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踏勘从原来至少 4 次减少为 1
次，所需时间也从十多天减少为一两个
工作日，真让企业省心省事！”说起水电
气讯“联动办”，南平市万和房地产项目
负责人竖起了大拇指。

正值开春忙碌，武夷新区供电服务
中心在了解到万和房地产项目工期急迫
并有联合办理水、气、讯的需求后，积极
与相关单位对接，协调开展联合踏勘并
现场拟定了供电、供水接入工程方案。

日前，南平正式印发《南平市深化推行
水电气讯“联动办”服务新模式实施方案》，
创新推出“一个共享平台、两大服务渠道、
三项便捷模式、四项联合增值”的“1234”十
项服务模式，进一步落实便民惠企政策。

“通过建立协同服务机制，推进水电
气讯相关服务从‘多次分头办’转向‘一
次联动办’。”国网南平供电公司营销部
党支部书记伍晓冬介绍，“联动办”可实
现信息汇聚共享、办理按需推送、办结即
时反馈，已惠及多家企业。

近年来，国网南平供电公司创新探
索“联动办”“跨省办”“一键办”等服务模
式，进一步为客户提供更便捷、更规范的
办电服务。

“太方便了，我要为工作人员点赞！”
浙江省嘉富门业负责人张志强对电力

“跨省通办”连声称赞。
年初，在浦城过元宵节的张志强了

解到电力业务能“跨省通办”，随即前往

国网浦城县供电公司咨询，当天就办理
完成其在浙江新建厂房的 800 千伏安大
工业用电，这让他十分欣喜。

在浙江省龙泉市经营电炒茶叶作坊
的吴怡也感受到“跨省办”的便利。由于
地处省边界，她前往路程更近的南平市
浦城县富岭供电所就解决了办电需求。

“这比原来节约了近半天的路程。”吴
怡说，一系列新服务，让“数据跑”代替“线下
跑”，她真正享受到了“就近办电”的便利。

2021年5月，在国网南平市供电公司
推动下，衢州、南平、上饶、黄山四地供电公
司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浙闽赣皖四省边际
城市电力业务“跨省通办”的通知》，建立即
时响应、联席会议、免费邮寄等机制，实现
17项电力业务“异地办理、一次办成”。

截至目前，南平全区的供电营业厅
均已实现跨省业务的“一站咨询”和“一
窗通办”。

今年以来，国网南平供电公司还聚
焦“数智”赋能，推出低压“一键通”服务
模式，实现“一键下单，现场办结”，有关
业务平均时长压减至2个工作日以内，现
场一次办结率提升至60%以上，创新打造

“零投资、零见面、零纸质”高效服务。
目前，南平全市累计办结低压“一键

通”服务超 3100 项，从营业厅的“线下
办”到用电服务“指尖办”，用户办电体验
持续向好。

（吴建琼 陈书忠 李娟）□专题

“电”亮营商环境
“办”好满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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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哲昊 通讯员
林海艳） 近 日 ，在 平 潭 综 合 实 验 区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福 建 省 鑫 煜 建 设 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滋泉在线上完
成“ 个 转 企 ”注 册 登 记 手 续 后 ，顺 利
领到了“企业身份”。“从个体户升级
成了企业，招揽人才、发展业务也更
有 底 气 ！”拿 着 新 营 业 执 照 ，他 兴 奋
地说。

李滋泉在平潭城关经营服装店已
有数年。如今，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李
滋泉便萌生了扩大规模、涉足建筑市
场的想法。当天，他在实验区行政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登录市场主
体登记申报系统提交“个转企”申请，

不到半个小时，就当场领到了新的营
业执照和政府免费印制的四枚企业印
章。“全程都在网上操作，方便极了！”
谈及办事体验，他如是说。

如此快捷的办事体验，得益于平
潭日前推出的“个转企”一站式全程网
办新模式，此举在全省尚属首创。

据介绍，该模式下，个体户只需
“登录一网、填报一次”，就能同时申办
个体工商户注销、企业开办（包含设立
登记、印章刻制、申领发票/税控设备、
医社保、公积金）等“个转企”全流程业
务，所有申请材料自动生成并嵌入实
名认证电子签（章），真正实现“一纸不
交、一趟不跑”。此外，该模式还推出营

