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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龙”有着特别的寓意，不少家庭
选择在龙年生育“龙宝宝”，同时寄予“望子成
龙”的美好期盼。笔者近日走访莆田月嫂市场
发现，“龙宝宝”扎堆出生，让月嫂变得抢手起
来，月嫂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红火态势。

一“嫂”难求，预订火爆

连日来，家住莆田市涵江区华永天澜城
的黄琳一有空，就忙着打电话预约月嫂。

“第一胎临产的时候，月嫂很好找。今年我
从春节前就开始找，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合心意
的。”作为一名二胎准妈妈，黄琳的预产期在今
年8月。她告诉笔者，今年生孩子的人数明显增
多，身边好几个朋友特意生“龙宝宝”。因此，今
年月嫂市场十分火爆，好月嫂更是一“嫂”难求。

笔者走访了多家家政服务公司，各负责
人均表示，龙年月嫂服务十分抢手，预订火
爆，如果想要金牌月嫂服务得早下手。部分
公司上半年的月嫂已经非常紧俏。

“年前开始，就有客户陆续来预订龙年
月嫂服务。最近一段时间，前来咨询的孕妇
更是络绎不绝。”莆田禧俪月子中心相关负
责人小伊介绍，相比于往年同期，龙年月嫂
订单量上涨了 50%，特别是金牌月嫂的订单
基本都排到了年底。如果客户想要有更多的
选择机会，最好提前半年预订。

月嫂培训市场火热

月嫂市场供不应求，前来应聘的人也是
络绎不绝，月嫂的培训市场随之火热起来。

家住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的林秀琴就是其
中一员。

“当前育婴师是热门岗位，不仅前景好，
而且需求量大，值得尝试。”林秀琴告诉笔
者，原本她是一名家庭妇女，在涵江区职业
介绍中心的帮助下参加家政培训，接触到了

育婴行业，再加上本身十分喜欢孩子，于是
决定一头扎进家政母婴护理行业，立志做一
名优秀的月嫂。

此外，取得育婴师证书后，还可以去人
社局申领相应等级的技能提升补贴。据悉，
今年初以来，涵江区人社局聚焦家政行业，

强化政策扶持，加强培训力度，截至目前已
发放 291人次见证补贴，共计 43.35万元。

眼下，“持证上岗”已成为月嫂行业的标
配。来自莆田长青职业培训学校的吴老师介
绍，以往家里请月嫂的标准是经验丰富、能
做饭、会带孩子；现如今，知识技能全面丰富
的月嫂更受青睐，薪资也更有保障。因其良
好的发展前景，也吸引了许多高学历的年轻
群体加入队伍。

高技能月嫂“钱景”好

笔者注意到，月嫂的薪资待遇与其所处
的“星级”息息相关，按照 26 天或者 42 天的
套餐，费用分不同档，月薪（按 30 天计算）从
9000元到 2万元都有。

家住涵江区塘北小区的潘琼花从事月
嫂工作已经有 6 年。身为金牌月嫂的她，月
薪已超过 1.6 万元。目前她的排期已经到今
年年底，但仍然不断有人找她预订。

高收入也就意味着多付出。“现在的客户
要求高，月嫂在照顾孩子的前提下，也要兼顾
宝妈的身心健康。”潘琼花表示，想要在就业
市场赢得一席之地，就得不断充电提升自己，
除了要熟练掌握护理母婴的专业知识，还得
懂营养学、心理学，努力成为全能型月嫂。

“孩子有专人照顾，还科学搭配营养月
子餐，这个月子过得很愉悦。”宝妈陈婷提起
月嫂的照顾，赞不绝口。她说，在月嫂的专业
照料下，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照
顾，家长也能学到很多科学育儿知识，还切
实促进家庭和谐。

“龙宝宝”扎堆 好月嫂紧俏
□本报通讯员 曾雅燕 林亦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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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的“北大门”苏坑镇，是“瓷帮古
道”的重要站点、中国陶瓷特色镇。近年来，
苏坑镇不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以创新驱动
为导向，鼓励当地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升级，
主动拥抱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激活小镇
发展新动能。

“技改+智造”提升效能

今年春节刚过，位于苏坑镇陶瓷工业
园 区 的 莱 德 玻 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就 火 热 开
工。“我们是一家专注于生产商场、办公、门
店等系列隔断玻璃的工厂，2022 年，我们投
入 2200 多万元建设了一条超规格节能玻
璃生产线，并购置了智能仓储系统、智能切
割机等设备，有效节约人工及用电成本、提

