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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陈琳芳 蔡晶寅）
近日，记者从福州海关所属莆田海关获悉，一季度，经
检验合格出口的仙游县蛋制品货值 909.5万元，同比增
长 50.3%。

仙游县是我省养殖山麻鸭的主产区之一，在大老
古、中源等农业产业化蛋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已
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畜牧养殖模式。无铅松花皮
蛋、红心咸蛋作为仙游县特色出口农产品之一，生产出
口历史悠久，目前主要出口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

近年来，莆田海关指导企业引入 GAP（良好农业
规范）先进管理理念，加快生态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
扩大蛋鸭标准化、生态化养殖规模，同时帮助企业做好
动物疫情疫病监测和农兽药残留监控，完善出口蛋制
品质量安全体系，全面提升仙游县蛋制品出口竞争力。

一季度仙游蛋制品出口
货值同比增长超50％

8 日，一台台大型机械开进魏厝小学新校址，挖掘
机扬起手臂，进行场地土方回填。站在田埂上，副校

长唐爱祖的心里腾起一份希望：“孩子们马上就
能搬进崭新的大楼了！”

东 峤 镇 魏 厝 村 人 口 过 万 ，大 部 分 村
民 或 在 外 经 商 ，或 在 附 近 的 木 材 加 工

区 就 业 ，村 中 孩 童 则 多 在 本 地 求 学 。
位 于 魏 厝 村 顶 角 的 魏 厝 小 学 ，创 办
于 1934 年 ，目 前 共 有 12 个 小 学 班 、
5 个 幼 儿 班 ，28 名 教 师 ，在 校 生
710 人 。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厝小学仅
有的一幢教学楼和一幢综合楼已渐
显老态。“受限于场地空间，我们想
对校园进行一些信息化、智能化改造
也是有心无力，同时许多教研活动也

难以开展，加上教师平均年龄超过 45
周岁，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唐爱祖说，

尤其今年，幼儿生源有了小幅度流失，改
造升级，迫在眉睫。

民 之 所 望 ，政 之 所 向 。魏 厝 小 学 很 快
迎 来 机 遇 —— 去 年 ，秀 屿 区 对 一 批 乡 镇“ 老

破 险 ”学 校 进 行 全 面 换 血 升 级 ，经 过 一 年 规 划
选 址 ，决 定 将 魏 厝 小 学 升 格 为 秀 屿 区 进 修 学 校 附
属 第 二 小 学 ，以 新 身 份 新 面 貌 ，迎 来 新 一 轮 办 学
春 天 。

本月，秀屿区投资约 6800 万元，选址秀屿国家级

木材贸易加工示范区西侧，启动区进修学校附属第二
小学一期建设工程。完工后，新校的办学规模可容纳
2160 个小学学位、540 个幼儿学位。除了 3 栋教学楼，
新校还高标准建设综合楼、多功能馆、运动场等，硬件
软件双提升。

“目前已在全力推进建设，争取明年‘五一’前投用。
届时，师资队伍也将面向全市招兵买马，且有望与城区
优质校探索教育教学的理念共通、资源共享、文化共
建。”唐爱祖满怀信心道。

不仅如此，附属二小与临近的秀屿区实验中学效应
叠加，除了辐射东峤镇 10 万乡亲，还为周边庞大的外来
务工群体带去“园区门口的好学校”，切实满足乡村孩
子、外来工子女对优质教育的向往，形成义务、学前段优
质资源流动共享、合作互利的生动格局。

“5 年来，秀屿坚持教育和经济发展同向而行、同频
共振，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教师综合素养不断提升，优质
校全面开花，孩子们在家门口就有学上、能上好学。”作
为秀屿教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秀屿区进修学校副
校长傅俊翔感慨道，来秀屿工作 3 年，每年都能看到新
成绩、新变化。

城乡教学品质快速提升的背后，是秀屿区财政长期
的优先保障。2021 年，该区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
34.69%，居全市首位。连续 3 年高标准新建学校 12 所、改
造提升学校 32 所，多所农村学校通过“拆掉一堵墙”“架
起一座桥”实现弱校合并、抱团发展，办学条件持续改
善，师资队伍不断优化，服务发展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城
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

提升农村教育

春日的早晨，记者驱车来到涵江区萩芦镇官林
村，远处青山隐翠、烟岚缭绕，近处溪水流淌、落英
缤纷，革命先辈苏华的故居就藏在这如画山水间。

苏华故居建于 1920 年，这里是当时闽中游
击队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历经风吹雨
打，逐渐老旧破败，透风漏雨。2020年 10月，莆田
启动苏华故居暨苏华革命事迹陈列馆修缮工
程，以老砖老瓦的传统工艺，尽可能保留原有的
古厝肌理，重现苏华故居完整风貌。