业执照、公章等免费邮寄送达，以及全
流程帮（代）办服务，切实降低经营者
转型成本。

记者了解到，以往，个体户因发展
所需转型为企业，仅办理个体工商户
简易注销一个流程就需要长达 10天的
反馈期，且办理过程中还可能遇到“多
头跑”“来回跑”等问题。

“我们通过整合‘一销一设’的登
记 流 程 等 手 段 ，进 一 步 简 化 清 税 程
序，由‘信用承诺+数据即时互通’的
服务替代‘人工跑办’，大大缩短了办
事 时 间 ，实 现‘ 个 转 企 ’登 记 一 口 办
理、当场办结。”实验区行政审批局企
业设立及行业准入审批处副处长宋

小琴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平潭还进一步简

化许可证审批，持“个转企”证明办理
食品经营等许可证的，且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和经营场所未发生变化的，免
予现场核查，全力扶持小微企业转型
发展、持续发展。

近年来，实验区立足“放管服”改
革主线，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全力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全面提升
办事效率和服务品质，累计推出 47 项
审批制度改革创新举措，其中 20 项为
全国首创，为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激发新的
活力。

平潭在全省率先实现“个转企”全程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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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走进位于周宁县七步镇后
洋村的福建三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组培室内工人们正认真地进行多肉种
苗的培育和筛选。“公司采取育苗、种
植、销售一体化经营，目前，大棚种植
种苗 80 万棵，车间储备种苗 100 多万
棵，已销售 100多万棵种苗。”三杉生物
科技负责人陈寿强说。

科技赋能多肉产业是周宁特色花
卉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为加快乡村
振兴，山城周宁立足当地实际，强化技
术等要素保障，着力发展“一朵花”经
济。如今，宁德花卉产业芳香渐浓，向山
兰园、馨慧兰园艺等 28 家花卉种苗企
业落地，晚香玉、杜鹃等鲜花惊艳绽放，
种植总面积超过 5000 亩，全产业链总
产值近 3亿元，带动近千人通过流转土
地、基地务工、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作为福建省海拔最高的县城，周
宁资源环境独特。“过去，周宁农业更
多受制于山区地理条件局限。如今转
变发展思路后，制约农业效益的高山
正在变成特色农业发展的靠山。”周宁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郑仙绍说。

为做足“高山”“高优”产业文章，
周宁县研究出台《关于印发促进高山
马铃薯、茶叶、冷凉花卉和猕猴桃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等相应
产业扶持措施，深耕“3+N”特色产业，
培育涉农经营主体上千家。

万物吐翠，新茶飘香。在周宁县玛
坑乡首章村茶叶专业合作社，社员们
正抢抓时间调试生产设备、检修线路、
清洁厂区，为春茶生产加工做足准备。

依托良好的生态优势，首章村积极
盘活资源，打造茶产业基地、建设茶叶加
工厂、培育茶叶品牌，切实让茶叶变“金
叶”，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6万元。

按照“3+N”产业布局，周宁因地
制宜打造高山冷凉花卉、高山云雾茶、
高山马铃薯、高山晚熟葡萄等特色产
业，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大力探索发展
立 体 经 济 。同 时 ，加 快 一 产“ 接 二 连
三”，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

纯池镇豪阳村开展晚熟葡萄种植，
从最开始的 50 多亩到家家户户种植，
成为远近闻名的“葡萄村”；礼门乡菊美
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近百亩，轮种玉

米、青椒、花菜等，带动党员群众 100多
户发展蔬菜产业；李墩镇通过“党支
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广种
植高山蜜薯 1500 亩，直接带动农村富
余劳动力3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