升产能。”公司现场经理张党立介绍。
记者在生产车间看到，随着工人熟练地

操控着设备，一块块玻璃在生产线上自动检
测、切割、磨边，实现了原材料到成品一条生
产线上“一站式”完成。“和原有的生产线相
比，这条生产线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约了生产
中的转运环节。这样一来，转运所需的人工
就节约下来，所需人工从原来的 30 多名直
接减少到 6 名。”张党立说，与普通生产线相
比，这条生产线还能生产更宽的玻璃，产品
更能适应市场需求。

莱德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改项目是
苏坑镇政府力促企业提质升级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当地政府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成立
技改服务专班，加快推进全镇 5 家企业技术
改造升级，推动企业增加产值超 2 亿元，有

力推动了当地经济高质量增长。

“直播+”拓宽销路拉动就业

近年来，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苏坑镇陶
瓷企业纷纷“触网”，通过“直播+”不断打开销
售渠道，带动产业切入发展的“快车道”。

走进位于苏坑工业园区的友名陶瓷有
限公司，在约 500 平方米的陶瓷展厅内，5名
电商主播在直播中展示着琳琅满目的产品。
而在不远处的仓储物流区域，20 多名员工
正在紧张地打包发货中。“我们公司是 2022
年入驻园区的，主要通过直播销售陶瓷茶
具、茶盘等，光是产品就有 3000 多款。”公司
相关负责人李伟霖告诉记者，公司主要通过
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销售，每天直播都能

成交 1万多单，交易额达 20多万元。
“最高峰的时候，一场直播能有 100 多

万人次观看，5万人同时在线观看，交易额可
达到 60 多万元。”李伟霖说，自 2022 年打通
直播带货通道以来，公司累计线上直播带货
超 7000万元。“直播带货让瓷器不断‘出圈’，
由于每天都有大量的打包发货工作，我们也
聘用了许多镇上的村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就业。”李伟霖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苏坑镇紧抓直播
行业兴起契机，以陶瓷工业园区建设为抓
手，打造以工艺陶瓷、日用陶瓷、艺术陶瓷等
品类为主的陶瓷产业，目前园区已入驻企业
37 家。此外，当地着力培育库存陶瓷产业，
引导他们拓展直播等销售新渠道，打造新经
济增长点。

永春县苏坑镇：

装上“技改+智造”引擎 直播带货让瓷器“出圈”
□本报记者 郭雅莹 通讯员 苏福彬 陈宇煌

近日，在莆田，数十名学员在月嫂培训班上学习婴儿被动操手法。

本报讯 （记者 林梓健 通讯员
谷俐欣 文/图） 25 日 上 午 10 时 许 ，
伴 随 着 雄 壮 的 汽 笛 长 鸣 ，由 广 州 远
海汽车船运输有限公司与交银金融
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订造的首制
7500 车位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从
福 建 厦 船 重 工 船 坞 缓 缓 驶 出 ，顺 利
下水出坞。

该船型总长 199.9 米，型宽 38 米，
型深 14.8 米，航速 19 节，续航力 12000
海里，采用单螺旋桨双燃料混合动力
系统，可全程使用液化天然气等清洁
能源航行，也能使用传统燃料，兼具环

保与灵活性。全船拥有 13 层车辆甲板
7500 个 标 准 车 位 ，可 装 载 包 括 乘 用
车、卡车、工程机械等各型车辆。

厦船重工董事长林勤表示，本次
出坞的 7500 车位 LNG 双燃料汽车滚
装船，是厦船重工继 2020 年交付 2 艘
当时全球最大、最环保、最节能的在运
营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后进行技术升级
而推出的高端产品。

据了解，目前福建船政旗下马尾
造船与厦船重工承接远海汽车船公司
7500 车位双燃料汽车新造船订单 12
艘，为确保新造船如期交付使用，两家

船企强化资源配置，优化工艺流程，形
成南北两条滚装船生产线，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着力将福建打造成建
造汽车滚装船知名基地。

此 次 首 制 船 出 坞 后 ，今 年 远 海
汽车船公司将有 6 艘新造船分批交
付并投入运营 ，到 2025 年和 2026 年
新造船交付量将分别达到 11 艘和 7
艘，预计到 2026 年底形成 30 艘专业
汽车船队规模 ，实现每年 70 万辆汽
车 的 运 输 能 力 ，不 断 扩 大 航 线 服 务
范 围 和 班 次 密 度 ，满 足 中 国 汽 车 出
口运力需求。

