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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窝如何养出“金凤凰”？
——圣农集团攻克白羽肉鸡育种“卡脖子”技术的背后

福州天气：阴，25～34℃，微风。26日：小雨转阴。27日：多云。省气象台昨22时发布 第26825期 今日福建8版 北京8版 本版责任编辑：杨颖 王帅 电话：（0591）87095207

本报讯（记者 游笑春） 近日，省数

字办遴选确定 2023 年度省数字经济重点

项目 191 个，项目总投资 1168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260亿元。

这是我省首次遴选确定年度数字经

济重点项目。记者梳理发现，项目名单中，

福 州 市 项 目 数 达 55 个 ，总 投 资 311.8 亿

元，总投资占比约 26.7%；莆田市项目数达

10个，总投资 227.7亿元；漳州市项目数达

27个，总投资 187.3亿元。

通知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强化组织

领导、统筹部署，不断优化数字经济营商

环境，大兴调查研究，全力以赴确保项目

完成当年度投资计划，尽早竣工投产、发

挥效益，更大发挥数字经济重点项目支撑

带动作用。

我省计划今年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

2.9 万亿元以上。借助第六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我省招商对接项目 606 个，总投

资 3357 亿元。2023 年，全省遴选公布数字

经 济 核 心 产 业 领 域 创 新 企 业 350 家 ，较

2022 年增加 34 家。分析显示，我省数字经

济“独角兽”“瞪羚”企业总体呈现梯队发

展稳、成长潜力足、创新能力强等特点。

191个年度省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公布
总投资1168亿元

本报讯（记者 储白珊） 24日下

午，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召开

全体会议，研究确定我省2023年普通

高考切线方案，部署高招录取工作。

经会议研究决定，福建省2023年普通

高考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具体如下：

福建省2023年普通高考
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本报讯（记者 郭斌） 炎炎夏日，来福建共赴一

场美人鱼之约！端午假期，以“来福建 赏人鱼 清新

自在乐逍遥”为主题的福建省美人鱼文旅嘉年华活

动在泉州八仙过海度假区举行，“宋元中国 水漾海

丝”美人鱼水下表演秀让游客惊叹不已；2023 中华龙

舟大赛（福州站）吸引近 10 万名市民游客现场观赛；

厦门“端午圩日”非遗文创市集上，众多市民游客亲

身参与体验木偶、糖画、棕编、刺绣、捏面人等非遗项

目创作；莆田“爬龙船”民俗赛事热闹上演，现场人潮

涌动、热闹非凡；漳州东南花都花博园端午游园会、

南平“浓情端午·粽叶飘香”、龙岩“梦回 1200”长汀古

城行进式沉浸互动等各类端午民俗活动让市民游客

乐享端午。

2023年端午假期，全省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民

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文旅新玩法集聚人气，假日文旅

消费持续回暖。据第三方测算，2023年端午假日全省接

待游客人数 621.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3.39亿元。

端午节前，我省在北京举办了“四时福建”文旅推

介活动，持续扩大“清新福建”“福文化”品牌知名度。端

午期间，全省文旅系统推出 230 余场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主题文旅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形式，进一步激

活假日文旅市场、拉动文旅消费、助推文旅融合。

围绕“福见好戏‘粽’情端午”主题，我省组织开

展 83 场剧场演出、公益性展演和送戏进景点进街区

活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40 多家 A 级景区推出

门 票 优 惠 减 免 活 动 ，激 发 市 民 出 游 热 情 。福 州 推 出

“端午‘游’福”文旅产品网络消费季活动，拓展消费

新空间；三明持续开展“全闽乐购·惠游三明”文旅促

消费活动，发放文旅一折消费券和文旅通用五折消费

券 ，拉动景区、酒店、演艺演出、文创商品等消费增

长；宁德启动“你关注 我送票”活动，发放 10 万余张

景区门票，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增长。

结合端午习俗文化内涵，各地创新推出各类主题

性、互动性、沉浸式和多元化的文旅新场景、新业态，

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从单纯观光向可参与、可

互动的沉浸式体验转变。端午假期，赛龙舟、包粽子、

缝香包、挂艾叶、打糍粑等端午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备

受欢迎、人气火爆。

“福建文旅以游客视角为主视角，围绕‘福文化’‘清新福建’主题，认真

解构闽山闽水的‘物’与‘华’，开展了‘来福建 享福气 自由自在好生活’系

列旅游创意营销和旅游产品创新。通过一系列文旅创意活动，邀请广大游

客——来福建，不仅可以品美食、玩机车、乘福舟、露营围炉、赏花摘果、当

海骑英雄，还可以化身人鱼，在水下展现自己的青春活力。”省文化和旅游

厅一级巡视员吴立官表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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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

