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赖昊拓 通讯员
邓贤龙） 16 日，随着闽北气温回升，
邵武市金塘工业园内处处焊花飞溅，
各类工程车辆来回穿梭，施工现场塔
吊“长臂”挥舞，机械轰鸣声、锤打声、
爆破声此起彼伏，忙而有序。据了解，
园区内项目的快速推进，得益于当地
园区、发改、工信等部门的保驾护航，
通过成立项目协调推进工作专班和征
地搬迁指挥部，用地报批、供地挂牌及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时间均超出
预期。

“这么好的天气哪舍得耽误，今天
我们特意增调了100多人，预计项目在
今年6月就能投入试运行。”邵武格林金
塘生物项目负责人王文彪介绍，正在建
设中的高级香料生产项目，年生产能力
6800吨，为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7.6亿
元，投产后年税收可达7500万元。

作为闽北的工业重镇，邵武市以
“三化五定”为抓手，在推动项目建设
上形成了一套颇为高效的工作思路。

所谓“三化五定”即“任务项目化、
项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定目标、定
举措、定时间、定责任人、定奖惩”闭环
机制，由各项目协调推进工作专班为
业主提供“急郎中”式的精准服务。

“我们研究了您提出的困难，准备
新建实验楼，招聘专业人员，从源头上

把住用煤的质量。”同日，在诚鑫能源
项目建设现场，邵武市国有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监管组组长兰斌正和项目负
责人详细商讨，确定企业反馈问题的
解决方案。

据了解，诚鑫能源项目一期规划
建设完工后，满负荷供气年收入约 2
亿元；2 台发电机组预计本月底并网
发电，年发电量约 1 亿千瓦时。然而，
诚鑫能源在邵武的化验能力有限，难
以把控供能所需大量原料煤的品质，
项目业主对满负荷投产存在忧虑。

“能源是工业的命脉，及时、高质
量的供能不仅关乎其他下游企业的生
产，也能助力园区实现经济与环境效
益的双赢。”了解这一问题后，深谙该
项目重要性的兰斌立刻行动了起来，
通过项目协调推进工作专班联系政府
各职能部门，在一个月内便确定了建
设实验楼，为园区企业提供化验服务
的模式。

受益的项目不仅有上述两家，邻
近的三爱富、海德福、神州通新材等多
个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
服务专班收获了项目业主的纷纷点
赞。据统计，邵武市一季度 73 项省、南
平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33.06亿元，占
年度计划投资的 32.21%，超序时进度
7.21个百分点。

邵武：

“急郎中”施对策 重点项目加速跑

本报讯（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黄
水林） 近日，位于连城县庙前工业集
中区的宏国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内，切
割机、织花机、缝纫机等机械声汇成
火热生产的“交响曲”，工人们正精心
加工生产出口到美国、日本的棒球运
动手套。据了解，今年以来，庙前镇紧
紧抓住连城棒球小镇获批成为省级
对台交流基地的机遇，深入贯彻落实
省 委“ 深 学 争 优 、敢 为 争 先 、实 干 争
效”行动，主动靠前提供“妈妈式”“保
姆式”服务，精准做好用电用地保障、
人才用工招聘、政策扶持资金争取等
服务工作，扶持企业加大技术创新，
实施技改扩建，实现稳生产、高质量
发展。今年第一季度，连城县棒球产
业完成产值超 1 亿元，同比增长 15%，
实现“首季红”。

“我们的棒球手套产品在海外市
场名气大、销量好，今年以来生产红
火，下半年的订单都已在排队。”宏国
公司副总经理萧紫燕介绍说。

同处庙前工业集中区的久和运动
器材有限公司生产也非常红火，该公
司副总经理陈小华说，去年企业产销
400 多万个各类棒球，今年的订单已

经排满。多亏了镇里的优质服务，满足
了生产用工需求。该企业是劳动力密
集型企业，由于棒球缝球工艺需要手
工一针一线缝制，用工需求大，庙前镇
一方面帮助企业招工，一方面引导企
业将缝球工序分解到附近村庄点上，
全力保障企业生产发展。如今，不但车
间里 140 多名员工忙着赶制棒球，在
周边村庄及乡镇还有 600 多人在家加
工生产，全力满足订单需求。

