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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雅莹 程枝文 张
哲昊 郭斌 通讯员 吕锦燕） 3 月 21 日

至 22 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

会 主 办 的 2023 年 度 全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终评会在京召开。经过项目汇报会、综

合评议，投票选出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成功

入选，成为 2023 年度我省唯一入选的考

古项目。

壳丘头遗址群位于平潭岛，沿海岸

山体东麓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

头 、西 营 、东 花 丘 、龟 山 等 遗 址 。2017 年

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

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

学院、平潭综合实验区遗址公园保护与

发展中心多次联合发掘壳丘头遗址群，

专家从考古学、动植物考古学、年代学、

古环境学、体质人类学、遗传学等学科领

域对遗址群展开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取

得重大进展。

2023 年，考古专家在西营、壳丘头遗

址发现了水稻遗存，被证实是中国东南沿

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存。结合出土陶片上

稻、粟、黍的痕迹，及器物残留物分析发现

的稻、黍、粟、豆类等农作物淀粉粒，考古

专家推断，稻、粟等农作物出现在平潭岛

上的时间可追溯至 7000 多年前。植物考

古研究表明，稻和粟在距今 4800~4600 年

前传入台湾地区。西营、壳丘头遗址的新

发现，不仅揭示出各时期东南沿海海岛史

前人群的农业生产活动，也为南岛语族早

期人群扩散提供了新的确凿证据。

（下转第二版）

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入选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报讯（记者 周琳） 志同道合，跨越山

海。3月 21日至 22日，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

市学习考察。21日，两省市召开沪闽深化合作发

展交流座谈会。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

讲话。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翼

在会上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福建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分别介绍 了 上 海 市 和

福 建 省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情 况 。上 海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黄莉新，上海市政协主席胡文容参加有

关活动。

陈吉宁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感谢福建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支

持帮助。他说，福建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

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重要要求，

胸怀“国之大者”有担当，深化改革开放探新路，

放大“清新福建”新优势，传承优良作风干劲足，

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值得上海同志认

真学习。

陈吉宁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建设

“五个中心”重要使命，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沪闽

两地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承担着国家重大战略任

务。将进一步加强对接，共同谱写沪闽合作新篇

章。在深化高水平开放上携手共进，在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上增强联动，打造国际合作发展新优

势。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加强协同，优化产

业对接机制，携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进

绿色低碳发展上同向发力，在构建绿色低碳供应

链体系上深化合作，携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在

传承红色基因上拉紧纽带，加强红色资源整合，

弘扬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上海将按照党中

央部署，与福建省、三明市一道，加快探索区域协

同发展新模式，打造对口合作新样板。

周祖翼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上海长期以来给

予福建的大力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周祖翼

说，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长期领中

国开放风气之先。近年来，上海全市干部群众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加

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

心，改革开放步伐坚实，城市治理经验丰富，党

的建设走在前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上

海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令我们

由衷钦佩，值得认真学习借鉴。上海与福建交往

历史源远流长、情谊深厚，近年来各领域合作更

加深入，结出累累硕果。希望两省市进一步加强

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在服

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大发展。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携手

共进，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培育改

革开放新优势上密切交流，合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深

度合作，持续推进产业、科技、文旅等方面合作形成更多成果；在发展民生社会事

业上加快对接，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教育等民生服务；在深化沪明对口合

作上走深走实，着力打造新时代革命老区对口合作的典范。

在沪期间，代表团一行怀着崇敬心情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和纪念馆，感悟伟

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参观了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考察了杨浦滨江城市公

共空间保护改造项目、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亿通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滴水云厅规划展示中心等，感受上海

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强大动力。

上海市领导赵嘉鸣、朱芝松、陈金山、李政、张小宏、刘多、陈宇剑，福建省领导

林宝金、崔永辉、吴偕林、林瑞良、王金福参加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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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交流经验，手把手传授技

能……在松溪，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

生产车间、养殖圈舍、蔬菜大棚、育秧基

地、农家小院，处处活跃着科技特派员

的身影。

日前，普仑斯（福建）泵业有限公司

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福州市福塑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

公司共同承担的福建省中科院 STS 计

划配套院省合作的“水泵用防锈耐介质

多功能液体喷膜材料研发及应用”项目

通过省、市专家组验收。

“该项目研发历时两年半，采用植

物油基支化多元聚碳酸酯预聚体和防

锈耐介质功能材料，相较于传统的聚氨

酯材料，有效提高防锈耐介质性能，减

少了污染物和有机溶剂的排放，且降低

了制造成本。”普仑斯（福建）泵业有限

公司省级科特派刘在伦介绍。

“刘在伦教授积极指导公司开展

科技创新、企业管理和项目开发，提供

从点到面、从单一到综合的水泵系列

产品研发、设计、制造、服务等全方位

科技服务。 （下转第五版）

松溪：打造科技特派制度“升级版”

