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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林惠卿 郑雅茹） 日前，由漳浦县
林业局 13 名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县级科特
派队伍，下沉到该县长桥镇、南浦乡等 5 个乡镇
13 个村，面对面开展科技指导，解决群众在林业
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服务林农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

针对今年夏季高温、干旱等造成的影响，漳
浦县林业科技特派员队伍深入漳浦宏盛瑞森家
庭林场标准化建设基地，开展中草药种植、花卉
苗木修剪整形、桉树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服
务，着重向林农讲解了桉树尺蠖的生长习性、危
害性与相应的防治措施。通过挂钩科技特派员的
指导，漳浦宏盛瑞森家庭林场被评定为漳州市四
星级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单位，拟补助
资金 21.5 万元，建设示范基地 105 亩，示范带动周
边农户 15 户。

科特派送“技”下乡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日前，科技部火炬中
心公布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漳州甲骨文

（漳州）技术人才双创基地、漳州圆山创业园 2 家
孵化器上榜。这是漳州市首次实现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零的突破”，同步实现专业类和综合类
两个大类“全覆盖”，标志着漳州市科技“双创”服
务水平正式迈入国家队行列。

近年来，漳州市科技局持续推进创新创业孵
化载体建设，把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作为推动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抓手，
在优化建设布局、完善服务体系、提升孵化能力、
强化监督考核等方面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全市科
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目前，全市累
计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 家、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 5 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6 家、省级众创空
间 30 家，各类孵化基地和“双创”场所面积 20.84
万平方米、公共服务场地面积 4.33万平方米。

漳州两家孵化器上榜
国家级名单

本报讯（记者 赵文娟） 5 月 28 日，由 C919
大型客机执飞的东方航空MU9191航班平稳降落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
行。从立项、下线，到首飞、取证，再到交付、首航，
C919“一飞冲天”的背后有着漳州龙溪轴承集团
的贡献。

2009 年以来，漳州龙溪轴承集团与中国商飞
设计团队紧密合作，10 多年来持续投入研发团队
和研发资金，助力 C919 大飞机项目。合作开展以
来，从铁鸟试验、工程样机、试飞试验到适航取证，
漳州龙溪轴承集团全方位提供从技术标准、产品
配套到应用验证“一条龙”的关节轴承技术解决方
案和服务。

如今，漳州龙溪轴承集团为 C919 等民航飞
机研制的多样轴承组件在国内率先通过合格鉴
定和适航认证，现有 100 多个规格产品列入 C919
等民航飞机的合格产品目录，将在起落架、舱门、
机翼、飞控系统、操纵系统等关键部位实现国产
化替代配套应用，也为后续全方位配套波音、空
客奠定了坚实基础。

漳企助力C919“一飞冲天”

本报讯（林素真 林睿婧）“各有关部门一起
汇聚政务服务中心，推动项目又好又快落地。”日
前，“漳浦县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总平面图及建
筑设计方案联审会议召开，漳浦县政务服务中心
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

据悉，会议采用联审联办的服务模式，由漳浦
县政务服务中心牵头，将业主代表、设计单位和各
审批职能部门相关业务负责人召集一堂，先由设
计单位向职能审批部门介绍有关设计细节，随后
各职能部门现场提出修改意见，再由县政务服务
中心汇总意见并跟进落实到位，全程耗时仅一个
小时。

“通过这种服务模式，将原先业主代表需要跑
多个窗口和单位才能解决的事情变成跑一趟开一
次会就能解决，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临时）
核发办理时限从法定 30个工作日压缩至 8个工作
日内办结，其中总平面图及建筑设计方案联审环
节可压缩至 1 小时内完成。”漳浦县行政服务中心
管委会业务股副股长林睿婧介绍，自工规联审推
行以来，累计办理业务 20 件，不但提升审批服务
效率，也大大改善企业群众的办件体验，为工程项
目早日动工开建奠定良好基础。

工规联审促项目再提速

本报讯（詹照宇 欧晓勇 郑燕平） 近日，古
雷公共管廊智慧管廊综合管理平台（软件知识产权
实施许可项目）验收会议顺利召开。验收组经过充
分论证，认为该项目已完成管廊基础数据平台、运
维系统、三维系统、管廊信息管理、管廊巡检管理、
工程管理、安全管理等搭建工作，项目资料齐全，内
容完整，符合验收要求，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作为石化园区内企业生产物料高效传输的
核心载体，古雷公共管廊智慧管廊工程项目主
要建设智慧管廊综合管理平台及对应的物联网
网络配套系统两个部分。下一步，九古发展集团
将以此项目验收通过为契机，充分用好智慧管
廊综合管理平台，进一步完善管理平台相对应
的物联网及网络配套系统，切实提升公共管廊
安全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古雷化工园区公共
管廊各使用单位，助力古雷石化产业项目建设
提质增效和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