“针对棒球企业用工需求量大的
情况，我们联合人社部门，为企业线上
线下招工，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用工。”
庙前镇党委书记傅致通介绍，镇里主
动靠前服务，全面摸清台商棒球企业
用工需求等情况，联合人社部门召开
用工招聘，前往各村进行招工，缓解了
企业用工难问题。同时，会同供电、供
水、应急等部门，做好线路检修，及时
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加强水、电等生产
要素供应保障，为企业生产提供全方
位服务。

在庙前，宏国公司和牡丹亭、久和
运动器材等台商企业已形成棒球运动
系列产品加工产业链，成为全国最大
的棒球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连城：

“保姆式”服务 助力棒球产业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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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 2022 年全国
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名单，立足
特色产业富起来且带动“左邻右舍”一起
致富的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上榜。该村
成功秘籍到底何在？

这个被誉为仙游“茶叶第一村”、此
前曾入围 2022 年“淘宝村”的小山村此
次上榜 2022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
超亿元村名单绝非偶然。

茶香中崛起的金溪村，位于仙游、泉
州洛江、南安三县市结合部的金溪盆地，
这里山清水秀，是革命老区基点村。作为

“乌龙茶”的仙游著名茶乡，唐宋间该村
出产的“仙游郑宅茶”已成为贡品，名闻
京都；《福建农业大全》将郑宅茶叶列为
明、清时期福建七大名茶之一。

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中携手金溪茶业党支部开展村企
结对共建，创新“党支部+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农户”的茶叶发展模式，探索
出了“以村促企、以企促村、互促共赢”的
村企联建机制，促使茶叶生产经营效益
持续提升。

在金溪茶业党支部强力带动下，村
里相继成立了金汇茶叶、百福馨茶叶、兴
民茶叶等 4 个专业合作社，现有成员近
400 户。多年来，合作社的规模化、规范
化运转，不断提高全村茶农组织化水平，
确保全村茶农的茶青集中到合作社加
工，合作社加工的毛茶再集中到龙头茶
企的专业化、全自动化精制厂生产，并以
标准化生产管控产品质量，由此全村茶
业不断整小为大、联合生产、规模经营、
品牌销售，增强了金溪生态茶、有机茶等

茶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以耐泡性、芳香持
久性的鲜明特色远销欧洲、美国、日本、
东南亚、澳大利亚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特别是所产的名优茶“忠惠仙韵”备
受市场认可。

同时，该村党支部还大力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结合实施“党建+科技特派
员”行动，开展“订单式”“定向式”等多种
形式的茶叶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向企业流动，
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成功培养了 30
多名茶农“土专家”，带出了 500 多名有
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茶
农。他们带头全面推行茶叶无公害化生
产，引进良种推广、控制农残、加工包装
等技艺，致力做大做强茶经济，更有许多
村民到县内外各地采取“飞地抱团发展”
模 式 承 包 山 地、开 辟 茶 园 ，借 助“互 联
网+”和“村淘”的“引流上线”，以电商方
式拓宽茶叶销路，将金溪茶叶销售到大
江南北乃至漂洋过海。

“做品牌茶、放心茶，要从源头抓起，
从基地管起。”金溪村党支部书记李俊阳
介绍说，在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的同时，
金溪村党支部联合金溪茶业党支部对各
茶叶基地的选苗修剪、施肥用药一律严
格落实生物防治的标准，利用现代化技
术对传统工艺流程进行完善和提升。

金 溪 村 目 前 共 有 村 域 茶 园 5000
亩 ，村 民 外 出 承 包“ 飞 地 ”茶 园 15000
亩，省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各 1 家；全
村从事茶叶生产经营人员 2600 多人 ，
年加工茶叶 4500 多吨 ，茶业年产值达
1.65 亿元以上。

仙游金溪村：

小茶叶变成“金叶子”
□陈国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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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在海南省三亚市“福建省南
繁基地”，微风吹拂之下，稻叶摇曳，沙
沙作响。在这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
稻研究所开展了“优质绿色高效广适水
稻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会。