截至目前，周宁县拥有茶园 10.7
万亩，茶产业综合产值达 10.2 亿元；高
山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约 3.86 万 亩 ，产 值
2.05 亿元；水果种植面积 1.69 万亩，产
值 1.35亿元。

在此基础上，周宁县依托中华鲟保
种中心、大花蕙兰、金线莲及高山特色
花卉现代生态科技示范园等优质项目，
设立“金种子”保种和孵化培育中心，在
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上攻关突破。同
时，深化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建
成电商产业园，吸引 16 家电商企业入
驻，让各色农特产品加速“下山”。

“这是一根独版的矮树型，品种很
少见……”走进周宁县泗桥乡乡村振兴
服务中心，天蓝蓝花卉企业负责人王永
光和主播相互协作，在抖音直播间热情
推销周宁高山杜鹃。“叮叮”声不时响

起，不一会儿工夫，就有好多客户下单。
“产品触网，从销量到利润各方面

都出现提升，还打响了产品的品牌知
名度。”王永光说，目前，自己已进行上
千场直播，销售额达 1000多万元。

与此同时，周宁推出“周宁有鲤”
区域公共品牌，健全“三品一标+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名特优新”品牌价值体
系，以“生态”标签为周宁优质农产品
赋能增值，助力“山里货”跨出小循环、
涌入大市场。

“通过‘周宁有鲤’公共品牌为农
产品‘背书’，平均溢价可达 20%。”周
宁有鲤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晓敏
说，“周宁有鲤”已开发农特产品及包
装设计 40余款。

2022 年 ，全 县 农 林 牧 渔 总 产 值
17.29 亿元，同比增长 5.92%，增幅居宁
德市第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为农业
农村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进
一步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争取更
多农业产业项目落地见效，让周宁农
业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阔。”郑仙绍说。

把自然禀赋劣势转变为产业发展优势

周宁：念好“山”字经 做活“特”文章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郑文敏

本报讯（记者 杨珊珊 通讯员 曾
妙龄 周仁国） 近日，厦门理工学院与龙
岩市科技局深化厦龙工程技术研究院签
约仪式暨龙岩市 CNC 智能制造深加工
及机床绿色再制造产业创新中心揭牌仪
式在龙岩举行，这标志着厦门理工学院
与龙岩市的校地合作发展进入新阶段。

根据合作协议，今后，厦门理工学院
与龙岩市科技局将在建设创新平台、加
大科技项目攻关、促进成果转化、强化人
才培养、加强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进一
步深化合作，推动高端装备制造、硬质合
金材料、切削工具、绿色装备再制造等领
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助力龙岩打

好特色产业牌。厦门理工学院与福建省
龙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将共同推进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助力产业转
型升级。新成立的龙岩市 CNC 智能制
造深加工及机床绿色再制造产业创新中
心以厦龙工程技术研究院为载体，联合
龙岩市 CNC（数控机床）智能制造龙头
企业建设，将为龙岩智能制造及绿色深
加工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现场，厦门理工学院科研处、厦门理
工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厦龙工程技
术研究院负责人分别与龙业智能设备有
限公司负责人签署产学研合作基地协议、
实习基地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协议。

厦门理工学院与龙岩
共建绿色再制造产业创新中心

本报讯（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谢
鸣山 蔡晶寅） 拍摄封签、辐射探测、夹
杂物检查……日前，在莆田港秀屿港区
莆头港口一线，100 个载有 2700 多吨进
口铁矿砂的集装箱顺利运抵，莆田海关
关员仅用时半天，即完成查验手续并放
行。据悉，这是莆田港首票通过集装箱形
式进口的铁矿砂。

据了解，这一批铁矿砂原产于墨西哥。

长期以来，合作双方在原木贸易方面有着
业务往来，今年计划进一步拓展市场和业
务链，于是借助莆田港口的比较优势，首次
尝试利用集装箱进口铁矿砂。针对首票集
装箱进口铁矿砂业务，莆田海关事先与港
口、货主、代理做好前期沟通衔接，量身定
制查验工作方案，掌握货物到港、货物堆
放、港口查验场所设备配备等情况，缩短查
检准备和作业时间，提高查验效率。

