南路小吃街是古城人气“C位”。

古城夜景 郑文典 摄

被现代化高楼包围的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