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周思明 美编：潘晓光 电话：（0591）87095516
2024年3月30日 星期六 3经济

本报讯（记者 赖昊拓） 27 日，“‘箱’约供销·福满乡村”
2024 年福建供销后备箱经济系列活动在浦城举行，省供销社、
省农业农村厅、南平市、武夷学院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现场吸
引了近千名游客。

在花田畔的“后备箱集市”，主办方设置了近 30 个展位，浦
城木樨茶、浦城大米、黄毕洋酸菜等 240 余种浦城农特产品参与
展销，不少前来赏花休闲的游客纷纷驻足品尝美食、体验制作工
艺、购买农特产品。

浦城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47.78 万亩，
年产粮食 21 万吨以上，是全国最早的商品粮基地县，每年种植
油菜花超 7 万亩，为全省各县之最。近年来，浦城县积极探索发
展“再生稻+油菜”轮作模式，建设万亩水稻公园和万亩油菜花
海，着力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活动当天，省供销社授予浦城县 2 家水稻专业合作社省
级“供销产销服务基地”称号，武夷学院为浦城县仙阳镇“武
夷学院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授牌。除了展销当地
丰富的农特产品，依托油菜花海，活动同步开展影像记录大
赛 、闽 浙 赣 三 省 联 动 乡 村 健 康 跑 、当 代 艺 术 家 写 生 创 作 ，旨
在以花为媒、以文兴旅、以节惠农，打造“供销+农业+旅游”
新业态。

后备箱经济系列活动走进浦城本报讯（记者 陈
盛钟） 27 日，莆田市住
房 公 积 金 管 委 会 批 复
同 意 ，从 4 月 1 日 起 对
莆 田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政
策进行部分调整，提高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并调整贷款申请条件，
进 一 步 满 足 住 房 公 积
金缴存职工购房需求，
促 进 房 地 产 市 场 平 稳
健康发展。

该批复提出，为缓
解 住 房 公 积 金 缓 存 职
工购房资金压力，职工
夫 妻 双 方 均 有 缴 存 住
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
额度由原来的 60 万元
调 整 到 70 万 元 ；单 方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
高 贷 款 额 度 由 原 来 的
45 万 元 调 整 到 50 万
元 。生 育 、抚 养 二 孩 及
以上的，最高贷款额度
在 现 行 莆 田 市 最 高 贷
款 额 度 的 基 础 上 上 浮
10 万元，即双缴存职工
80 万 元 ，单 缴 存 职 工
60 万元。

同时，调整贷款申
请条件，将住房公积金
贷款申请条件中的“申
请 贷 款 时 前 12 个 月 连
续 足 额 缴 存 住 房 公 积
金 ”调 整 为“ 申 请 贷 款

时前 6 个月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此
举将进一步降低职工公积金贷款购房门
槛，有利于让更多缴存职工具备申请公积
金贷款资格。

2023 年以来，莆田市多次调整住房公
积金政策。去年 4 月，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
委会发文明确，多子女家庭公积金贷款额
度上浮 10 万元，缴存职工家庭首次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最低首
付款比例由原来的 30%降为 20%，第二次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购买第二套自住住
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
由原来的 40%降为 30%。去年 7 月，莆田市
启动“商转公”贷款业务。今年 1 月，莆田市
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发文明确，为落实“购买
首套房贷款认房不认贷”精神，缴存职工家
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含首次、
二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自住住房，最低首付
比例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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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辉） 27 日 ，“ 品 生 态 美 味 、享 健 康 生
活”——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宣传推介暨“福农优品”展示展销
活动在泉州市举行。活动由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省农科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泉州市农业农村局、泉州市鲤
城区政府主办，旨在向社会公众展示全国各地名特优新等优质
农产品及我省“福农优品”公共品牌，增强消费者对绿色优质农
产品的认可度。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定区域（原则上以县域为单
元）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
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
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
核发证书的农产品。截至目前，全省共 135 个农产品登录全国
名特优农产品名录，涵盖茶叶、食用菌、蔬菜、畜禽产品和水产
品等类型。

“福农优品”则是近年来我省着力培育的省级农业区域形象
品牌。目前，“福农优品”大家族已涵盖全省 70 多个县（市、区）
3000多个农产品、106个区域共用品牌。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良好追溯监测点证
书（安溪），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字服务平台进行实景展示，
泉州鲤城区、德化以及青岛和宁夏分别进行专场推介。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宣传推介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为推动更多更好农特产品出村进
城，助力乡村振兴，3 月 29 日，福建省供销社“一县一周”名特优
农产品展示展销会暨惠生活“供”美好漳州专场启动。此次展销
会由省供销社牵头，漳州市供销合作社、三明市供销合作社、龙
岩市供销合作社、芗城区供销合作社等多方通力合作，近 50 家
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及经营大户参展，带来 500 多款特色农
副产品让市民选购。

本次展销会将持续至 3 月 31 日，展销时间从上午 9:00 持续
到晚上 9:00，以“一县一周”名特优农产品为主题，延伸“夜游、夜
娱、夜购”板块，点亮夜市经济，从而充分激发夜间消费潜力，打
造漳州夜经济城市名片。

