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日，武夷山市上梅乡举办
“笋香竹韵·竹迹上梅”笋竹文化
节。上梅乡作为省级生态乡镇之
一，全乡笋竹资源丰富，共有竹林
面积 13.4万亩。近年来，上梅乡大
力弘扬竹文化，发展竹产业，积极
探索笋竹特色产业同旅游、乡村
振兴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以笋为
媒、以笋会友，挖掘当地特色的
文化旅游资源，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参赛选手在制作笋宴菜品。

邱汝泉 摄影报道

武夷山上梅乡
举办笋竹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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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依婕 通讯员 黄
凯 黄秋雅） 记者 2 日从厦门边检总站
获悉，2024 年元旦假期，福建口岸累计
查验出入境旅客 5.3万余人次、出入境交
通运输工具 550 余艘（架）次，同比分别
增长约 7.6 倍、1.5 倍，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近七成、近九成。

元旦假期，两岸往来旅客流量增长
明显。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1.4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约 8.7 倍，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近九成。其中，查验两岸
空中直航飞机 40余架次、旅客 4400余人

次，同比增长约 2 倍；累计查验两岸“小
三通”客轮 60余艘次、旅客 1万余人次。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
理局《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十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正式实施，厦门
边检总站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琅岐对
台客运码头、黄岐对台客运码头，泉州晋
江国际机场、石井对台客运码头增设的 5
个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正式启用。
当日，全省边检机关累计为 60 余名台胞
办理快捷通关采集备案，共有870余人次
台胞经由边检快捷通道便利通关。

元旦假期福建口岸出入境客流
同比增长7.6倍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1 月 3 日，
“四下基层”与新时代“漳州 110”先进事
迹研讨会在新时代“漳州 110”研究中心
召开。

此次研讨会聚焦“四下基层”优良作
风与学习弘扬新时代“漳州 110”先进事
迹主题，围绕现代警务发展、基层社会治
理、思想政治建设、品牌培树推广 4 个专
题，共征集到论文 138 篇，收录优秀论文
50 篇。专题交流中，安排了 4 场 9 位优秀
论文作者进行交流发言，邀请4位领域知
名专家对交流论文进行精准点评。与会

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探讨“漳州
110”先进经验拓展应用现状、存在瓶颈
问题，并提出专业性、可行性改进路径。
本次研讨会学术的交流、观点的碰撞，既
聚焦理论创新研究前沿，又紧贴社会发
展建设工作实践，为“漳州 110”理论研究
提供了价值参考，提升“漳州 110”先进事
迹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充分发挥专家
学者专业性、理论性、创造性研究效能。

研讨会上，还举行了新时代“漳州
110”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聘书以及优秀
论文入选证书颁发仪式。

“四下基层”与新时代“漳州110”
先进事迹理论研讨会召开

4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福建省重
要金融基础设施“金服云”平台建设发
展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部门介绍福
建省金融服务云平台建设情况，通报

“金服云”平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助
力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助
力福建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和初步成效。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金服云”平
台已注册用户近 40 万户，入驻金融机
构近 170 家，上线各类融资产品近 700
款，累计解决融资需求超 10万笔、3200
多亿元。其中，2023 年新增注册用户数
超13万户，共为3万多家企业累计解决
1100 亿元融资需求，新增融资额、新增
用户数均较年初增长超50%以上。

“2022 年 9 月，新组建的福建省金
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资设立了福建
省金服云征信有限责任公司，全面承接

‘金服云’平台的建设和运营。聚焦‘财
政+金融+科技+征信’的发展定位，有
关部门合力打造我省这一重要金融基
础设施、省级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
省级地方征信平台，切实提高了平台服
务触达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覆
盖率及企业获得贷款的便利性和实效
性。”福建金投副总经理郑青说。

聚力产品创新
个体工商户“码”上贷

个体工商户是数量最庞大的市场
主体，但由于自身抗风险能力弱、经营
管理规范性与透明度低、社会信用信
息不足等问题，其金融服务面临覆盖
面窄、信用贷款占比低、不法贷款中介
扰乱抬高贷款成本等问题。

