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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昭） 20 日，省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福州举

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翼

主 持 会 议 ，副 主 任 周 联 清 、庄 稼 汉 、

李德金、袁毅、江尔雄，秘书长黄新銮

和 其 他 组 成人员出席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陈冬列席会议。副省长

郭宁宁，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

人列席会议。

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委员

翁祖根作关于《福建省预算审查监督条

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省人大法

制委委员郑国华作关于《福建省海洋经

济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吴黎静作

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立法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省工信厅厅长翁玉耀作关于《福建省企

业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权益保护条例修

正案（草案）》的说明以及省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委主任张炯佳作关于该条例修

正案（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省生态环

境厅厅长许碧瑞作关于《福建省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以

及省人大常委会环城工委主任邵玉龙

作关于该条例（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

省水利厅厅长叶敏作关于《福建省水利

工程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关于

《福建省水资源条例修正案（草案）》的

说明以及省人大农业农村委主任委员

黄华康、副主任委员王宗华分别作关于

上述条例草案和条例修正案（草案）审

议意见的报告；听取福州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雷成财作关于《福州市城市养犬

管理条例》的说明，龙岩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苏炎洪作关于《龙岩市海绵城市

条例》的说明和关于《龙岩市公筷公勺

使用规定》的说明以及省人大法制委委

员徐俐敏作关于上述三部设区市法规

审查的报告；听取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林承通作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郭宁宁

作 关 于 提 请 政 府 组 成 人 员 职 务 任 免

议案的说明，省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

副 院 长 欧 岩 峰 作 关 于 提 请 审 判 人 员

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金文作关于提请检察人员职务任免

议案的说明。

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

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

大代表和省人大机关各部门、驻机关纪

检监察组、各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

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部分基

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了会议。

当日，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分组审议

了有关法规案等。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周祖翼主持 听取19项报告和说明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通讯员 李翔
潘文晖）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铁”）获悉，2023年中

秋国庆假期运输自 9 月 27 日至 10 月 8 日，

共 12 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 128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89.7%，其中福建预计发送旅客

