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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优势 雁阵齐飞

夜幕下，屏南县甘棠乡巴地村的操场上
人声鼎沸，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火
凤凰表演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驻足观赏。当
装着木炭的火笼慢慢升起，无数火星从顶端
火笼中溅落，幻化成流星雨般的绚丽火花。

先前，游客在观演后要连夜返回城关住
宿，舟车劳顿，多有不便。2022 年，甘棠乡组
建漈下片区党委，以漈下村作为片区中心
村，辐射带动周边的小梨洋村、巴地村，整合
文旅资源，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如今，漈下民
宿、巴地火凤凰、小梨洋休闲农场已然串点
连线，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乡村游，住宿难
问题迎刃而解。

由从无到有迈向从有到优。2022 年底，
漈下片区党委引进缦荷文旅集团，将各村民
宿集中起来，实行专人管理平台订单服务，
针对旅游淡季推出民俗音乐晚会等一系列
引流活动，统一运营、统一管理、统一宣传。
在这样的模式下，原来的民宿主成为民宿管
家，民宿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民宿环境与住
宿条件显著改善。

截至目前，漈下片区已拥有特色民宿
11 家、床位 120 余个以及咖啡餐饮店 6 家、
休闲农场 3家，年接待游客量达 35万人次。

资源互通 百花齐放

漫步在熙岭乡塘后片区产业园，一簇簇
玫瑰枝条郁郁葱葱，再过不久，这里将成为
姹紫嫣红的花海。

“目前园区共种植玫瑰 720 亩，每年产
量达 390 吨。以玫瑰为原料，我们开发出玫
瑰纯露、玫瑰花茶、玫瑰超微粉等数种相关
产品，年销售额超过 200 万元。”宁德高大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延厅说。

塘后片区党委自 2021 年成立以来，锚
定农旅发展定位，着力突出打造高山花卉、
食用菌、果蔬三大主导产业加旅游的“3+1”
农旅产业发展线路。聚焦规模小、用地难、渠
道窄等问题，塘后片区党委统筹各村资源，
在土地资源、水电路网建设等方面给予保
障，牵头协调解决 20 亩育苗基地选址、用地
事宜，帮助玫瑰产业育苗基地落地；同时破
解高山花卉园区周边 1804 亩林地租用问
题，为花卉产业发展“铺平道路”。

“以前我要去外地找活干，一去就是一
年，照顾不上家里。花卉产业发展起来以后，
我就回村里务工，既有收入，还能顾家，日子
越过越有盼头！”村民韦明清说。

花卉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了村集体
与村民双增收。如今，塘后村集体种植玫瑰 75
亩，村集体经济增收超过 7.5万元。通过流转土
地种植玫瑰花，每年仅以租金形式便推动农户
增收 12.48万元。同时，塘后片区党委按需调配
人手，通过招收管理人员、花卉采摘人员带动
片区内村民就业20多人，人均增收1万元。

攥指成拳 酒香千里

跨越廊桥，穿过碇步，代溪镇北墘村座
座古厝里陈列排排酒坛，空气中弥漫着黄酒
香韵，其制作技艺已传承百余年。

2021年，代溪镇以“红粬黄酒之乡”北墘
村为核心，吸纳洋头村、后章村、往里村组建
北墘片区党委，通过统筹发展资源，突出产业
融合，以黄酒文化传承为主线，积极发挥片区
党委引领作用，打响北墘黄酒产业新品牌。

自片区党委成立以来，当地重点探索构
建“黄酒文化+产业发展”的高效增收模式，

依托北墘酒业公司，通过“党建+企业+农
户”的模式，由北墘片区党委领办的古酿合
作社为“媒”，面向片区内各村收储散户黄
酒，配备党员技术指导员对“酿—收—销”进
行全程跟踪，统一酿造和收储标准，对村民
自产的黄酒进行集中收购、加工、包装、推
广，带动片区 110 余户农户从事黄酒酿造，
共同打造片区“柏墘”黄酒品牌。