“依托‘金服云’平台创新推出的
‘闽商易融’贷款码，整合金融管理部
门的政策资源、市场监管部门的渠道

资源、‘金服云’平台的技术资源，为个
体工商户获取金融服务提供了高效便
捷的渠道。正式投用半年多，累计注册
个体工商户 2.03万户，已放款 8555笔、
54.16 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福建监管局普惠金融工作相关负责人
黄椿表示。

为提升金融服务先进制造、科技
创新、绿色经济、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
质效，有关部门联合在“金服云”建设
特色专区，加强“政银企”间的信息共
享，助推相关政策精准直达企业。

据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金融稳定处
处长曾昭侠介绍，专精特新金融专区已
囊括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福建
省创新型中小企业以及福建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等名单，涉及企业近 3000
家，已上线“专精特新”金融产品 26个。
截至去年底，各类专精特新企业通过平
台获得授信超1700笔，解决融资需求超
300亿元。“在乡村振兴专区及科技特派
员金融服务专区，农业经营主体可同科
技特派员精准对接，并申请‘乡村振兴
贷’，该贷款产品借助省级政策性优惠
贷款风险分担池提供的贷款风险补偿
作为增信手段，增强金融机构放贷意
愿，提升融资对接成功率。”

聚力科技赋能
持续丰富征信产品
去年 3 月 1 日，金服云征信正式通

过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企业征信
机构备案以来，已备案 6款征信产品和
服务，累计调用查询量超 75万次，有效
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

“建设地方征信平台是支持实体
经济融资发展、完善我省社会信用体
系和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金服云征信推出的多个征信增值

产 品 ，有 效 满 足 市 场 主 体 多 样 化 需
求。”人行福建省分行征信管理处副处
长何锦玲表示。

据介绍，去年 3 月和 5 月上线的基
础版企业信用报告和“提质增产争效”
信用报告，分别调用超 65万次和 8.5万
次，授信成功率达 37%，有效帮助金融
机构提高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风控审核
效率，推动惠企政策高效精准落地。

“去年上线的三期共 300 亿元额度的
‘提质增产争效专项资金贷款’，累计
惠及中小微企业超 2万家，平均投放周
期仅约 2个月，超半数企业申请当日便
可完成从银行关注到授信的全流程。
第一期企业负担的实际贷款平均年利
率为 3.15%，第二、三期为 3.03%，显著
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利率。”金服云征信公司执行董事
陈智超说。

近日上线的个体工商户信用报告，
从基础信息、评价信息、经营信息、劳动
社保信息、纳税信息等八大板块 44 项
细分指标，向金融机构等展示个体工商
户的信用状况，助力解决个体工商户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我们将继续推动金服云征信公

司深度挖掘平台归集的信用信息价
值，加大信用报告、信用评分、反欺诈
等征信产品的研发力度，进一步开发
风险监测预警、新型农业经营信用报
告等征信产品，完善‘信息—信用—信
贷’融资对接服务体系，进一步强化金
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会贷’的
长效机制。”何锦玲表示。

聚力数据汇聚
夯实数字化普惠金融根基

金融“云”服务，数据是关键支撑。
“围绕福建省公共数据资源构建

金融应用场景，我们积极推动平台对
接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
台省级节点，拓展政务数据应用。同
时，以需求方的身份入驻上海数交所
和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持续丰富平台
数据源。”陈智超表示。

为切实有效做好公共数据开发利
用，营造省内标杆应用场景，省数字办
通过福建省公共数据资源统一开放平
台和福建省公共数据开发服务平台，
持续为“金服云”平台提供公共数据支
撑服务。目前，“金服云”平台在省公共
数据开发服务平台上已申报了个体工
商户信用评价、企业风险监测预警、新
型农业主体信用评价等应用场景，申
请 的 数 据 项 覆 盖 33 个 政 府 部 门 ，近
5000个数据字段。

同时，“金服云”平台依托省公共
数据开发服务平台完成与全国中小企
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对接，接入
国家信用信息共享清单明确的市场主
体登记、司法、纳税、公积金、社保等 14
类核心信用信息，有力支撑金服云平
台各类征信报告业务。