8 亩的示范区内，集中展示了华南
稻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4 个省
区推荐的水稻品种、福建省优质水稻
品种、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育成的
品种等，共 112 个品种，包括高产抗倒
的“ 榕 夏 两 优 676”、易 制 种 又 高 产 的

“稻清优 308”、产量高口感一流的“紫
糯稻紫两优 737”、抗病优质的“福盈优
毫美香”等。

“福建省南繁基地”是福建重要的
农业科研平台，对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像是候鸟，每年
总有一段时间，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科研
人员需要在“福建省南繁基地”待上几
个月，顶着烈日在田间地头忙着育种。
据了解，福建冬季不适宜种水稻，一年
只能种一到两季。为了加快科研速度，
冬季在“福建省南繁基地”育种，就能实
现一年种三季水稻，提高了育种效率。

现场，112 场水稻品种“摸底考试”
正在紧张进行着：院士、专家、育种单
位、相关经营企业代表等通过边看边
问、现场互动的方式，了解各新品种生
育期、抗病性、抗高温热害、丰产性、适
应性等情况，并分析讨论试种试验品种
的优缺点，仔细观摩各新品种水稻的田
间表现，对整齐度、熟相、结实率、品质

等性状指标进行现场评估，深入交流观
摩心得。

不少水稻的穗花结出的穗实已褪
去稚嫩。在“玥两优富糯”品种前，福建
省福瑞华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靳丽娴熟地将一粒稻谷脱壳，放入口
中细细品尝。这一次，她是带着期待，也
是带着任务来的。“公司与福建省农科
院是长久的合作伙伴，此前，已经引入

‘福香占’‘内 6 优 7075’等品种，均在市
场得到良好的反响。”靳丽说，水稻品种
创新需要结合市场需求进行商业化育
种，企业可以将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转
化落地，通过加工包装，进行品牌化销
售，将新品种快速打入市场。

“此次观摩会展示的大部分都是优

质二级米以上新品种，有杂交稻也有常
规稻、有两系稻也有三系稻。各单位、企
业代表齐聚一堂，根据企业的生产需
求，共同推进种植更高品质的水稻。”中
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
员谢华安说，有的特色稻米品种，其父
系、母系均为糯稻，杂交后形成了优质
的水稻品种；还有的，如“稻清优 308”
是高抗性水稻品种，普通稻抗性淀粉含
量在 1%左右，此类品种高达 6%~8%。

据了解，下一步相关单位将进一
步 按 照“丰 产 性、优 质 性、抗 性、广 适
应性”要求，对 112 个水稻品种进行综
合评价和总结，并在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推广上继续迈进，多种绿色优
质粮，为端牢“中国饭碗”多作贡献。

南繁稻田摆擂台 百余品种同竞技
“优质绿色高效广适水稻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会在海南三亚举办

□本报记者 林霞 通讯员 胡海明

17 日，2023 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
展大会新闻发布会在福州召开。省文化
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向世界发出邀约，
欢迎国内外游客来福建共享文化和旅
游盛宴。

2023 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
于 18 日在宁德市举办。据介绍，本次大
会是我省召开的一次高规格文旅盛会，
将举办“五个一”活动，集中展现福建文
旅的诗意春天。

举办一场大会。大会开幕式于17日
晚上在宁德举办。18日上午举办的福建
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将举行省级全域
生态旅游示范区授牌仪式、重点文化和
旅游项目集中签约、交流发言等活动。

发布一批政策。我省将发布一批促
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励措施，从激
励县域文旅经济、文旅产业链、文旅融合
和跨界发展、文旅消费、文旅市场主体等
方面，全方位激励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签约一批项目。大会期间将举办

“投资福建 赢在未来”文化和旅游重点
项目招商推介会。截至 14 日，各地报送
94 个文化和旅游招商引资签约项目，
合计总投资 1101 亿元，其中 10 亿元以
上项目 30 个，总投资 889 亿元；报送银
企合作项目 7个，融资授信 151亿元。