莆田港首票集装箱进口铁矿砂
快速通关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为更好发
挥金融助企作用，省人社厅日前下发《关
于做好金融助企稳岗扩岗有关事项的通
知》，省人社厅会同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设立稳岗扩岗专项贷款，重点面向实体
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

稳岗扩岗专项贷款重点支持吸纳就
业人数多、稳岗效果好且用工规范的小
微企业。包括但不限于经各地人社部门
认定的稳岗扩岗优质企业，就业弹性大
且民生关联度高的养老、托育、家政、餐
饮、外卖配送等行业企业，“用工难、用工
贵”问题突出的稳产保供企业，吸纳高校
毕业生、返乡入乡人员、退役军人、登记
失业人员、城乡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较
多的企业。

通知明确，申请稳岗扩岗专项贷款

的小微企业原则上应符合以下标准：企
业成立 1 年以上；用工人数不少于 10 人

（以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准）；
年度用工人数未减少且申请贷款时用工
人数不低于上年末水平；按时足额支付
职工工资、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等；企业
法人、实际控制人征信良好，在银行无不
良授信。

中国银行开通稳岗扩岗专项贷款便
捷审批通道，为稳岗扩岗专项贷款企业
提 供 人 民 币 贷 款 ，单 户 授 信 额 度 最 高
3000万元，给予原则上不超过 4%的优惠
贷款利率。对持续增加用工、稳岗扩岗突
出的企业，各地人社部门可与当地中国
银行各分支机构协商加大利率优惠力
度，提供信用授信、提高授信额度和无还
本续贷等差异化支持。

我省金融部门设立稳岗扩岗专项贷款
单户授信额度最高3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珂） 日前，福建省
科技厅组织专家对福建医科大学药学院
承担的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福建
省新药研发中心建设”进行现场验收。专
家组在审阅材料、听取汇报、实地调研和
提问质询后，一致同意验收合格。

“福建省新药研发中心”是福建医科
大学基于相关的有利条件和工作基础，
整合资源、整体规划、聚焦产业建设的符
合 GMP、GLP、GCP 规范（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
范、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的现代化综
合性新药创制核心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目前，新药研发中心大楼已建成，部分仪
器设备购入并使用，建设了福建省药物
靶点发现与结构功能研究重点实验室。

5年来，该平台建设项目已培育了钩吻

素子重大新药创制与精神-神经-免疫药
理研究团队，建立了化学药物、生物制品、
中药及天然药物等药理毒理研究团队和福
建省药物靶点发现与结构功能研究团队；
推 出 了 候 选 新 药 3 个（钩 吻 素 子 、
Delicaflavone和焦袂康酸衍生物TX-L1）。

同时，该平台建设项目完成了符合
GMP 规范的源于药用植物创新药物原
料药中试制备平台基础建设工作，以及
源于药用植物原创性国家 1 类新药钩吻
素子临床前研究，并向国家药监局提交
了临床研究批件申请。

该平台的建设为福建省医药产业提
供源头创新和技术支撑，对提升带动医药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具有国家
乃至国际竞争力的闽牌医药、促进全省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省新药研发中心建设”通过验收

27 日 ，伴 随 着 一 阵 响 亮 的 汽 笛 声 ，载 运
2483吨乙酸乙烯酯的韩国籍“大宇”轮缓缓停靠
在泉州港斗尾港区斗尾作业区 7 号新泊位，这
是该泊位 3 月 20 日正式开放并投入使用后，停
靠的首艘国际船舶。

据悉，斗尾港区为全国重要港区，临近泉

惠石化工业园区，已投用包括 2 个 30 万吨级原
油泊位在内的生产性泊位 19 个，其中口岸开放
泊位 15 个。斗尾作业区 7 号泊位是斗尾港区首
个公用泊位，泊位及配套仓储项目由港丰能源
投资建设，预计每年新增外贸吞吐量 100 万吨，
外贸货值增加 100 亿元以上，仓储营业收入 2