省数字办数据资源管理处副处长
郑彦翎表示，下一步，省数字办将支持
数字产业分析、碳账户金融、空壳企业
识别等应用场景建设落地。支持“金服
云”平台依托省公共数据开发服务平
台以数据沙箱方式开展公共数据批量
挖掘，为金融机构融资全生命周期的
营销和风险管理等提供数据支撑。“我
们还将按照《福建省金融科技发展行
动计划（2023—2025 年）》的要求，依法
依规为‘金服云’平台提供数据支撑服
务，支持实现区域内中小微企业和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全覆盖、地方政府部
门和公用事业单位数据来源全覆盖以
及金融机构信息服务全覆盖的‘三个
全覆盖’目标。”

“金服云”一年为 3万多家企业解决 1100亿元融资需求

普惠金融新生态加速形成
□本报记者 王永珍

伴随着处级领导包乡走村活动的开展，去年 12 月
25 日，永安市西洋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顺利通
过验收，解了西洋镇新街村 300余户村民的急难。

“再到汛期旱期，村民种田不用愁了。”新街村村委
会副主任张鸿武乐呵呵地说。

在新街村村部附近，一片 600 多亩的洋面田，一望
无垠。一条新建的水渠穿田而过，河水滋润着两边的
农作物，沿河两岸刚修建的休闲步道上，村民正在休
闲健身。

“之前，因引水渠长久失修，这片田旱期缺水，汛期
被淹，田里的作物收成得靠天吃饭。”张鸿武说。

2021 年，当地镇政府引进永安市西洋中型灌区节
水配套改造项目，但施工过程却障碍重重，虽然项目已
经竣工，可却迟迟没有进行验收。

“村里最头疼的是哪件事？”去年 11 月 12 日，下村
走访的永安市领导一到新街村就直接发问。正为村民
种植冬莴苣无法引水灌溉而烦恼的张鸿武脱口而出：

“快点将村里中灌水利项目验收了。”
张鸿武没想到，水利部门工作人员第二天就来到

村里，对项目进行现场评估，紧接的几天时间，项目验
收推进工作有序进行……仅 1 个多月时间，该项目通
过了验收交付使用。

脚沾泥土，胸怀真情，调查研究才有实效。永安市
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就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剖
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举措。截至目前，永
安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调研 221 次，累计形成调
研报告 32篇，已协调解决重点突出问题 50余个。

民生无小事，永安市从群众急难愁盼着手，尽心尽
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

走进永安一中，一幢以白色为主色调的七层学
生宿舍综合楼拔地而起，“桂英公寓楼”几个大字格
外醒目。

近年来，随着永安一中寄宿生人数增加，学生宿舍
严重不足，家长反映强烈。

去年，永安一中学生宿舍综合楼列入市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总投资 2300 万元，并发动校友林利军捐
款 800 万元，目前宿舍楼已竣工投用，可以提供 384 个
床位。

……
一项项“硬核”举措、一次次暖心服务，让群众感受

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永安市推动
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 80 余件，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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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旻 张颖） 2024 年 1 月 4 日，对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移交的第三十二、三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32 件，我省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调
查处理情况。根据督察要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在报纸、
网站等媒体上公布。

第三十二、三十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

扫描二维码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
情况一览表（第三十二批）》

扫描二维码查看《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
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三十三批）》

（上接第一版）
目前，在资金链方面，全市共梳理

出企业融资需求超 40 个，实现行业投
融资 8.13亿元。

这是南平产业体检工作的一个缩影。
作为科特派制度发祥地，南平还

依托平台会聚科技特派员，高层次、高
技能人才等本地人才，以及全国高水
平专家的庞大人才库数据，通过人才
评价模型进行精准匹配，筛选出适合
企业的人才。

此外，体检还排查出各个企业创
新能力不强、人才资源不足、金融支撑
不够等一系列问题点。

针对体检结果，绿创中心运用大
数据检索和智能匹配技术，动态探查

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
术，并将企业、人才、专利等科创要素
挂接到产业图谱，使供需精准匹配。

用好成果，提高服务质效
产业体检，为南平绿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助力。
“产业体检，关键在后续的运营和