在充分利用红粬黄酒产业基础“变现”
的同时，北墘片区党委将“黄酒文化+乡村
旅游”作为片区发展的重点方向，片区党委
鼓励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陈丽清“揭榜挂
帅”，打造黄酒文化旅游新品牌。

“初至北墘，我便认为红粬黄酒酿造技
术具备丰富的品牌宣传价值。我们随即推出

‘红粬奶酒’‘红粬粽’‘黄金万两鸡尾酒’等
衍生产品，拍摄了 9 个推荐短视频，越来越
多人通过线上渠道来咨询北墘旅游攻略，成
功吸引了一大波流量。”陈丽清说。

2023年，在北墘片区党委的引领下，片区
内黄酒年产量超 1000吨，年产值突破 3000万
元。北墘村旅游人数近 6万人次，旅游收入近
800万元，各村村级集体经济平均收入超过了
30万元，酿出了乡村振兴的“醉美味道”。

在山城屏南，特色产业在片区党委的引领下织出一片锦绣田园，党群同心奔发展的生动场景在沃野
田畴中轮番上演，蹚出了一条抱团发展、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

片区党委连线 产业振兴连片
□本报记者 尤方明 通讯员 张乾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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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国内化纤行业头部互联网平
台——化纤邦将总部迁入集美。化纤邦品
牌背后的福建纤链科技有限公司，正是由
集美产业投资基金参股子基金——国贸产
业基金投资引入，该基金由国兴投资管理。

化纤邦成立于 2014 年，是面向中小企
业构建的化纤产业数字化运营平台，主要为
化纤行业中小企业提供撮合交易、代采代
销、供应链金融等服务。2022 年，化纤邦成
功获得厦门国贸产业基金 C 轮投资，基金投
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今后，依托化纤邦行
业信息数据与线上交易平台，并结合国贸股
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和资源渠道优势，双方
将共同服务纺织产业，持续向聚酯产业链上
下游延伸。

“在集美区政府和投资基金的帮助下，
我们的第一个示范产业项目即将在集美区
安仁产业园进行投放。”福建纤链科技有限
公司 CEO、B2B 平台化纤邦创始人方君方
欣喜地表示，无论是从结合当地人才优势组
建团队，还是在选择办公场所、与当地税务
部门沟通方面，都在集美区感受到了“超乎
想象”的服务。

化纤邦集团的海外事业部目前也已经
落户集美。“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化纤邦能够
在厦门得到这样的关怀，让我对未来充满期
待。就像我们内部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到集
美 一起美’。”方君方说。

作为厦门市首个区级产业引导基金，
集美区产业投资基金自 2015 年 4 月设立以
来，通过统筹发挥财政资金对金融资源的
撬动作用，持续吸引优质资本推动行业升
级，截至 2023 年 12 月，集美区产业投资基
金 已 投 资 设 立 子 基 金 32 只 ，基 金 规 模 近
634 亿元，位居福建省各县区首位。其合作
机构涵盖全国社保基金、国家制造业转型
升级基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
国家级引导基金，鼎晖、博裕、源峰等国内
外头部投资机构，以及海尔、中交、国贸等
世界 500 强企业。

以基金招商为“金字招牌”，去年来，集
美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前往上海
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精准对接企业和资本，
推动企业迅速落地。去年 5 月，在集美产业
投资基金参股子基金——阳光融汇基金的
投资推动下，矽杰微作为中国南派芯片群英

谱成员之一复旦系芯片领军企业，已将其总
部成功迁入集美，为更好地推动矽杰微加快
在集投产，集美招商服务公司坚持“今日事
今日毕”“要素跟着项目走”，在服务效率上
做“加法”，在工作流程上做“减法”，做好项
目全生命周期服务。