振兴之路？带着这一思考，夏至时节，记

者行走闽东福鼎，访传统村落、看美丽嬗

变、悟发展之道。

古堡新貌：
文化资源“活”起来
6 月 21 日至 22 日，福鼎市太姥山东

麓纱帽峰下，古堡怀抱中的太姥山镇潋

城村，近万人欢庆“双端午”节俗，欢声鼓

舞，席开数百桌，浓浓的节日氛围荡漾开

来。

“‘双端午’是潋城村特有的传统民

俗活动，从宋代延续至今，每年农历五月

初四、初五两天过两次节。”潋城村委会

副主任陈阿美说。

这座延绵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村落，

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间智慧。

未见村落，先见城墙。远远望去，古朴

厚重的城墙拔地而起，清澈见底的河渠绕

村而过。城墙内，古木苍苍，民居错落有

致，历史古街修葺一新，安逸而舒适。

据村里的老人介绍，整座古堡为砖

石结构，有护城河、护城石桥、环城路、清

水渠，还建有上街、下街、下横街三条古

街，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其中，城

墙周长 1127 米，高 5.67 米，厚 4.67 米，设

有东、西、南三座城门。

“守着这么好的文化资源，更应该

‘活’用起来。”陈阿美说，以前的潋城古

堡年久失修，外墙一度崩裂、坍塌，村内

环境脏乱差。为了让历史“活”起来，潋城

村在加强古城堡修复和历史古迹修缮的

基础上，致力挖掘整合堡内文化资源，引

进文旅公司统一规划运营，做出亮点、做

强特色。

从东门入城，街面以鹅卵石铺就，路

心铺条石，抬头可见一把把油纸伞倒挂

着, 与街巷古风元素交相辉映。不远处，

“清巡检司衙门遗址”是陈阿美推荐的首

个打卡点，也是当地打造“剧本游”的重

要起始点。

“这部分属于‘拍案惊奇’剧情线，我

们通过修旧如旧，添置了传统的案桌、堂

鼓、衙役牌等，并准备培训村民担任巡检

司等真人 NPC，游客抽选原告、被告、衙

役、仵作、巡捕等角色，沉浸式游遍整个

古村。”睿秋文旅执行董事刘川铭介绍，

古堡内还根据当地历史文化，分别设置

了抗倭、传统婚嫁、进京赶考等剧情线，

满足不同人群的旅游需求。

“清巡检司衙门遗址”一旁巷道内，

有潋城暴动遗址、孝老食堂、梅园民宿

等。陈阿美介绍，梅园民宿因建于杨耻斋

梅楼遗址旁而得名，共规划 75个标间，可

接待 150人。目前，民宿已完成招商合作，

正加紧内部装修。

“以后，游客来了不仅有得吃、有得

玩，还有地方住。”陈阿美笑着说。

拐出梅园民宿，街道对面是一座飞

檐翘角的长廊式“议事亭”。村民王先针

和何启云正在此讨论如何让村里旅游更

“热”一些。

“守护古村落，关键是留住根、守住

魂，唯有齐心协力，整村抱团发展，才能

最大限度激发‘连锁反应’，把‘流量’变

‘留量’，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王先针说。

何启云接过话茬：“在这里讨论，不拘束，

经过大伙儿一商量，许多事都迎刃而解，

可以说是我们茶余饭后的‘打卡地’。”

继续向前走，“古堡茶舍”映入眼帘。

门口处，老石臼改造成微景观，流水潺

潺；门内，芦苇帘垂下，主人林存杰端坐

于茶桌前，烧水、洗杯、泡茶，热情招待着

游客。

“原本在外地做些小生意，这两年回

村后发现村里越来越美，游客多了，但休

息的点不多，我就淘了一些老物件，一点

点把家里收拾出来，打造一个仿古的茶馆

驿站，给大家免费供应茶水。”林存杰说，

“如今，每天都能见到旅游大巴一辆接一

辆进村，这下村里真的要发展起来了！”