举办一场论坛。19 日将在福建博
物院举办福建文旅经济论坛，以“共商
文旅经济 共享发展成果”为主题，嘉宾
将围绕科教人才与文旅经济、科技赋能
文旅经济、文旅经济创新突破、驱动福
建文旅经济发展等主题进行演讲，为福
建文旅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举办一批展览展示展演。全省文艺
院团开展以“乐游八闽 福见好戏”为主
题的联动展示展演活动，首届海丝泉州
戏剧周——2023 年南戏展演在泉州举
办，南音《百鸟归巢》等精品演出在福建
各剧院上演。

据介绍，本次大会紧扣“深化文旅
融合，推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

突出“五个有”，即：有大咖大家、有诗和
远方、有政策利好、有创新的业态产品、
有文旅盛宴，让市民游客真正感受“来
到福建好震撼”的独特魅力。

聚焦文旅经济，大会将部署文旅经
济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为各部门、各
地市齐心协力开展文旅经济工作、加快
推动文旅市场复苏发展打响发令枪。锦
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晓强、南
开大学原校长龚克、原国家旅游局副局
长王志发等大咖大家会聚一堂，分享、
探讨文旅发展策略，推动品牌打造、文
旅项目、滨海旅游、文旅消费、数字文化
等产业发展。

聚焦诗和远方，大会着力挖掘福建
特色，打造一场推介旅游资源、荟聚文
化建设成果、展示文化创作精品的文旅
盛宴。开幕式文艺演出以“有福相见”为
主线，将福建“诗”和“远方”的各类元素
创新联结、深度融合，充分展示福建文
化和旅游的特色与精华。

聚焦项目带动，通过签约一批项
目，推动掀起各地拼文旅经济、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热潮。招商项目突出新
兴业态、文旅融合和标杆引领，涵盖海
洋旅游、生态康养、数字文旅、乡村振兴
等领域。其中，厦门市海上世界片区产
业提升与城市更新项目、泉州长影世纪
梦工厂项目投资规模均超过 100亿元。

聚焦创新业态，打造“清新福建”旅
游列车项目，以旅游专列为串联，推出
旅游列车线路产品。持续打造 1 号滨海
风景道、武夷山国家森林风景道、《印象
大红袍》等项目，大力培育微旅游目的
地、旅游演艺、非遗展示、后备箱集市、
文创商品等新业态，升级打造“畅游八
闽”手机 App，促进我省旅游市场持续
做旺做热。

聚焦福建特色，我省将推出 1317
场文旅主题活动，包括群众文化活动、
非遗活动、文旅营销活动、文艺展演、陈
列展览等。

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举行，向世界发出邀约——

来福建，感受文旅的诗意春天
□本报记者 郭斌

本报讯（记者 林泽贵 通讯员 林晓蕾
文/图） 15 日，2023 厦门海沧天竺山桐花旅游
节在素有“厦门后花园”之称的海沧天竺山森
林公园开幕。正迎来盛开之季的漫山桐花，当
天吸引上万名市民游客登山踏青，欣赏漫天

“雪”景。
该旅游节由厦门海沧区文旅局主办，海沧

城建集团天竺山公司承办，将持续至 23日。
历史上，海沧人下南洋之前，都有亲手种

栽千年桐的习惯，桐树、桐花，意味着游子下南
洋之后同祖同宗、同根同叶，千年桐在海沧人
心目中始终是神圣的花果。

桐花是清明“节气”之花。天竺山 4 万多株
千年桐也陆续在四五月间迎来盛开时节。当
天，在赏花之处四季花谷，许多市民游客早早
就结伴而行前来观赏桐花。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桐花
节，目的是着力培育、打造文化旅游特色 IP，
并依托赏桐花这项民众喜爱的活动，开展以花
为媒、以节兴产、以产带富的有益尝试，利用

“赏花经济”，推进乡村振兴走向深入。

天竺山桐花旅游节举行天竺山桐花旅游节举行

上万人到海沧赏上万人到海沧赏““雪雪””景景

13 日，2023 年福建晋江校企人才
合作对接会举行。来自北京、陕西、贵
州、湖南、四川等 18 个省市的 108 家院
校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与晋江 153 家
企业共赴一场“人才之约”。