古雷管廊管理平台
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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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在漳州九十九湾畔的海绵公园，
小孩们在儿童乐园戏水，感受幸福河湖带来的
满满获得感。

2022 年 4 月，水利部开展首批 7 条幸福河
湖建设，漳州市九十九湾成我省唯一被列入试
点的项目。“十四五”时期，水利部将打造幸福河
湖的河湖长制 3.0版本。作为全国首批幸福河湖
建设试点，九十九湾率先探路。

历史：见证“海丝”文化

九十九湾贯穿漳州市中心城区龙文区，蜿
蜒淌过几十个村居，从蓝田街道湘桥社区一带
注入九龙江西溪，成为串联城乡的一条美丽的
内河。

作为漳州流域最广的内河，九十九湾曾是
连接海丝起点的内河港口，通江入海，带来漳州
航运与商贾的繁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九十
九湾的码头尚在通航。

年过六旬的郑各雨是龙文区景山街道梧桥
社区老人协会会长。他回忆说，社区老人常常讲
起梧桥先人“十三只帆船走南洋”的故事。明朝，
漳州月港兴盛的年代，梧桥盛产甘蔗，村民便将
其榨糖，然后通过水路远赴南洋贸易。回程时，
他们以东南亚石料作压舱石，这些漂洋过海而
来的绝好建材，被用于制作台阶、门槛石、石柱
等，并留存至今。

据龙文区政协文史员郑季华介绍，九十九
湾流域自古便是连接海丝起点的黄金航道。九
十九湾沿线的东坂港口、浦头港见证了它的辉
煌历史。

东坂港口地处九龙江西溪江畔与九十九
湾道交汇处，明清时期，从厦门、泉州、石码一
带来的大帆船载着货物，乘着涨潮的海水来
到这里，港口江面上大小船只，风帆林立，十
分壮观。

清朝康乾盛世商业鼎盛，是东坂港口最风
光的时期。九龙江西溪从东坂港口进入九十九
湾主港道，由东向西直通浦头港周爷楼盐鱼
市。那时将漳州物产销往石码、厦门的商船在
此集散，下社码头到漳州浦头港的大道日夜来
往不绝。

新中国成立后，漳州东关市尾设立土布批

发市场，拉动了东坂港口的繁荣。这里成为船只
和人流的中转港，人们过着惬意的水乡生活。

蝶变：再现碧水清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变迁，九十
九湾河道渐渐地开始淤泥堆积，杂草丛生。

特别是 20 多年前，由于长期失管，内河乱
搭乱盖、乱侵乱占、乱丢乱倒等现象比比皆是，
一度变成农村的垃圾池、城区的臭水沟、“两违”
的重灾区……九十九湾水不再清澈，村民只好
凿井取水。

整治九十九湾，开始摆上议事日程。2014
年起，漳州龙文区投入 3.12亿元，掀起整治内河
的热潮，唱响清淤、截污、拆建、管护“四重奏”。

在清淤清障方面，投入 8938 万元，完成九
十九湾主港道（内林至东墩排涝渠）17.5公里及
主要支流 17.2公里的河道淤积清理。

截污治污方面，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在
漳州市率先实现生猪禁养目标；投资 2029 万
元，实施九龙大道与龙江北路、郭坑大桥污水管
道 5.2 公里污水管网建设，督促港昌罐头、林奇
钢管等 25 家企业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或升
级改造，实现工业集中区废水全部纳入市政污
水管网处理。

龙文区水利局局长邱志忠告诉记者，为让
九十九湾的水“活”起来，龙文区投入 7500 万
元，加快建设内林双向泵站，调剂九龙江北溪水
流冲刷河道，从根本上改善水质；为让九十九湾
美起来，龙文区对河道“两违”侵占建筑物进行
拆除，将主港道两岸分别拓宽 6至 7米。同时，建
成两岸近 20 公里的生态绿道、15.6 公里生态景
观护岸，提升九十九湾的河湖生态环境质量与
景观效果。

今年 69 岁的湘桥社区居民黄合作一家人
见证着九十九湾的变迁。如今，九十九湾恢复了
昔日的清澈，每逢傍晚，黄合作都会带着孙子在
河畔玩耍、散步，幸福感油然而生。

探路：让幸福长驻

在龙文区河长办主任王智铭看来，不同于
传统河湖治理，“幸福河湖”第一次把河道治理

保护的目标瞄向人，更加关注人的感受。主要表
现在以“安全、健康、生态、美丽、和谐”五个方面
作为评选标准。

九十九湾流域横穿整个漳州市中心城区，
区位优势明显，能倍增创建幸福河湖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此外，九十九湾流域面积 202.4 平方公里，
河道蜿蜒迂回，形态曲折优美，沿河水文化资源
丰富，富有闽南水乡风情。