在福建海泉化学有限公司，塔器

林立，蒸气升腾。去年底，两套化工装

置上下游全线顺利贯通，标志着总投

资超百亿元的海泉化学从泉州顺利

搬迁至漳州古雷石化基地。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何积庚指着一粒粒白色

晶状物体说，“这是高端定制热塑性

聚酯产品，用于电器、汽车、飞机制

造、通信等工业领域”。

进新园，入新链，获新生。海泉化

学的搬迁，不只是简单的地理搬迁，

而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为我省石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一个观察视角。

“危”“机”并存的搬迁
20日，在海泉化学智能中控室里，

记者看到，这里有数十台用于工业控

制的电脑，显示屏上各项生产数据不

断跳动，工作人员紧张忙碌着，一个个

操作指令从这里“奔赴”生产现场。

何积庚告诉记者，海泉化学的前

身是老牌石化企业福建湄洲湾氯碱公

司，已经在泉州市泉港区发展了 27
年，是福建省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骨

干企业。公司以烧碱为基础，形成丙

烯—环氧丙烷（PO）—聚醚（PPG）和

甲醇—1，4-丁二醇（BDO）—聚对苯

二甲酸丁二醇酯（PBT）两条主产业

链，带动省内造纸、化纤、纺织、建材等

化工下游产业发展，月利润超亿元。

数 据 虽 然 亮 眼 ，但 隐 忧 开 始 浮

现。随着泉港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周边居民点逐渐靠近厂区，已无法

满足现行国家及地方规定的安全距

离要求。

“安全、环保是化工企业的‘生命

线’，我们搬迁，主动化解风险，优化

产业布局。”回想起当时的决定，何积

庚说，接到要搬迁的消息后，管理层

忧心忡忡：一愁没有好地方可去，人

员安置存在压力；二愁搬迁周期长，

可能导致产品断档、客户流失；三愁

老厂区数亿元的固定资产如何处置。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搬迁过程中

“危”中有“机”。若企业抓住搬迁契机

转型升级，重塑产业链，能提升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

怎么搬，怎么转？

在省生态环境厅和工信厅的指

导下，经过对省内多个石化基地的调

查分析、多轮探讨试验、反复计算测

试等可行性研究后，2021 年 9 月，按

照《搬迁方案》，氯碱公司作出了停

产、搬迁至古雷的决定。

“古雷石化基地虽起步较晚，但

后发优势明显。”何积庚表示，古雷石

化基地是全国首个封关管理的石化

园区，已形成高站位园区规划、高质

量公用配套及高水平智能化管理模

式。古雷与泉港区位相近、产业链条

协同，不仅能够有效控制搬迁成本，

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同 时 ，福 建 能 化 集 团 投 资 超

1500 亿元，在古雷石化基地建设“龙

头企业+产业链”，已落地福海创、中

沙石化、古雷石化等大项目，打造高

端石化产业集群。“作为集团的企业

成员之一，是集团在古雷石化基地

‘延链、补链、强链’构建产业集群发

展的重要一环。我们在这里安家，可

以根据市场需求，与集团其他公司

相互配合，引进高端产业项目，致力

于精细化工、新型材料的开发与生

产。”何积庚表示。

（下转第二版）

一家化工企业的搬迁升级之路
□本报记者 苏益纯 赵锦飞 通讯员 蔡彩霞 卢冠琼

本报讯（记者 刘必然） 21 日至

22 日，省委副书记罗东川率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赴三明调研春耕备耕、乡

村振兴和中小学党建工作，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

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抓紧春耕备耕工作，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切实加强中小学党建工

作，努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在明溪县城关乡和建宁县溪口镇

溪口村、里心镇里心村、先正达集团水

稻种子供应链创新中心，罗东川深入田

间地头、生产车间，了解春耕备耕、“新

农人”返乡创业、农业科技创新、种业发

展、农村电商、基层党建等情况，与村干

部、“新农人”、制种企业负责人、基层群

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他指出，抓

好春耕备耕，对于确保粮食丰产和粮

食安全至关重要。要不误农时抓好春

季农业生产，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落实力度，强化农资供应保障，在良种

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全

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以乡村发展

建设治理为重点的乡村振兴，深入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引导更多人才和能人回归，壮大乡