服务。”南平市科学技术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结合实地调研和绿创中心提
出的分析建议，持续完善产业服务功
能，推动成果转化与项目落地。

2023 年 12 月，位于邵武金塘工业
园区的福建福豆新材料有限公司，其
高纯电子特气及专用化学品项目投
产，提升了高端电子气体国产化率。

“我们团队研发生产的电子特气
均是国内首套国产化工艺，结束了部
分电子特气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福
豆新材料总经理马建修说。

这是产业体检帮扶企业“破瓶颈”
的一项成果。

“我们这个行业技术攻关难度大，
公司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有关部门精准
匹配了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马建
修介绍。

在产业体检过程中，南平市科技
局主动靠前指导企业开展科技项目申
报，成功为公司与高校电子特气领域
专家牵线搭桥。

产业体检工作在服务南平主导产
业、生态优势产业等方面也成效显现。

以竹产业集群为例。日前，针对竹
产业“创新链”诊断发现的“高性能竹
机运输装备”“竹木智能化精加工技
术”等，绿创中心迅速锁定攻关企业推
荐，有关部门及时响应并完成精准对
接，已先后助推竹木产业工业设计研
究院（福建）有限公司、邵武市兴达竹
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申报省科技厅
创新项目，并获得资金补助……

“绿色，是南平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南平市科学技术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南平将探索绿创中心与

“企呼我应”机制有机融合，建立“提出
需求—剖析需求—精准匹配—资源配
置—提供服务—反馈跟进”的一站式
企业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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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行走在位于周宁县纯池镇
的淳兴种养专业合作社葡萄种植基地
内，工人正忙着给葡萄树修枝剪叶、松
土施肥，为来年葡萄丰产打下基础。

望着眼前繁忙的景象，基地负责
人徐守臻感慨万千。2013 年，在广东经
商的徐守臻看到葡萄市场前景，返乡
流转土地，开启了农村创业之旅。

作为纯池村最早种植高山晚熟葡

萄的“排头兵”，徐守臻的葡萄园从当
初 80 亩 的 实 验 地 ，发 展 成 如 今 占 地
500 多亩的合作社，种植有巨峰、阳光
玫瑰等 4 个品种，吸引了游客来采摘
游玩。

葡萄种得好，周边群众也跟着收
益。“每年从 4 月果园管理开始到 10 月
采摘打包，我们基地为 50 多名村民提
供就业岗位，帮助每人月均增收 4000

多元。”徐守臻说，纯池的葡萄与福安
等地葡萄上市打了个时间差，弥补了
市场销售空白，深受消费者喜爱。

纯池镇是周宁县山地生态农业之
乡，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发展种植
业条件好。近年来，该镇以建设农业产
业强镇为目标，打造“萄醉纯池，葡萄
小镇”品牌，让生态资源价值变现。

“我本身从事电商直播行业，了解
到家乡葡萄产业发展前景后，决定回
来种植‘阳光玫瑰’。”2019 年，周宁县
乐侬侬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凌明
禹回乡创业，如今葡萄种植面积达 120
多亩，年产值 500多万元。

葡萄产业为纯池镇引来人气、人
才，带来发展新动能。如今，纯池镇已
有 14 个村 800 余户村民参与高山晚熟
葡萄种植，种植面积达 8000多亩，葡萄
种植合作社达到 100余家，并发展到泗
桥、浦源等周边乡镇。2021 年，纯池镇
被列为“省级葡萄产业强镇”。

2022 年，纯池镇又组建葡萄产业
联村联社党委，围绕以葡萄产业为主
的纯池村、莲地村等 6 个村，集聚整合
挂村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乡村振兴
指导员等“下派力量”，推动全镇葡萄
产业走向联盟化、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信息化的特色发展之路。

此外，纯池镇还依托福建省农科院
等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建立纯池镇高
山晚熟葡萄种质资源繁育基地，开展良
种联合攻关，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目前，纯池镇高山晚熟葡萄全产
业链年产值已突破 2.31 亿元，为近 900
户村民创造了就业条件，实现户年均
增收 2万元以上。

周宁县纯池镇大力发展高山晚熟葡萄，“串”起亿元大产业——

葡萄甜 日子更甜
□本报记者 单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