亿元，年纳税 1.5 亿元，为当地解决上百个就业
岗位，将进一步辐射带动泉州临港产业发展，
对促进我省石化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本报记者 林辉 黄琼芬
通讯员 黄文兴 熊一非 摄影报道

““大宇大宇””轮停靠泉州港轮停靠泉州港
斗尾港区斗尾作业区斗尾港区斗尾作业区 77 号号
新泊位新泊位。。

日前，笔者走进政和县镇前镇下
庄新田自然村，一丘丘层级分明的梯
田展现在眼前，村民有的正在种植小
米香葱，有的对钩机开挖后的地块进
行整平、整细，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
劳作景象。

“去年，我们复垦出撂荒田 385亩，
我们今年打算再开 80亩。”政和县三丰
家庭农场负责人范隆荣望着已经成片
复垦的梯田说。

下庄村土地肥沃，但这些山垄田地
块小、交通不便，原来种植水稻耕作靠
人工挖，秋收靠肩挑，随着劳动力外流，
原来层层叠叠的山垄田逐渐撂荒。“我
们打算投资 100多万元，先开垦一部分
出来，边做边看。”去年，在外地发展多
年的范隆荣回到村里，看着村口长满芦
苇的农田，计划把撂荒地开垦出来。

在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技 人 员 指 导
下，范隆荣和村民张应江成立“政和县
三丰家庭农场”，决定将复垦出来的地
用来轮作水稻、玉米，土豆、香葱、辣椒
等蔬菜，以及烟叶等经济作物。

从县交通运输局下派村里的第一
书记徐明浩得知他们的打算后，一方
面主动介入做村民思想工作，协调村
民逐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为土地成
片流转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积极对上
沟通协调，得到县农业部门和镇里的
大力支持，争取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帮他们申请高标准农田改造配套
资金，实施荒地高标准规划建设，修建
田间机耕路和新田自然村到下庄村部
机耕路，方便农田使用农业机械。

镇前镇市级科技特派员张善青始
终关注农场的撂荒地复垦工作。“在开

垦过程当中，我们指导他把小丘并大
丘，便于耕作、结工省力；在引水灌溉
方面，指导他们把水从源头引到各个
山垄。”张善青说，这样有利于机械化
整垄推进，减少生产人工，实现路相
通、渠相连，让撂荒田重新焕发生机。

三丰家庭农场的成立，也带动了
当地留守村民的务工收入。“去年农场
固定用工有 20 多人，每人每天 180 元，
光付出的工资就达 60多万元。”范隆荣
说，随着复垦面积扩大，今年固定用工
将增加到 30多人。

近年来，政和县积极探索，将撂荒
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相结合，
充分利用项目激励新型农业主体投入
撂荒地复耕复种，同时加强引水灌溉、
机耕路等配套设施建设，让撂荒地“小
田变大田、冷水田变良田”，鼓励轮作

模式，提高种植经济效益，实现农业长
期可持续发展，激活乡村振兴新动力。

“除了县里每亩给予 200元的开荒
补助外，镇里再给予每亩 100 元的补
助；对于种粮大户，县里每亩给予 60元
的补助，镇里再给予 30 元的补助。”镇
前镇党委副书记颜隆洋说，通过政策
激励，去年全镇共开荒 860 亩，复垦撂
荒地 6300 余亩，下达撂荒地复垦补助
资金 200多万元。

“通过土地流转、成片开发、合作
经营、耕地轮作，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将闲置的土地流转进行经营，减少
了农田的撂荒，提高了经济效益，带动
乡村留守村民增收——这种新模式，
为破解‘农村土地谁来种’的难题提供
了一条可供借鉴推广的思路。”政和县
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魏守有说。

政和：多方合力 让撂荒田重焕生机
□余长青

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泉州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斗尾港新泊位
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迎来首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艘外轮

肖厝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肖厝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执勤民警在码头一线迎接国执勤民警在码头一线迎接国
际船舶停靠际船舶停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