近年来，“一县一周”名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会已形成成熟
的“供销+合作社+农户”发展的新模式，为农副产品的销路开拓
新的渠道，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各地名特优产品的同时，进一步提
升了农特产品的知名度。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 45 场次，充分发
挥供销社为农服务和农产品流通主渠道作用，促进农产品产销
对接、助农增收。

“一县一周”漳州专场启动

本报讯（陈忠发 杨思） 近日，松溪县
林业局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为马蹄岙
家庭林场颁发全县首本《林下经济不动产
权证书》。“领到全县第一本‘林下产权证’，
我很高兴，205 亩林地为我养殖蜜蜂提供
了很好保障。”马蹄岙家庭林场负责人朱登
发说。

松溪县《林下经济不动产权证书》明确
了林权归属，确保界址清楚、面积准确，为林
下经营入股合作、融资抵押、林业项目申报
等经营活动提供明确物权保障。

“要助力林下经济产业发展，首先要保
障林下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创新发放‘林下
产权证’，可让经营者放心投入、安心发展林

下产业，真正实现林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发展。”松溪县林业局局长陈永旻表示，这是
该县在探索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
权”分置，以及放活林地经营权上迈出的实
质性一步。

近 年 来 ，松 溪 县 大 力 推 进 林 下 种 植 、
养殖等复合经营活动，重点发展林蜂、林

药、森林康养等产业，实现林下经济遍地
开 花 。全 县 现 有 林 下 空 间 流 转 面 积 1.2 万
亩，参与流转的企业、专业合作社 31 家，林
下种植中药材面积 6200 亩、林下养殖 0.98
万 亩 。目 前 从 事 林 下 产 业 的 林 农 2000 余
户 ，带 动 就 业 1 万 余 人 ，促 进 年 增 收 3000
多万元。

松溪创新发放“林下产权证”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许方
馨 陈雅莹） 据厦门海关统计 ，今年 1—2
月，福建省共出口手表 2.2亿元，较去年同期
劲增 51%，销往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等 69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电动手表 1.9 亿
元，同比增长 77.1%，占福建省手表出口总
值的 83.9%。

钟 表 行 业 是 福 建 省 重 要 的 传 统 优 势
产业，其中漳州市是全球最大的石英钟和

石英机芯生产销售基地，全球大多数的钟
表计时产品都来自这座著名的“中国钟表
名城”。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在福建手表出口中
“主力军”明显，1—2 月出口值达 1.8 亿元，
同比增长 82.1%，占同期福建手表出口总值
的 82.4%。拥有 20 余年生产和国内外销售经
验的漳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

“今 年 前 两 个 月 ，我 们 手 表 出 口 值 超
1800 万元，同比增长了 118%。”恒丽电子董
事长邵跃明表示，将通过稳产能、严品质、优
服务，把握好今年回暖向好的手表出口形
势，为支持漳州乃至全省手表行业实现新突
破贡献力量。

为 服 务“ 福 建 造 ”手 表 出 口 之 路 越 走
越宽，厦门海关聚焦行业企业需求，结合

“进千企、解千题”活动深入企业提供原产

地 证 等 政 策 宣 讲 辅 导 ，确 保 红 利 精 准 落
袋；加大海关 AEO 企业培育管理力度，支
持企业用好用足 AEO 这一国际贸易“绿色
通行证”，提高海外竞争力；畅通窗口、微
信、热线诉求应答通道，指导企业加强单
损耗管理、规范申报等，提升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有效规避贸易风险；叠加运用“提
前申报”、无纸化申报等便利化措施，确保
货物高效通关。

1—2月福建省手表出口2.2亿元
劲增51%

本报讯（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颜晨曦） 25 日至 26 日，
2024 中国·霞浦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霞浦县举办。会上
举行“金融机构助力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12 家金融
机构与霞浦县海参协会现场签约，计划在今年针对海参产业投
放贷款 72.1亿元，为海参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同
时发布霞浦大宗特色水产品产业园项目、霞浦城乡融合产业发
展示范园项目（京东茂隆国际港）推介。

作 为“ 中 国 南 方 海 参 之 乡 ”，霞 浦 县 坚 持 做 大 做 强 做 优
海参产业，加快构建海参全产业链条，实现海参养殖规模和
产量、产值连年增长。2023 年，霞浦县海参产量 5 万吨，产值
达 63 亿元，占全国海参总产量的 30%，今年预计产值将突破
100 亿元。

金融助力霞浦海参产业发展
计划今年投放贷款7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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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泰宁县下渠镇大湖村百亩槟榔芋种植基地内，20
余名农户正忙着挖芋、装筐、搬运……个头均匀、体型圆润的
芋头很快堆满了田垄，又装车销往厦门、广州、上海等地。