在 市 场 化 招 商 与 政 府 招 商 相 结 合 的
“大招商”格局下，充分用好“全员招商、协
同作战”联动机制，推动区直部门、镇街等
横向协同，推动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纵向
联动，扎实开展精准服务、高效服务、滴灌
服务，助力矽杰微安心扎根、顺心发展。经
过近 7 个月的筹备建设，矽杰微于去年底
正式投产。

作为集美打造的金融产业链服务平台，
由集美产业投资基金运营管理的杏林湾基
金聚集区“吸金”能力备受瞩目，成为吸引优
质企业、驱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
擎。去年 5 月，杏林湾基金聚集区登上“2022
年中国最具特色基金小镇 TOP10”榜单，成
为福建省唯一上榜的基金小镇。

“集美区把与基金对接、谈判中收集到
的市场需求、行业痛点纳入顶层设计中，切

实做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紧密结
合。”集美产业投资集团总经理助理马亮介
绍说，未来，产业投资基金更倾向于多投一
些天使基金、创业基金，引导更多基金“投早
投小”，进一步增强对社会资本的撬动效应，
吸引更多股权类投资企业落户集美，以市场
化的敏锐触角形成强劲的“磁石效应”。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1 月，杏林湾基金聚集区基
金数量已达到 970 家，基金管理规模超 2043
亿元。

以“基金+基地”模式为依托，集美区充
分发挥金融资本“蓄水池”和“动力核”作用，
驱动基金助力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双轮”
前进。如今，集美建立起了“基金招商、产业
布局、专业化服务”的招商工作机制，逐步形
成基金“立体招商”新模式。

日新月异的工业园区、落地生根的重大
项目、高技术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放
眼集美，产业发展春潮澎湃。集美区相关领
导表示，今年杏林湾基金聚集区基金管理规
模将力争突破 2500 亿元。此外，集美区还正
在谋划成立“高质量发展基金”，探索区产业
投资基金跨区域合作投资新模式。

截至2023年 12月，厦门市集美区产业投资基金已投资设立子基金32只，基金规模近634亿元，位居全省各县区首位

企业落户到集美 基金项目“一起美”
□本报记者 田圆 通讯员 卢和萍

本报讯（记者 林智岚 通讯员 王贻林） 15 日，记者从厦
门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近日，中国专利保护协会公布全国首批专
利密集型产品名单。厦门立林科技有限公司、全磊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等 41家企业的 51件产品成功入选。厦门认定的产品数量位
居全省第一，占比 41.5%。

“专利密集型产品”是指拥有多项高质量专利、主要依靠专
利参与市场竞争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产品，是打通专利
端和市场端的重要载体。2022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明确以专利
产品备案和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两步走”的方式，备案认定一
批知识产权竞争力较强的专利密集型产品，并部署启动专利产
品认定工作。专利产品获得备案证明或认定证书，不仅可以为消
费者提供消费决策参考，也可以作为相关企业在获取相关政策
支持时产品技术先进性和专利市场效益的有力证明。至 2023 年
底，厦门市共有 458家企业的 1762件专利产品进行了备案。

厦门51件产品入选
国家首批专利密集型产品

本报讯（记者 赖昊拓） 近日，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做好农
资保供稳价的决策部署，促进农资市场平稳运行，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向社会公布“2024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农资保供重点企
业”名单，我省 6家企业入选。

本次入选的企业包括：福建省福农农资集团有限公司、福建
中农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福建天禾绿保嘉诚化肥有限公司、
南安市天禾绿保农资有限公司、福州市天禾绿保农资有限公司、
漳州市天禾绿保农资有限公司。

据悉，今年春耕开始以来，我省农资企业响应“绿色农资”
“减量增效”号召，积极做好市场需求调研，及时调剂余缺，增加
储备省内紧缺的优质复合肥、专用肥，线上线下结合拓展测土配
方、统防统治、土壤改良等业务，推广有机肥和绿色农药，推动