萩芦镇组织委员刘兰萍说，为了尽可能让红
色资源活起来，萩芦镇提前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在
认真研读苏华事迹史料的基础上，广泛走访专家
学者及苏华后人等，历时一年辗转仙游、福州、永
泰多地，一点一滴收集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及老照
片、老物件，才有了现在陈列馆中展出的信件、相
片和文件拓本等宝贵的图文资料。

作为闽中革命的摇篮，莆田“一县四区”都是重
点老区县（区），全市拥有32个老区乡镇、539个老区
村，现有革命遗址222处、列为革命文物保护59处。
2020年以来，莆田市高位推进老区扶建工作，推动
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不遗余力，设立市级革命遗址保
护利用专项资金三年期共计1500万元，按照先行保

护、逐步修缮、长效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对陈国柱
故居、中共闽中特委遗址、苏华故居等30个重要党
的机构旧址、人物故居、活动地、战斗遗址、纪念设施
等红色文化遗存进行修缮保护、事迹展陈。

位于秀屿区东峤镇的三座厝是我省第一批
革命文物，为珠江联络站旧址。经过连年修缮维
护，这一占地 1300 多平方米的巍巍古厝面貌焕
然一新。近日，厝外大埕已完成石砖铺设，周边
350 米防涝水沟环绕，院内绿植点缀，门窗换
新，防腐防虫工程都已到位。

“三年来，莆田市民政部门通过对 30个红色
文化遗存修缮保护和管护利用，有 8个革命遗址
被列为省党史学习教育参观学习点，接受群众参
观人数超 13万人次，社会效益显著。”莆田市民政
局老区建设科科长郭志轩介绍说，今年莆田市延
续设立专项资金 3年，市民政局将统筹 190万元
省级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资金和 500万元市级
专项资金，继续对五座厝交通站、涵江联络站、闽
中海上游击队等 8 个红色文化遗存进行修缮提
升，做好其他 26个红色文化遗存的管护利用，同
时创新展示手段、增加体验项目，结合乡村振兴
发展，助推红色文化产业更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林清霞） 近日，福
建秀屿海洋经济科创联盟揭牌仪式在莆田市汇龙海产
有限公司举行。

据悉，该联盟由秀屿区政府倡导成立，其中包括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 45 家会员单位。联盟以实现产
学研深度融合为目标，通过政府引导，要素市场化配
置，聚集各方优势资源，打造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品
牌，鼓励加强海洋科研、海洋开发和保护等方面合作，
共同服务企业，构建科技创新服务全新生态。今后，联
盟将聚集海洋与渔业行业高端人才资源，建立科创服
务行业标准，解决行业低频、高难、非标、长线等问题，
更好地推动海洋与渔业事业的发展。

当天，与会专家学者还以“推动秀屿区海洋经济发
展”为主题开展微沙龙活动，积极为秀屿海洋产业高质
量发展建言献策。

福建秀屿海洋经济
科创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吴志军 杨志） 近
日，秀屿区政府聚焦港产城融合，出台《促进健康产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有效期至 2027年。

据悉，《实施细则》所指健康产业，包括药品、医疗
器械、医疗服务（包括医疗投资资本运营）、药械仓储物
流等相关行业。结合秀屿产业基础和乡镇特色，《实施
细则》规划建设健康产业总部经济区（即秀屿药械城和
东庄健康产业总部经济基地，简称“一城一基地”）。通
过新设立或迁移等方式，在秀屿“一城一基地”内落户，
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每年对秀屿经济贡
献在 500 万元（含）以上，并已完成招商引资协议承诺
事项的健康产业企业，可享受相关支持政策。

对企业因股东投资健康产业收益或个人自行申报
个人所得而对秀屿区产生经济贡献的，年经济贡献在
500 万元（含）以上的，该区将自该企业设立或迁入起
前三年按照市、区经济贡献实际所得部分 90%予以补
助，第四至第五年按照市、区经济实际所得部分 80%予
以补助。对落户在秀屿药械城（含主城区内）的企业，视
企业规模可集中在秀屿药械城（永福电商城）内免租金
使用相应面积的办公用房（免费期限为五年）。该区还
将根据企业家对秀屿经济贡献情况，给予相应表彰和
精神鼓励。

秀屿出台惠企政策
支持健康产业发展

秀屿：按下现代化教育强区加速键
□莆田观察记者 陈汉儿 实习生 黄益琼 通讯员 林美红

15 所 老 牌 校

持续领航，7 所新

优 质 学 校 为 沿 海

群 众 带 去 满 满 的

幸福感……

近年来，秀屿

区 将 教 育 事 业 作

为 最 大 的 民 生 工

程，坚持教育发展

优先规划、教育人

才优先配备、教育

投入优先安排、教

育问题优先解决，

深耕细作、发力提

升，全区教育事业

呈 现 出 稳 步 健 康

发展的良好态势。

春潮涌动，万

物启新。秀屿区委

书记张伯松表示，

今 年 要 全 面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结 合

“深学争优 、敢为

争先 、实干争效 ”