“这批槟榔芋在田里过了个年呢。”基地负责人熊启清介
绍，去年，受天气和市场低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基地内种植
的 130 亩槟榔芋暂缓采收。为延长芋头生长周期，提高产量，
基地为槟榔芋培土越冬，等待市场行情回暖后错峰采收。“现
在槟榔芋价格好，芋头长势也好，平均每亩产量 2000 公斤左
右，总产值可达 120万元，比年前卖增长近一倍!”熊启清说。

“基地租了我家的闲置土地，还让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
除了固定的土地租金，每天还能领到 130元的工资。”村民罗火
梅说。在芋头的种植、管护、采收期，每年有 50余名周边村民在
基地实现就业增收。

近年来，泰宁县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做好“产业富民”文
章，构建“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布局，大力推进草菇、黄花菜、槟
榔芋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本报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李少兰 摄影报道

错峰采收，越冬芋头

农户将槟榔芋倒出准备装车。

农户对采收的槟榔芋进行修剪农户对采收的槟榔芋进行修剪。。

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扫码就贷，太
方便了。”近日，我省个体工商户用手机年报
时，会发现系统下方出现一个醒目的二维
码——“闽商易融”贷款码，而泉州市丰泽
区森源堡装饰材料店则成为第一家通过手
机年报渠道扫码获得贷款的个体工商户。

森源堡老板潘利土最近正准备筹资装
修店面，提高档次，吸引客流。他告诉记者：

“18 日晚上，看到‘福建市场监管’公众号发
出‘@各位个体工商户：年报时可扫码发布
融资需求了’的消息，我当即点开年报系统，
简单填了几项信息，发送了申请。没想到，第
二天就有工商银行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并很
快发放 8 万多元的一年期贷款，随借随还，
利率仅 4%。”

在省金融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福建监管局、省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闽
商易融”贷款码于去年 4 月在“金服云”平台
上线。它是针对个体工商户的专属金融服务
产品，融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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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源整合形成合力，为个体工

商户获取金融服务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渠道。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持

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决策，切实解决个体工商
户“融资难”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与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省金服云
征信公司携手，在“福建市场监管”公众号

“微办事”版块的个体工商户年报入口下方
嵌入“闽商易融”贷款码，这将有助于“闽商

易融”贷款码的进一步普及推广。
有融资需求的个体工商户，使用闽政通

App 扫一扫“闽商易融”贷款码，直接授权信
息后，即可进入“金服云”平台。若没有选定
金融机构，“金服云”平台入驻的 100 多家金
融机构均能看到需求信息，并将作出快速响
应，大幅提升个体工商户融资成功率。

来自“金服云”平台的数据显示，自去年

4 月以来，通过“闽商易融”贷款码共接收融
资需求申请 2.45 万笔、170.28 亿元，已授信
1.23 万笔、84.79 亿元，放款 1.16 万笔、74.26
亿元。

“我开店 10 年，从没想到这么方便就能
够从银行贷到款。现在国家越来越强调支持
个体工商户发展，出台了很多政策，让我感
到很温暖、有奔头。”潘利土说。

我省进一步普及推广“闽商易融”贷款码

个体工商户，扫码就贷很便利

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
础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在繁荣
经济、稳定就业、促进创新、方便群众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截至 2023 年末，全省实有

个体工商户 557.99万户，增长 6.6%。
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对包含个体工

商户在内的普惠小微企业信贷投入力度。
2023 年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44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2.3%，增速比人民币各项
贷 款 高 13.7 个 百 分 点 ；全 年 增 加 2646.07
亿元，比 2022 年多增 326.78 亿元；普惠小
微授信户数达 238.02 万户，全年增加 43.64
万户。

当前，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服务满意度仍
需进一步提高。有关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协
作，及时解决个体工商户金融服务中存在的
信用机制问题，提高信用贷款发放比例。同
时，积极创设符合个体工商户融资需求的特
色担保业务产品和合作模式，更好满足个体
工商户“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

更好满足“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
□本报记者 王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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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志忠） 近日，位于仙游县郊尾镇的福建省储备
粮公司仙游储备库搬迁重建项目顺利通过竣工质量预验收，较
原定计划提前了 15天，为夏粮入库创造设施条件。

该粮库迁建工程于 2022年 9月底开工，总投资约 2.88亿元，
设计高标准生态型现代化仓容 12.62万吨，配套先进的绿色生态
储粮技术，同步建设信息化系统，实现储备粮准低温储存与智能
化管理。

开春以来，仙游县重视高效化推进项目，紧盯开竣工关键节
点，一季度有 26 个项目开竣工，木兰抽水蓄能电站、协晟智造新
材料项目、祥麟鞋服研发中心暨生产基地项目、复合泡棉内暖烯
新材料生产项目二期等 11 个重点项目按序时火热开工；和拓

（仙游）新材料产业园、赛隆科技二期、怀古创艺园等 15 个重点
项目按预期竣工验收。

今年伊始，仙游县有针对性地谋划梳理生成 2024 年县重点
项目 360 个，总投资 1954.8 亿元，年计划投资 225.1 亿元，列入省
市县重点项目个数、总投资、年计划投资均有所增加。

聚力攻坚抓项目

仙游县一季度26个项目开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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