“产品+服务”向基层下沉。截至 3 月中旬，全省本轮冬储已完成
化肥储备超 71万吨，农药储备完成数超 3100吨。

我省6家企业当选
全国农资保供重点企业

▶16日，人们在“柴头会”选购苗木。

3 月 15 日，武夷山市一年一度的“柴
头会”在市区拉开帷幕。该活动为期 3
天，分竹木制品、花卉苗木两个分会场举
行。当地各乡镇农民拿着自己生产的竹
木制品、花卉苗木来到“柴头会”销售，各
地客商纷纷前来选购。

邱汝泉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杰 戴敏 通讯员 黄水林） 近日，在总投

资 50 亿元的连城县建筑建材专业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期工
程引进培育的赛特新材、允升科技、富润建材等新型建材龙头企
业，工人们正以生龙活虎的干劲，加紧生产真空玻璃、复合不锈
钢管、水泥助磨剂等新型建筑材料；二期工程施工队正抓紧进行
一号厂区钢结构建设和二号厂区厂房砌砖施工，项目建设提速
提质全力推进。

阳春三月，连城红土大地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全方位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奋力攻坚冲刺重点项目建设“开门红”。

新材料产业是连城县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之一，为确保建筑建
材专业产业园项目今年内完成主体建设，春节后，该县主要领导和
挂钩领导多次到现场召开办公会、推进会，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督
促各责任单位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做足做细要素保障，统筹优化
施工方案，加大人力、财力、物力投入，集中力量攻克难关，在确保项
目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抢抓施工进度，争取尽快竣工投产。

在新泉红色走廊项目现场，新泉整训纪念馆和游客集散中
心已完成主体和公建部分验收；新泉红色教育研学基地主体建
筑实现封顶；望云草室旧址群周边环境整治提升、“一河两岸”美
化亮化持续推进；安置地块交付安置户使用；新泉整训文化公园
内，妇女儿童悠闲散步玩耍……今年初以来，新泉镇党员干部下
沉一线、主动靠前，协调解决有关建设内容、设计方案、资金拼
盘、工程款支出等方面的困难问题 10 余个，多线并进推动新泉
红色走廊项目建设大提速。

今年初以来，连城县围绕重点项目攻坚，健全完善重点项目
推进机制，提升项目工作质效；成立县级攻坚指挥部，抽调精干
力量充实工作专班，抓实抓细项目建设各环节服务保障；党员干
部下沉一线，现场为项目“诊断开方”破解难题，为加快推进连城
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据了解，连城县共有建筑建材专业产业园、稀土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永丰水库、新泉红色走廊等 11 个项目列入 2024
年重点攻坚的龙岩市重大项目，总投资 112.63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31 亿元。今年 1—2 月，已完成投资 6.324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26.05%，超序时进度。

连城冲刺
重点项目建设“开门红”

▼15日，客商在“柴头会”上选购竹制品。

（上接第一版）
位于仓山区的流花溪，全长约 4.4 公里，曾经

水葫芦茂密，黑臭现象严重，河道里垃圾成片，部
分河道被完全填埋。经过治理，淤泥被清走，河道
拓宽，并连通了洪湾河、浦上河、台屿河、乌龙江，
恢复了水流潺潺、碧波荡漾的美景。

为了让治理后的流花溪成为群众的生态福
地，福州探索建设串珠公园，在河道两岸种植了
榕树、樟树等大小乔木近 50 个品种 9000 多株，新
增绿道 9 公里，绿化面积达 17 万平方米。家住流
花溪沿线的市民温美姜说：“以前去离家最近的
公园也要步行 3公里，现在真是抬脚可达！”

沿河建设串珠公园，是福州结合内河治理，
在全国首次提出的公园建设理念。目前，福州利
用滨河绿道，建设了贴近服务市民的串珠公园
379 个，串联建设提升公园绿地约 320 公顷，通过

“串珠成线”，形成连续不断、纵横交错的城市生
态走廊。

因山就势建设郊野公园，是福州推动公园建
设的另一项新探索。位于鼓楼区、2016 年开建的
福山郊野公园，以绿道串联大腹山、五凤山、科蹄
山三座山体，形成以看山看水看城为特色的大型
城市郊野公园，还吸引白鹇、凤头鹰等珍稀鸟类在
这里出现，成为市民休闲福地、自然科普基地。