首船出坞首船出坞
75007500车位车位LNGLNG双燃料汽车滚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在厦下水装船在厦下水

本报讯 （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郑少阳） 25 日，在厦
门星际照明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一批出口海外的灯具已
整装待发，工人们有条不紊地
进行最终清点、装车。“我们这
批产品获得了海关签发的原
产地证书，在海外市场的税率
会大幅降低，竞争力更强了。”
公司贸管课吕经理高兴地说。

厦门星际照明有限公司
是厦门市灯具、照明装置及其
零件出口的代表企业之一，主
要生产传统的光源照明系列、
灯具类产品以及灯带产品，输
往 全 球 4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2023 年，该公司共申请办理原
产 地 证 128 份 ，出 口 1500 批
次，出口货值约 5.2亿元。

近年来，福建省灯具、照
明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覆盖
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物流
配送销售的一条完整产业链，
市场需求较大，有望成为地方
经济的“新引擎”。据厦门海关
统计，1—2 月，福建省灯具、照
明 装 置 及 其 零 件 出 口 41.2 亿
元，同比增长 91%，主要出往欧
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为 助 力 灯 具 企 业 开 拓 海
外市场，厦门海关结合“进千
企、解千题”行动，深入了解出
口存在的痛点、问题，从原产
地优惠政策入手，指导企业针
对不同自贸协定的关税减让
政策适用最优协定税率；推广

“智能审核+自助打印”审签模
式，签证全流程时长由原来的

1至 2个工作日缩短至“即报、即审、即领”，签证
效率大幅提升。1—2 月，厦门海关签发原产地
证书 4.24 万份，金额 23.7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
长 24.68%、6.53%，相关企业可凭证书在出口国
享受 5.8亿元人民币的关税减让。

“ 去 年 ，我 们 开 展‘ 千 企 享 惠 ’行 动 ，就
RCEP 政策、原产地证书政策等对 1000 家次辖
区企业进行宣讲，切实为企业减税赋能。”厦门
海关所属翔安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黄毅表示，
将持续做好“政策入企、服务上门”工作，助力企
业降低成本、拓展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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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徐士媛 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黄水林 谢
苇妍） 22 日，在位于连城工业园区的福建威尼特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第一条新能源陶瓷组件生产线满负荷生产，第二条精密
半导体功能陶瓷生产线正加紧设备安装调试，伴随着机器运转
的隆隆轰鸣声，工人们以干劲满满的劳动热情扩产线、增设备、
提效能，掀起了第一季度“开门红”的生产热潮。

作为连城县塘前乡的飞地工业项目，威尼特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专注于陶瓷新材料应用，主要生产新能源陶瓷组件、精密
半导体功能陶瓷及相关元器件等，项目计划总投资 1.2 亿元，建
成达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 3亿元。

该项目是塘前乡在去年“9·8”厦洽会上，由连城县闽东南招
商组曾繁嵩牵线推动招引的“莲商回归”工程项目。去年 10 月 9
日正式签约并“拎包入住”连城工业园区锂电池产业园后，该项
目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实现第一条生产线试投产，今年 3 月正
式竣工量产并新上第二条生产线，再次刷新“连城速度”。

在企业方看来，项目落地投产速度之快，离不开连城县塘前
乡政府部门的“店小二”服务和推进项目发展的决心。

从项目洽谈到落户再到投产，全程实现“保姆式”服务。“我
们秉承‘一次办好’的态度，积极对接企业上门服务，协调厂房
租用及优惠政策落实，协助完成项目申请报告、立项手续，帮办
代办各类证照、环评等材料，及时问需解难，用实际行动给企业
服下‘定心丸’。”塘前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俞梅惠介绍，该乡积
极协调相关单位为威尼特加快水、电、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如在装修用电、调试用电方面与连城县国网供电公司通力
合作，快速为威尼特建设好配电房，为项目快速落地投产提供
要素保障。

和罗开文一样感受到塘前乡金牌“店小二”惠企服务的，
还有龙岩恒佳石建材有限公司的“莲商”傅志福。恒佳石的水
性涂料仿石漆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新建年产 3 万吨天然真石
漆、6D 液态石、4D 岩彩漆等建筑涂料生产线。该项目从签约落
地、开工建设、厂房改扩建，再到一期项目试生产，也仅用了 4
个多月时间。