这场对接活动是民营经济重镇晋
江通过政府做媒，将全国各地的高等院
校请到“家门口”，搭建校企联姻、产学
合作的得力之举，受到高校和企业的积
极响应，成果丰硕。

搭建交流平台

作为全省县域发展的排头兵，晋江
民营企业众多，目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人才成为晋江经济发展
的“第一资源”。对于招引人才，产业大市
晋江“求贤若渴”。近年通过不断创优营
商环境，实施“人才港湾计划”，先后投入
30多亿元构建了“1+N”人才政策体系。

“此次对接活动是为了进一步加强
晋江产业与国内院校的交流合作，推动企
业、高校在人才引进、产教融合、创新创业
等方面实现同频发展。”晋江市人社局局
长柯发音介绍说，当前晋江正在实施硕博
人才倍增、高校毕业生集聚和技能人才振
兴的“三大行动”，计划在三年内引进超

500名博士、超5000名硕士、超1.5万名高
校毕业生和超2万名技能人才。

“听说晋江一个县级市GDP就达到
3200多亿元，而且还拥有52家上市公司，
我是十分震撼的。”首次来晋开展招生工
作的四川轻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龚敏说，
晋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也有着优质的人
才发展环境，学校设置的专业与晋江的产
业体系契合度很高，今后将加大校企合作
力度，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精准对接晋
江各大企业，助力晋江经济转型发展。

当天，高校代表与晋江企业负责人
就院校优势专业、企业急需人才类别、薪
酬待遇、人才引进、就业实习、定制化培
养、建立互访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推进精准对接

当天，晋江市人民政府与陕西省
“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签署校地人才合
作协议。“一带一路”职教联盟此次组织
了 12 家会员单位参会。联盟秘书长张
红表示，希望把更多联盟院校和晋江企
业联系起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合
作办学、学生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让
更多好的项目在晋江落地开花。

为深入挖掘合作的契合点，推动更

多好项目在晋江落地，晋江市人社局与武
汉大学、湘潭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厦门大
学嘉庚学院等8所高校签署促进校企人
才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就业信息共享、项
目对接合作平台。中国海峡（晋江）人才市
场与四川轻化工大学、沈阳理工大学、长
春师范大学3所高校签订毕业生实习就
业基地共建、促进校企人才合作协议，进
一步推动校企双方产教供需对接。

“目前，公司已和4家院校达成合作
意向，并通过线上方式与四川轻化工大
学的学生签订了意向合作协议。我们希
望能够以对接会为契机，不断探索与院
校的合作交流新渠道。”361°人力资源部
招聘主管刘德国表示，今年公司计划招
收 200~300 名高校毕业生。通过政府牵
线搭桥，企业可以一次性对接多家院校，
不仅省时、省力，还能做到精准对接。

据统计，当天共有 179 家次院校与
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其中37家次院校与
企业签订校企人才合作协议，校企双方
今后将在协同育人、就业实践、共建资
源等方面开展更深度务实的合作。

续力深入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晋江还组织院

校分团走进晋江代表性企业利郎、恒
安、盼盼、信泰公司考察调研，为推动校
企深入合作再续力。

四川轻化工大学、江西服装学院、
开 封 大 学 等 院 校 与 企 业 在 对 接 现 场

“一拍即合”，自行组团到百宏、361°等
企业进行访企拓岗和实地走访；陕西
科技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 9 所
院校与晋华、渠梁电子、胜科纳米等集
成电路产业园区重点企业针对集成电
路 产 业 人 才 需 求 进 行 深 入 的 对 接 座
谈，近距离了解晋江企业在智能制造、
市场开拓、创新发展方面的成果。

“此次校企对接活动恰逢其时，帮
助晋江各企业筑牢人才‘蓄水池’，公
司将加强与高校对接密度，为企业招
揽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华清电子人
资部经理金翠松告诉记者，华清电子
主要生产氮化铝陶瓷基板及其相关电
子元器件，广泛需要材料、化工等专业
优秀人才。

据 了 解 ，为 解 决 人 才 需 求 问 题 ，
从 2019 年至今，晋江市通过校企人才
对接洽谈的方式，晋江企业与省内外
近百家院校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引
进高校毕业生超万人，为企业长期稳
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

请高校到家门口 校企对接更精准
——2023年福建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观察

□本报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李玲玲 林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