645万人次，同比增加 87.2%。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合一”，假期运

输期限超过历年。作为全年的最后一个长

假，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长短途出行

需求全面释放，出行总量将大幅提升，部

分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从客流情况分析，

管内短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周边城市向南

昌、福州、厦门、萍乡、九江、景德镇、赣州、

婺源、武夷山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流动；长

途客流主要集中在赣闽两省主要城市前

往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长沙等方向。从

购票意愿来看，旅客更倾向选择速度更快

的动车组列车，体验“快旅慢游”。

为方便旅客假日出行，南铁开足马力，

有效扩大运能供给，在福州至福鼎、龙岩、诏

安，厦门至长汀、三明、建宁等短途城市方向

加开动车组列车335列；在福州至上海，厦门

至杭州等长途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68列。

针对旅客白天游玩、夜晚返程的出行

特点，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至广州、深

圳、上海、赣州、南平、龙岩、三明等城市间

加开夜间动车 110 列，其中开往广深、沪

杭方向的夜间高铁 56 列。同时，积极沟通

协调属地公交部门，在开行夜间动车的车

站，在客流到达、出发的密集时段，增开往

返市区和车站的接驳公交，保障旅客顺畅

出行。 （下转第四版）

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需求全面释放

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45万人次

九月，暑气未退。革命老区村邵武

市水北镇龙斗村风光秀丽，辖区内的云

灵 山 景 区 在 上 周 末 迎 来 近 2000 名 游

客，高空滑索、飞拉达攀岩、森林游憩、

温泉水疗等项目热度不减，大家尽情享

受拥抱自然的乐趣。

作为村里引进的龙头旅游项目，云

灵山景区运营近十年来，游客接待量增

长了近五倍，今年还上榜福建省职工疗

休养示范基地名单。

过 去 ，龙 斗 村 靠“ 砍 树 ”过 生 活 。

1998 年 1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到龙斗村调研，为当地发

展指明了方向。此后，龙斗村坚定走上

了吃“生态饭”的路子。

如今的龙斗村，环境友好型项目不

断增加，绿色和美家园的目标接连实

现。连续 6 年，龙斗村村集体收入稳定

在 100万元以上，人均收入 2万元以上。

曾经的“穷山村”何以蜕变为“明星

村”？近日，记者走进龙斗村，探寻当地

舞好“龙头”的密码。

理念之变——
从砍树到生态发展

龙 斗 村 位 于 富 屯 溪 畔 ，有 564 户

2200 多人口，拥有林地面积 8.7 万亩。

从邵武市区出发，沿国道 316 线前行 15
公里便可抵达。

车行龙斗，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远

山如黛，郁郁葱葱，村舍参差，文化墙、

步道、凉亭、地坪、荷塘等错落有致，构

成一幅“景在村中，村在景中”的画卷。

“今日的龙斗美不胜收，和以前相比

可谓焕然一新。”邵武市水北镇党委书记

游立寿感慨地说，过去当地人“吃饭靠吃

山、收入靠砍树”，没钱用了，招标采伐一

片山场，一年又可以对付过去。

在村中心的古樟树下，龙斗村老支

书冯开云讲起往事。“从前我们这有‘借

寿’习俗，就是剥一片树皮回去，讨一个

‘长寿’的吉利。这棵老樟树差点就要枯

死了，还好发展理念及时转变，让这棵

古树‘枯木又逢春’了。”

1998 年 1 月，时任省委副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到龙斗村调研，为当地发

展擘画了蓝图。龙斗人深受鼓舞，沿着

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勇毅前行，培壮绿水

青山，建成和美家园。

古樟树下的巨石，写着“龙斗、龙斗，

要做龙头”。这是当地人的发展目标，也

见证着25年来龙斗向绿而兴的转变。

站在大石头前，游立寿细数这些年

来的变化：“现在，这些习俗已经摒弃，

大家不再砍树谋生、剥树祈福了，而是

保护树木、保护环境。”

（下转第六版）

从“穷山村”到“明星村”
邵武市水北镇龙斗村坚定走吃“生态饭”路子，实现山村华丽蜕变

□本报记者 吴旭涛 姚雨欣 通讯员 邓贤龙

行走在龙斗村，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村庄的美——既有山清水秀的自然之
美，也有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构成的生机盎然之美。很难想象在 25
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盛行“砍树谋生、剥
树祈福”的落后山村。

龙斗蜕变，首先是发展理念之变。依
山傍水不等同于可以“坐吃山空”，深刻
意识到这一点以后，龙斗先从旧俗改变
与人居环境整治着手，实现了从砍树到
护林的变化，为向绿而兴打好了基底。

保护绿水青山重要，培育产业也重

要。如何把山环水绕的优势用起来？龙斗
人将“因地制宜”四字认真写进了转变过
程，紧扣当地实际做优“土特产”经济，

“七彩”产业强了乡村、富了村民，真正实
现好生态带来好日子。

放眼南平，“南方林海”“中国竹乡”
“福建粮仓”等美名远扬，绿色资源优势
十分明显。要让更多的龙斗村出现，就要
转动“土特产”金钥匙，全力打造“五个
一”生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多措并举建
设和美乡村，以一系列创新实践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下生动注脚。

记者手记>>>

生态优先，向绿而兴
□本报记者 姚雨欣

9 月 17 日至 18 日，漳州市委常委

会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第一次

读书班。读书班以“学习领会新思想，

聚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形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

布局”的重要论述，聚焦“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立足漳州发展

实际，用一天的时间，组织召开全市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会，全面分

析透视漳州市县域经济薄弱短板，动

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群策群

力，大力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壮大实

体经济，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跨越式发展。

这是漳州开展理论学习与中心

工作紧密结合的生动实践。据介绍，

漳州市委常委会主题教育读书班计

划安排三次，在落实集中学习、专题

辅导、交流研讨、自学研读等“规定

动作”的同时，还着力把读书班作为

以 学 促 干 的 赋 能 大 培 训 。聚 焦 市 委

市 政 府 当 下 中 心 工 作 ，同 步 开 展 工

作推进会、现场会等，以上率下、示

范带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进

一步提振干事激情，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破难题、促发展、解民忧、办实事的

工作思路和务实举措，将所学所思所

悟转化为推动漳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强大动力，切实以发展实绩展现新担

当新作为。 （吴静芳）

漳州：以高质量读书班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以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为基本盘

的南安市，是我省县域经济强县，其

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多年位居

全省前列、全国前 30名。

今年来，南安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

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传

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聚焦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痛点堵