去年以来，涂料市场需求疲软，恒佳石订单减少、产能下降。
针对这一现状，今年以来，塘前乡主动出谋划策，助力恒佳石解

“燃眉之急”。鼓励恒佳石调整发展思路，加大技术创新研发力
度，开发仿石漆涂料新产品，推动产品提质降本；紧盯国家鼓励
老旧小区改造，房屋翻新市场的巨大潜力，加大水性涂料仿石漆
在旧房改造翻新市场的应用开拓；积极为企业对接省内外知名
企业，共谋合作寻找新机遇。目前，恒佳石年产 2 万吨仿石漆涂
料生产项目已正式投产，产品销往四川、江西、湖南、浙江等地。

连城县塘前乡精心服务，助推签约
项目仅用1个月时间即实现试投产

当好金牌“店小二”
项目跑出“新速度”

2024 年春节长假，漳州古城“火”了一把，累计接待游客超
115 万人次，较去年春节增长了 121%。“没有一根甘蔗可以逃离
漳州古城！”许多网友用这句生动的言语来形容古城的火爆出
圈。“甘蔗汁加片仔癀草榨汁，是漳州的特色饮料，漳州古城所有
甘蔗汁店里所用的这些甘蔗，全部是我们这里运过去的。”漳州
市芗城区浦南镇甘蔗种植大户陈伟平骄傲地说。

日前，记者走进浦南镇溪园村，只见连片的甘蔗田里，一排
排甘蔗挺拔，长势喜人。陈伟平正指导村民们采收甘蔗，铲根、推
土、砍蔗，伴随着一个个娴熟的动作，原本笔直挺立的甘蔗应声
倒地，一旁的村民们忙着将刚采收下来的甘蔗扎捆装车，蔗田里
洋溢着丰收的甜蜜。

“去年间，总体气候不错，甘蔗长势好，较粗壮且甜度高。”陈
伟平告诉记者，这一片蔗园种植的是台湾品种“黄金果蔗”，每亩
产量约 1万公斤。

10 年前，陈伟平的父亲、时任园坑村党支部书记林元利经
过多方考察，发现一种产自台湾的“黄金果蔗”可能适合芗城种
植。这种甘蔗皮为黄色，具有皮薄、汁饱、清甜、口感好等优点，市
场行情不错。林元利通过村里土地流转，带头试种 20 亩“黄金果
蔗”，果蔗获得丰收，果商青睐，当年产值 48万元。

村支书带头搞示范初见效益，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也被调动
起来，第二年种植面积就推广至 50 亩，年产值达 100 多万元，如
今已发展到 100多亩。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园坑村已没有空余的田地了。”陈
伟平说，从几年前开始，他来到不远处的溪园村，通过向村民租
赁或流转数十亩田地继续种植甘蔗，当年同样获得丰收，有了
好收成。

随着陈伟平的甘蔗的名气越来越大，价格水涨船高，种植面
积也在逐年扩大，从最初的数十亩增加到现在的 160 多亩，而且
同时带动着当地更多的村民种植甘蔗，目前，全村已种植甘蔗达
300多亩。

“刚开始，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了两亩甘蔗。”今年 60
多岁的村民林爱国此前以种植蔬菜为主，将自家的田地改种甘
蔗后，次年就实现丰收，卖出了好价钱。此后他进一步向亲友流
转田地，目前种植面积已扩大到 10亩。

溪园村、园坑村的甘蔗主要销往漳州及周边地区，并正在受
到一些外省果商的青睐。一些果商提前预订甘蔗，蔗农根据订单
情况按需采收。

林爱国当天采收的甘蔗，就是浙江客商虞平周前几天下的
订单。“收购价是每公斤 2 元 1 毛，每亩能砍收 1 万多公斤。”林爱
国介绍。

“这里的甘蔗很甜，质量很好！”果商虞平周说，浙江人爱吃
甘蔗，削平后切成小段作为零食。半个月来，他已在漳州收购了
数百万公斤甘蔗。

芗城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志福说，目前，芗城区的“黄皮果
蔗”（即黄金果蔗）主要集中在园坑、园溪、东坑等村，是芗城区重
点推广的优新品种之一。“黄皮果蔗”示范片采用脱毒苗种植，通
过精细的栽培管理，达到高产、优质的效果。目前全区种植面积
为 850 亩，再加上芗城区果农到周边县（区）流转土地及带动种
植，共达 1300 多亩，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接下来，农业部
门将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有效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扩大“黄
金果蔗”的种植规模，帮助农民实现稳步增收。

甘蔗田里甜
果农心里甜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刘钦赐 郑文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