如今，福州已建成 630 公里城市休闲步行绿
道、近 1500 个公园和 5000 多亩滨河公园绿地，成
为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构建了涵盖自然保护
地、闽江流域、城市公园绿地、街头绿地等的公园
体系。

此外，福州还创新“公园+”模式，利用公园
打造不同特色的公共休闲空间，满足市民多样化
需求。绿色生态休闲空间、儿童游乐成长空间、适

老康养空间、文化共享空间……各类城市空间的
打造，让市民与公园绿地的联系更加紧密。2021
年，福州获评全国十大“大美之城”，市民最满意
的就是公园绿地。

抓好顶层设计，用制度为生态护航

每到冬天，位于长乐区的闽江河口湿地就热
闹起来，成群的候鸟如约而至。闽江河口湿地是东
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驿站，每年
在此迁徙停歇的水鸟总数超过 5 万只，拥有中华
凤头燕鸥、勺嘴鹬、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鸟类。

为保护好闽江河口湿地，福州市在 2010年就
颁布相关管理办法，并于 2017 年进行了修正，让
湿地保护一直有章可循。去年初，进行全面修订的

《福州市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正式

施行，与时俱进为湿地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用法治护航湿地保护，是福州持续构建生态

文明建设制度保障的缩影。福州先后印发实施
《福州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规划（2018—
2025）》等规划文件，同时以“生态优先”为指导思
想，制定颁布《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等 18 部生
态环境建设和资源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政
府规章，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3 月 14 日是福州市“河长日”。当天，福州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开展“河长日”暨“护河
爱水、清洁家园”活动，到一线察看湖体水质和公
园绿化工作，并挥锹铲土、提桶浇水、合力种树，
为公园增添勃勃生机。

“河长日”是福州以上带下促进各级河长积
极履职的重要制度创新。福州将“河长日”写入

《福州市全域治水条例》，在水质全面提升目标完

成之前，将每月 14 日都作为“河长日”，叠加开展
“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通过高位推进、全力
攻坚，换来一条条清清河流，推动“护河爱水、清
洁家园——河湖水质提升项目”入选“2023 年人
民群众最满意的十件实事”。

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福州一张“烫金名
片”。去年 10 月 28 日举行的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
城市奖颁奖活动上，国际专家评审团点评的福州
亮点为：聚焦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创新实施城市水系治理工程，建设成为绿
色低碳生态友好的“千园之城”。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福州市领导表示，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福州得天
独厚的生态优势，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加快建设山清水秀城美的现代化国际城
市，让老百姓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上接第一版）
墙面的另一侧，有一份“捐款爱心榜”同样醒目。上面详细记

录着 2023 年重阳节期间，爱心企业与个人为老人们捐赠的过节
物 资 ：爱 心 捐 款 共 计 77320 元 ，重 阳 宴 花 费 28700 元 ，结 余 的
48620 元善款存入养护院专户，用于村里日常的敬老爱老活动
开支。

收获各方爱心汇聚的长者食堂，也为留守老人们的生活带
来更多温暖。每月 15 日，长者食堂都为本月生日的老人们举办
集体生日宴，代替外出的子女，带给他们温馨陪伴；每年“重阳
宴”，免费宴请全村 60 周岁以上老人，并由“桑梓融情”志愿服务
队开展歌舞表演；为缓解游子与老人间的思念之情，食堂定期组
织老人们和海外子女视频通话。

“作为‘八闽新侨乡’，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国外闯
荡。”梓口坊村驻村第一书记伍斌说，“年轻人在外拼搏奋斗，家
乡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帮忙把各家的留守老人照顾好，当好奋斗
者的坚强后盾，弘扬好和美乡村敬老爱老新风尚。”

爱心，托起长者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