行动，扎实抓好教

育质量提升、校长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等

重点工作，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切

实 把 教 育 惠 民 工

程 转 化 为 百 姓 实

打实的获得感，为

奋力答好谱写“福

建篇章”的秀屿答

卷作出新贡献。

连日来，秀屿区南日镇沿海一片“海上春耕”的繁
忙景象。南日镇支持保障水产养殖企业发展海带烘干
工艺，采用净化、软化、熟化、脱水、干燥、盐渍、杀菌等
一系列流程处理海带，解决了“看天气干活”的海带晾
晒难题，大大提高经济效益。今年，南日镇海带养殖面
积约 8万亩，预计年产量可达 9.5万吨，产值约 10亿元。
图为云万村云万沙滩，村民在运输采收的海带。

莆田观察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许武 林芳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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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遗 余 力 保 护 红 色 文 化
□莆田观察记者 陈汉儿 实习生 徐舜贞 黄益琼

新学期伊始，17 岁的陈泽亮如愿以偿回到家乡，进
入莆田第十中学就读。他自出生起就跟着父母在河南生
活，逢年过节才有机会返乡。在老家念书、参加高考，一
直是他的心愿。

“孩子今年高三了，我们就依他所想送他回秀屿
上学。上月回来一看，这里的变化太让人惊喜，

现在决定连他妹妹一并转学回来，下学期刚
好上高一。”陈泽亮的母亲林琴笑道，这段

时间，她多方打听，了解到如今家乡也有
了一批自己的名牌校、特色校，加之城
区面貌焕新、商圈公园环绕，心里产生
了返乡安居的憧憬。

蓬勃发展的教育事业，成为秀屿
区招商引才、吸引人气的金字招牌。

开 业 三 天 ，客 流 量 超 54 万 人
次，今年春节假期跻身全市最高人
气商圈……站在铜锣湾万达广场放
眼四周，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东西
走向的清塘大道衔起全省最大的湿

地生态公园——土海湿地公园，连接
秀屿区第三实验小学、毓英学校、市第

三实验小学、毓英中学等新生代实力校，
就学环境优越，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

合理完备。

对此，秀屿区笏石镇吴黄村党支部书记吴德林颇
有感慨：“我们这一公里半径内，有秀屿区机关幼儿
园、区实验小学、毓英中学、莆田十中，都是全市排名
靠前的公立校。这两年，不仅周边房租翻倍，人口也从

‘净流出’变为‘净流入’，人气不断回归，村里发展越
来越好了！”

在高质量教育资源布局的带动下，秀屿城区格局也
悄然生变——优质医疗资源、品牌房企、商圈项目陆续
进场，随之而来的是，周边楼盘水涨船高，楼市资源业一
扫低迷，城市配套设施遍地开花，城镇居民的“15 分钟
生活圈”愈发清晰，一座宜学、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已见雏形。

与此同时，市中心的优质教育资源正加速向秀屿辐射。
近日，建设中的莆田一中秀屿校区已完成主体施

工，力争年内投用。作为莆田市教育教学排头兵，莆田一
中拥有百年办学经验。分校区的建立，将切实满足城镇
居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美好期盼。同时，随着市
实验小学秀屿分校、市第三实验小学等优质教育资源的
不断下沉，中心城区已然形成“3 公里一所优质校”的崭
新格局。

按下奔赴现代化教育强区的加速键，今年，秀屿区
共有 31个教育重点项目正在规划建设中，计划总投资超
34 亿元，11 个项目将于年内陆续竣工投用，预计可增加
学位 10785个，全面实现优质学位充足供给。

增加优质学位

秀 屿 区 实 验 小 学 城
东校区 肖征宇 摄

跻身莆田市公立龙头
校的毓英中学 肖征宇 摄

如今的秀屿中心城区如今的秀屿中心城区，，名校聚集名校聚集，，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丛文俊丛文俊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林鹏 通讯员 林旭东） 近日，仙游
县出台《仙游县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补贴实施方
案》。

方案明确，具有仙游县户籍，持有效第三代残疾人
证，且有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5 年内未获得过无障碍
改造补贴；三大类残疾人可提出申请。此外，同等条件
下优先安排“一户多残”、经济困难、多重重度及残疾等
级高的残疾人。

据悉，此方案还为不同类别等级对象的残疾人家
庭列出铺设盲道、地面平整及坡化等 50 多种无障碍改
造参考项目，不同残疾人享受相应的无障碍改造项目，
不同的改造项目也对应不同的补贴标准。具体补贴标
准根据省级补贴目录中的补贴标准和残疾人家庭实际
完成的改造项目的数量对残疾人家庭予以补贴。

仙游县出台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补贴实施方案

修缮一新的苏华故居 徐舜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