一杯茶尽，夕阳西沉，夜幕降临，夜

景灯光亮起，流光溢彩。

走 上 城 墙 台 阶 ，脚 下 灯 光 逐 级 亮

起 。从 曾 用 作 城 防 瞭 望 的“ 更 楼 ”上 远

眺，古村夜景尽收眼底，多彩的灯笼串

起旖旎，挂满纵横交错的小巷甬道，水

雾升腾缭绕，行进式巡游演出掀起一波

波热潮……

“我们还在布置汉服体验、仿古集

市，街区内也会展示传统农技、织麻手

艺、畲族竹竿舞，开发文化衫、冰箱贴等

周边原创产品，让古村旅游‘潮’起来。”

刘川铭说。 （下转第二版）

福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传统村落开发利用，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旅游兴市之路

传统村落起新“潮”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王婷婷 文/图

潋城古堡古色古香。

盛夏时节，位于福州高新区的福建

吉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为一件

大事忙得热火朝天。5 月 18 日，该公司

在全球首次利用废弃贝壳开发的高端

医疗器械产品——“骨填充材料”，获得

国家药监局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并于 6 月 1 日顺利取得生产许可证。当

下，吉特瑞公司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投

料生产，争取尽快投放市场。

“过去，同类产品主要依靠进口，市

场基本上被外国产品垄断。与其跟在别

人后面跑，不如自己开创新赛道。”吉特

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

其清教授介绍，“利用废弃贝壳为原料制

造的‘骨填充材料’产品，在全球没有先

例，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磨砺18年，
让牡蛎壳变废为宝

近年来，我国种植牙市场高速增

长，带动口腔科对骨修复材料的需求猛

增。但该类产品市场份额主要被外国企

业占据，且价格高昂。

面对这一局面，2005年，在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

部从事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研究的张其

清，萌生了用家乡福州来源广泛的牡蛎

壳为原材料，研发高端新型“骨填充材

料”的设想，并且一头扎了进去。

2013 年，张其清凭借多年研究积累

和丰富经验，回到家乡福州创立吉特瑞

公司，将这一设想进行了从实验室研发

到生产线建设的全链条设计，利用福建

沿海随处可见的牡蛎壳，成功“智”造出

“骨填充材料”产品。

“牡蛎壳含有大量的碳酸钙、氨基

酸及各种微量金属元素，用其转化为多

孔结构的‘骨填充材料’，与人体骨成

分、结构相近，生物相容性好。该产品独

特的三维多孔结构设计，有利于细胞在

材料上黏附、分化和增殖，能显著引导

新骨再生。”张其清介绍。

另外，牡蛎壳价格低廉，大大降低

了生产成本，可大幅度减少医疗费用。

其后，该产品分别在山东省立医

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等 4 所医院

进行双盲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在临床

使用中安全、有效。2021 年 12 月 31 日，

吉特瑞公司正式向国家药监局申报医

疗器械产品注册。

由于该产品是全世界首个使用牡

蛎壳“智”造的高端医疗器械产品，国家

药监局审评中心对研发、生产、临床等

各个环节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组

织专家实地考察，对每个病例都进行了

核查和分析。在准备了 12290 多份申报

材料、经历了将近一年半的审评后，吉

特瑞公司终于为这项创新成果拿到了

注册证。 （下转第二版）

福建吉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全球首创用牡蛎壳“智”造高端医疗器械——

点贝成金，开启产业新蓝海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洪见文 汪炜娜

张其清（右）指导科研人员研发产品。 林榕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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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毕业季，福建农林大学学子在

毕业典礼上唱响了《侯官是我家》——

以青春之歌 逐强国之梦
5版 教育/科技

类

别

分

数

线

批 次

普通类

物理科目组

普通类

历史科目组

艺术类

物理科目组

艺术类

历史科目组

体育类

物理科目组

体育类

历史科目组

本科批

431

453

文考分数线：本科 323分、专科 154分

省统考专业合格线：本科 195分、专科 180分

文考分数线：本科 340分、专科 154分

省统考专业合格线：本科 195分、专科 180分

文考分数线：本科 280分、专科 154分

省统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60分

文考分数线：本科 294分、专科 154分

省统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60分

高职（专科）批

220

220

特 殊 类 型 招 生

录取控制分数线

518

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