村振兴人才队伍。 （下转第二版）

省领导赴三明调研春耕备耕、
乡村振兴和中小学党建工作

22日，福州港江阴港区，全

球量产最长的 108 米大功率风

电叶片，依次装载在马恩岛籍

“传威远见”轮上，吊装 8 片后

运往新加坡。

近年来，位于福清的福建

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集

聚多家风电龙头企业，形成结

构件、电机、叶片、整机等完整

产业链。据厦门边检总站福清

边检站统计，自 2022 年 12 月以

来 ，边 检 站 已 检 查 监 护 21 批

168片叶片远销海外。

图 为 厦 门 边 检 总 站 福 清

边检站民警在进行风电叶片

吊装期间的检查监护。

谢贵明 摄

全国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习近平

总书记赴湖南考察，并在长沙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党的二十大以来，总书记亲自主持

召开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

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荒

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

兴、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

发展座谈会，这次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座谈会是第 7 场推动区域发展战

略落实的座谈会。“下一步我们还要召

开推动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座谈会，这些会

议一届开一次，一个一个抓起来，一轮

一轮抓下去，久久为功、步步深入，必有

所成……”看准了就持续抓下去、不成

功决不罢休，是总书记抓工作的定力、

韧劲和方法。

2020 年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曾有感

而发：“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些具有历史

意义的时间节点上。”那时，“十三五”即

将收官，“十四五”即将开局。2024 年，

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 75 周年华诞，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也进入关键

一年。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召开这次座谈

会，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更高起点上

新的出发。

中部6省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

土面积，承载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

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我国重

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

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

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5 年前，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

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擘画

了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的宏伟蓝

图。“这 5 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向着

正确的方向持续走下来，成绩很大，成

效很明显。”

5 年过去，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

高起点上。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为新

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指明了方向。

总书记的话充满信心和力量：“我相信，

相关工作思路和举措通过大家的认真

领会形成因地制宜的具体方案，并在 6
省全面推开，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又会迎

来新一轮高潮。”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任，把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

正是春耕备耕时节，习近平总书记

19 日下午来到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

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

平畴沃野，碧水绕田。春风中摇曳

着一片片碧绿金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

的清香。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示范片区采用

“五统一、两利用”技术模式——统一优

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深施

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技术，利用

田埂种植大豆、利用冬闲田种绿肥，早

稻、晚稻两季亩产达到 1152.3公斤。

沿着田边小道，总书记走向农田深处。

一旁的稻田里人们正在育秧，秧盘

上的种子刚刚播下。“你们这里什么时候

开始插秧？”总书记走上前仔细察看，并同

在场的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交流。

“4月上旬和中旬。”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总书记对农

业生产的熟悉，引来大家会心的笑声。

“一亩地纯收入能有多少？”总书记

关切地问。

“兼种油菜的话，加上种地补贴，大

概可以拿到 1300元到 1400元。”

在场的种粮大户陈帅宇是一名“90
后”返乡大学生，带头成立了一个合作社，

承包了2800多亩水稻田。总书记和他攀

谈起来：“大学学什么的？回来多久了？”

“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回来9年了。”

“打算继续干下去吗？”总书记问。

“肯定继续干下去，现在国家对种

粮的支持力度很大，我们越干越有劲

了！”小伙子高声回答。

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青春的身

影。他们接过父辈的重任，用新的理念

和技术打开新的天地。

离开稻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港中

坪村种粮大户戴宏家中看望。院子里，

为春耕准备的插秧机、抛秧机、喷洒农

药用的无人机，以及种子、化肥、农药等

农资一应俱全。

戴宏告诉总书记，自己承包了 480
多亩水田，全部种植双季稻，去年种田纯

收入55万多元，政府还补贴了7万多元。

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种粮户不

能吃亏，有钱赚，才有种粮积极性。”

“湖广熟，天下足。”八百里洞庭浩

浩汤汤，湘资沅澧绵延流淌，滋润出湖

湘大地的沃野粮仓。

“我常说，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里，而且里面应该主要装中国

粮。我们 14 亿多人靠谁都不行。现在生

活好了，也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总书记

的话给村民们吃了“定心丸”，“党中央

会继续鼓励支持我们广大农村走农业

现代化的道路，继续完善这方面的政

策，让种粮也能够致富，让广大农民生

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断过上更幸福更

美好的生活。”

粮食，一头连着百姓民生，一头连

着国家安全。

湖南在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担

当重任——以占全国 2.8%的耕地生产

了占全国 4.4%的粮食，水稻面积和产

量均居全国第一。 （下转第四版）

站到更高起点 挺起中部“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并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