点难点问题，专门制定出台《南安市

“四好四更优”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若干措施》，22 条政策干货，进一

步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奋力在实

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中当主

力、挑大梁。

目前，南安全市市场主体超 20
万家、民营企业 6 万多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1187 家、亿元企业 516 家，

民 营 经 济 呈 现 5 个“9”的 贡 献 特 征

（90%的税收、95%的 GDP、90%的技

术 创 新 成 果 、92%的 城 镇 劳 动 力 就

业、99%的企业数量）；上半年，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位

居泉州各县（市、区）第一，经济社会

持续稳健发展。

（下转第三版）

南安：“四好四更优”22条政策发力
促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总建筑面积近 15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国内一流的智能制造生产线，占地 5000 平方米的产

品测试中心……走进位于厦门同翔高新城的华联电

子（翔安）工业园，科技感扑面而来。

成立于 1984 年的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厦门经济特区外引内联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

厦门第一家入驻国家火炬高新区的企业。与经济

特区发展同频共振，华联电子逐步成长为国内最

具规模的智能控制器和光电子器件厂商之一，曾

研发出国内第一款家用空调的智能控制器，拥有

百余项专利技术。

近年来，华联电子聚焦新能源汽车电子和工

业控制等领域，通过持续研发和产品迭代，推出了

对标国际顶级品牌的车规级超高压光耦，填补了

国内空白。

乘风近四十载，华联电子何以“不惑”？坚持以产

学研协作为抓手，发力科技创新，锚定未来技术，强

化智能制造，使得华联电子将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

“控制器”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高端光耦，自主研发

固晶、检验、烧结、焊线、检验、点胶……技术人

员身着无尘服，在自动化生产设备前熟练操作，十余

道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里生产的，是如今市场上

炙手可热的高端光耦器件产品。

光耦，全称光电耦合器，是以光为媒介传输电信

号的转换器件。仅指甲盖大小的高端光耦具有抗干

扰能力强、安全耐压高、信号传输能量较高等优点，

既能在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包里充当“安全卫士”，

进行动力电池的绝缘隔离检测，避免漏电发生；还可

以在储能能源柜的电池管理系统控制板上充当“前

线哨兵”，进行电压监控，为系统管理提供决策数据。

“随着近年来光耦器件在工业、汽车电子等应用

中逐渐成熟，国内市场需求不断攀升，特别在对安全

性要求较高的新能源、光伏、风电以及医疗设备等领

域备受青睐。”华联电子总工程师陈虢说。

看好这一产品的市场前景，企业加速布局高端

光耦技术，抢占新赛道。去年 9 月，在华联电子（翔

安）工业园区竣工仪式上，华联电子自主研发满足车

规级要求的超高压光耦首次发布。该产品进一步提

高安全性，降低功耗和缩小终端产品的尺寸，有效实

现了国产替代，填补了国内空白。

“面对新的市场需求和技术革新，企业在夯实智

能控制家电业务产品线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能源

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应用领域，聚焦高端市场。”陈

虢说。目前，华联电子已与多家新能源行业龙头企业

开展合作，车规级超高压光耦实现出货量超百万颗，

国产品牌销量第一。

联合院校，携手解题

不断解锁新技术，在新赛道上加速驰骋，得益于华联电子在产学研融合领域的

深度探索。

“比如，在新能源储能领域，电池包如何保持温度平衡，延长电池寿命的同时降

低成本，就面临不少技术难题。”陈虢说。

用于储能热管理的变频器通常采用大容值电解电容，但其成本高、重量重、体

积大、使用寿命短。华联电子携手在相关领域拥有国际前沿科研成果的华中科技大

学，共同开展项目攻关，并将技术成果应用到新能源储能热管理，解决了困扰市场

的实际问题。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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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建瓯市海绿集团锥栗批发交易市场，农民在忙着挑拣锥栗。建瓯是中国

首个“名特优经济林锥栗之乡”，锥栗栽培品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目前，建瓯

锥栗种植面积达57万亩，年产量4.16万吨，年产值6.7亿元，直接参与锥栗生产的人员

3万余人、流通和加工企业200余家，年加工鲜果8000吨，加工产值2.4亿元。

本报记者 吴鹏 通讯员 魏剑生 黄杰敏 摄

龙斗村村口龙斗村村口 余晓勤余晓勤 摄摄

福建发布全国首份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白皮书
分析了县域重点产业链竞争优势，提出 5条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