目前，龙文区已先后投入近 60 亿元打造
“九十九湾生态文旅产业带”，在防洪排涝、水环
境治理、水生态保护、水文化景观建设等方面取
得明显成效。沿岸建设“闽南水乡”滨水商业示
范区，吸引近百家企业入驻，流域水经济发展势
头强劲。

凭借着这些优势，九十九湾在众多河湖中
脱颖而出，入选全国首批试点。如何让九十九湾
幸福长驻？龙文区先行先试。

2022 年 7 月 19 日 ，省 水 利 厅 批 复 通 过
《漳州市九十九湾连通水系幸福河湖建设实
施 方 案》，标 志 着 九 十 九 湾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进
入实施阶段。该《方案》的实施项目建设范围
主要以九十九湾为核心，包括治理防洪排涝
薄 弱 环 节 、改 善 水 环 境 质 量 、保 护 修 复 水 生
态 环 境 、彰 显 水 文 化 提 升 水 景 观 、提 升 河 湖
管 护 能 力 、助 力 流 域 发 展 等 建 设 任 务 ，实 施
施 工 项 目 23 个 ，实 施 项 目 估 算 总 投 资
20238.31 万元。

“目前梧店支渠、东坂连通渠、浦口生态补
水三个子工程已基本完成，将着重治理九十九
湾的防洪排涝薄弱环节。”邱志忠表示，九十九
湾部分支流为早期村庄内部排水沟，排涝标准
较低，泥沙淤积、河道摆动。随着漳州城区的扩
张和发展，已无法达到现有的城区排涝标准，气
候变化引发超标准洪水的风险依然存在。通过
实施三个子工程，可有效提升河道的排涝能力，
完善区域排涝体系。

幸福河湖能否长久保持“水清岸绿、鱼翔浅
底”，水质的持续改善是重中之重。项目在九十
九湾连通水系部分河段采取排口生态化改造、
生态浮岛、微纳米曝气、复合纤维浮动湿地、河
道清淤、生态护岸等水质净化措施，使九十九湾
水体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传承：延续千年文脉

九十九湾沿线流经几十个村居，经过上千
年的演变更替，留下许多历史遗迹。古桥、古庙、
古厝、古井、古碑林立，有些已湮灭在历史的长
河里，有些依然尚存。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桥头村的长桥
清代修建，至今仍有一段三十几米的残桥；流冈
村的石梁桥——流冈长桥始建于明初甚至更早
的时候，至今在村北新溪西岸仍留有两段古残
桥和三个桥墩。”邱志忠说，这些历史遗迹见证了
九十九湾昔日的辉煌，也是人们了解九十九湾
的重要途径。目前，他们已经建立九十九湾水利
遗产名录库和数据库，普查完成遗产入库工作，
同时编纂九十九湾河源文化档案集，将在新建
的幸福河湖展示馆进行集中展示。

一叶龙舟载乡愁。九十九湾流域的龙舟文化
也寄托着水乡人别样的情怀。如今，很多年轻人走
出家乡外出打拼，当一年一度的龙舟鼓点再次在
耳旁敲响，依旧会激起他们心腔的共鸣。为此，龙
文区将在湘桥湖畔建设一座龙舟馆，将其打造成
集龙舟展示馆与龙舟储藏馆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
空间，让悠久的龙舟文化在九十九湾畔复苏。

漳州文史专家江焕明认为，九十九湾是一
条美丽的游览线，又是水上交通线，是活生生的
文化形态。若能打通区域界限，恢复其整体形
态，使之成为水上游览的品牌产品，就是最好的
活态保护。

王智铭表示，接下来将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
水文化旅游点，吸引游客游览当地的山水风光，带
动周边交通、餐饮、住宿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

幸福河湖建设任重道远，除了水文化等软
实力建设外，流域的长效管护也至关重要。龙文
区建立河湖指挥中心，在现有河长办智慧平台
APP 的基础上开发数字孪生平台，运用卫星遥
感、高密度监测设备，构建起水环境感知监测体
系，实现河湖管护专业化、精细化、智能化。

“借助数字孪生平台，我们可以对九十九湾
流域的降雨、水位涨幅、流量、水利闸泵站开启
状况、视频监控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王智铭
说，这样可以更加精准、高效地进行水系环境的
监测和管理。

漳州以九十九湾入选水利部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为契机，深入推动幸福河湖建设，打造“九十九湾

生态文旅产业带”——

闽南水乡 幸福流淌
□本报记者 黄小英 通讯员 颜惠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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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靖县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一段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的主角是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豹猫，这也是继去年的“白
凤凰”白鹇之后，虎伯寮自然保护区又一次受到
关注。其实虎伯寮里还埋藏着更多“宝藏”。

珍贵的“宝藏”

白天的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丝丝阳
光透过层叠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这里
的一草一木，经过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带着
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

虎伯寮自然保护区坐落于南靖县境内，是
福建省继武夷山、梅花山、龙栖山之后第四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东南部唯一保存完
整的南亚热带雨林性质的较原始的森林群落。

“在人口密集、低海拔地区，这类原始的森
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福建虎伯寮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艺林告诉记者。

早在 1953 年，厦门大学著名生态学家何
景教授在南靖县和溪镇考察时，就发现了乐土
南亚热带雨林，即如今虎伯寮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部分。1962 年底，南靖将乐土划定为永久性
禁伐区，进行全面的原始雨林保护工作。2001
年，保护区获得国务院批复，成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保护区的范围也从之
前的乐土雨林，扩大到虎伯寮、紫金山、鹅仙洞
和乐土四个区域，范围涉及南靖县 4 个镇 15 个
行政村，总面积达 3001公顷。

“保护区的一草一木，对于前来考察研究的
专家学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藏。”虎伯寮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科科长王剑清说，保
护区内的植物结构层次复杂，在这里可以看到
高耸参天的板状根、粗壮的木质藤本，还能一观
神奇的植物绞杀、滴水叶尖、老茎生花等。在乐土
片区里，木质藤本植物密花豆藤生长旺盛，单株
茎干总长可达3800多米，最宽处达80厘米，蔚为
壮观，曾被誉为“亚洲第一藤”。

“虎伯寮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南亚热带东段
较低纬度、低海拔分布较完整、大面积的南亚热
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这样较为完善的生态系
统，能够起到调节气候、净化大气和水体、保土
蓄水、保护和美化自然环境的作用，同时，也有
利于大量野生动物的庇护、活动、繁殖。”王艺林
告诉记者，保护区是一个庞大的物种资源基因
库，具有极其重要的科研和保护价值。

森林的“守护者”

划定虎伯寮自然保护区后，保护区里有了
一批“守护者”。

据科考记载，虎伯寮自然保护区内共有野
生动物 625 种，其中属珍稀动物的有 264 种，包
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小灵猫

等 7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蟒蛇、虎纹
蛙、白鹇等 52 种；维管束植物 1781 种，包括银
杏、南方红豆杉等 2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以及刺桫椤、粗齿桫椤等 34 种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为了这些珍稀的“国宝”，护
林员们承担起了守护工作。

“巡山的工作虽然枯燥，但有草木、溪流为
伴，我跟它们已经成了‘朋友’。”虽然已退休，林
国忠时常回想起自己作为护林员时的场景，在起
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乐土雨林唯一的护林
员，巡山、监控火情、登记来往人员、制止破坏森
林资源的行为，这些是他每天的工作。

为了保护原生态，他得罪了不少当地的村
民。如今，保护区内盗砍滥伐的现象已经基本杜
绝，这得益于几十年来像林国忠一样的护林员
的守护。

“从高空俯瞰的画面，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林
区高点和深处的情况。”虎伯寮保护区内，护林
员沈成武手里拿着遥控器，操控着无人机向更
深处飞去，通过实时画面的回传，观察区域内的
异常情况。

随着科技的进步，山林巡护工作也装备上
了科技的“翅膀”。而为了加强巡护监管，保护区
还建成“管理局—管理站—管护点”的管理体
系，根据 4 个管护片分设 4 个管理站与哨卡，为
动植物筑起“保护墙”。

发现“原住民”

“这就是豹猫。”王剑清打开电脑上保存的
后台记录，画面中一只“缩小版”花豹出现，警觉
地左顾右盼，似乎对红外相机很感兴趣。不一会
儿，它迈着轻盈的步伐离开。这段画面虽然只有
十几秒，但对于虎伯寮管理局科研监测科来说，
却尤为珍贵。

近一个月来，这已经是第三次拍摄到豹猫
的身影。其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是虎伯寮
的“原住民”，早在 1999 年出版的《福建省南靖
南亚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中就
有所记录。但之前因为科技所限，豹猫只能存在
于书面记载中，这次得以见“真身”，有赖于保护
区引进的红外相机设备。

王剑清介绍，保护区自 2019 年来共投入近
50 万元购买红外相机，分批安置在四个管护片
区中，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监测工作，目前获取到
小灵猫、豹猫、白鹇、蛇雕等大量野生动物活动
的珍贵视频影像和图片资料。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也是保护
人类自己。”王剑清说，为推进保护工作，保护
区先后开展生态定位监测站建设、固定样地建
设与调查、样线布设和调查、极小种群野生资
源调查等一系列科研调查工作；同时，为更好
保护野生动物的家园，保护区维护抚育了长
37 公里、总面积 827 亩的生物防火林带，筑牢

“隔离墙”。

虎伯寮“出圈”记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李小琴

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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