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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春 三 月 ，平 和 县 安 厚
镇 连 片 的 萝 卜 地 已 推 整 完
毕，准备轮作一季水稻，待到
下 半 年 水 稻 收 割 后 ，再 种 萝
卜，用于制作萝卜干。菜脯是
平和传统的乡土名菜，“安厚
老 菜 脯 ”属 于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近年来，当地政府带动农
民 扩 大 萝 卜 种 植 面 积 ，擦 亮
非 遗 文 化 品 牌 ，使 之 成 为 一
项富民产业。

萝卜干是广受群众喜爱
的一种独具风味的易保存干
蔬 菜 。其 咸 香 脆 口 ，消 食 开
胃 ，色泽金黄 ，皮嫩肉脆 ，甘
香味美，在闽南话中称为“菜
脯 ”，陈 年 的“ 菜 脯 ”被 称 为

“老菜脯”。
“地处平和山区的安厚，

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种植蔬
菜 条 件 十 分 优 越 。生 长 在 这
里 的 萝 卜 体 形 独 特 ，状 如 酒
瓶底，质柔软，味鲜嫩，适宜
加工腌制。”镇长李添元说。

早 在 元 末 明 初 ，当 地 就
有腌制“老菜脯”的习惯。据

《平和县志》记载：“平和县西
半 部 农 民 在 冬 季 大 种 芥 菜 、
萝卜，收获后腌制咸菜、萝卜
干，以备全年食用。”

《平和县志》还记载当地
群众“菜肴以青菜为主”，“农
民有腌制长年菜的习惯”。

过 去 ，安 厚 几 乎 家 家 户
户都会做“老菜脯”，然而，随
着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加 之 生
产“菜脯”的过程烦琐，当地
制作的人逐年减少。

为 了 坚 守 这 份 传 统 ，
2014 年 ，大学毕业后的张胜
瑜回到家乡安厚 ，重新拾起
祖 辈 传 下 来 的“ 菜 脯 ”制 作
技艺。

“ 我 家 祖 祖 辈 辈 都 会 制
作‘老菜脯’，过去‘老菜脯’
是各家必备的美食。”张胜瑜说，制作“菜脯”，要选用在
秋收后的稻田里种植、年尾丰收的本地酒瓶底萝卜，待
鲜萝卜水分减少后，去掉萝卜的部分茎叶，把萝卜置于
日 光 下 暴 晒 ，暴 晒 后 的 萝 卜 堆 放 好 ，一 边 用 脚 踩 踏 ，一
边 撒 上 食 盐 腌 制 ，再 暴 晒 ，如 此 反 复 操 作 7 天 后 清 洗 。
洗 净 后 的 萝 卜 干 再 放 置 在 日 光 下 暴 晒 ，随 后 去 掉 萝 卜
缨子，筛选品质优的萝卜干放入紫砂瓮中密封存放，自
然 发 酵 数 月 后 就 成 为“ 菜 脯 ”，5 年 以 上 的 即 为 正 宗 的

“安厚老菜脯”。
经过几年努力，张胜瑜制作的“安厚老菜脯”名气越来

越大，他也成为“安厚老菜脯”的漳州市级非遗传承人。
为振兴非遗产业，安厚镇与张胜瑜创办的福建省勇沛

食品有限公司合作，采取“乡贤+村集体投入+农户”三级
合作入股模式。首期流转土地 120 亩种植酒瓶底萝卜，打
造“菜脯”特色产业，擦亮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

张胜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 100 斤新鲜本地萝卜脱
水晒干后有 7.3 斤萝卜干，窖藏 5 年即为“老菜脯”。一亩农
田能收成萝卜 6000 多斤，产出 450 斤左右“老菜脯”，按照
市场价测算，产值 4 万多元。

镇党委书记杨武牧说，为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带动
更多农民参与其中，安厚镇将酒瓶底萝卜的种子免费提供
给当地农民，再由勇沛食品进行标准化指导。萝卜种植采
用轮作模式，在水稻收割后开始种植萝卜。

在去年的漳州市第二届闽台美食文化节上，“安厚老
菜脯”荣获“漳州十佳美食伴手礼”奖项，一炮打响，许多
餐饮名店前来洽谈合作。

“目前已和 10 多家知名餐饮店合作，推出以平和‘安
厚老菜脯’为主的系列菜肴。”张胜瑜说，随着订单量的增
多，今年将引导农民扩大萝卜种植面积，做大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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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一辆辆大货车从漳浦绥安工业园区
新落成的停车场驶出，将产品运送到目的地。

原先，园区区间道规划狭窄，不具备路面停
车的规划条件，因为货物运输量大，常有大货车
停在区间道上，这让园区人员很是头疼。今年，这
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县委副书记丁晓亮带队到现
场协调督办，将绥泰路原信用社地块建设为停车
场，用一个月将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

自去年 10 月起，漳浦发起专项行动，剑指台
企、民企、民生、自然资源等 4 个方面的 119 项历
史遗留问题，举全县之力攻坚克难，狠下决心解
决沉疴痼疾。

细化清单 明确责任

在漳浦县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领证窗口，梁
福江终于领到他们企业的不动产权证书。

梁福江是福建省四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企业于 2009 年成立，在漳浦绥安工业园有
一块 320 亩的用地，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这块地
的不动产权证书迟迟办不下来。企业用地历史遗
留问题成为影响漳浦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
包袱。

“历史遗留问题往往盘根错节，涉及多个层
面。无法解决问题，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因素，
作为干部，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实干担责，杜
绝‘躺平’‘佛系’等不良风气。不能因为问题涉
及面广、内容复杂，就产生畏难心理。”县委书记
陈爱棋亲自调研、亲自部署，对历史遗留问题进
行调查摸排。去年 11 月，漳浦以专项行动为抓
手，专门出台《漳浦县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专项行
动工作方案》，细化责任到人，推动各级各部门
提升效能。

为激发解难题的内生动力，漳浦县成立化解

历史遗留问题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
丁晓亮总牵头，县分管领导作为专项小组组长，
下设台企、民企、民生、自然资源领域 4 个历史遗
留问题化解专项小组，对已梳理的问题进行划
分，对症下药，一一攻破难题。

“县政府办、工信局、自然资源局、台港澳办
等牵头单位，前期通过查阅历史档案资料、征集
群众及企业意见等方式，将各个领域的历史遗留
问题列成细化清单，以便专项小组详细剖析深层
次原因。”县委督查室主任洪志凯给记者展示了

“两单一表”，在表上，明确了责任单位、责任人、
解决措施、解决时限，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动态
更新问题台账。

此外，各相关责任单位采取一事一议、一事
一策，分类制定问题解决方案，成熟一个解决一
个。对短时间内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及时向企
业及群众作出合理解释，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

思路，达到先“化心”后“化事”的效果。
一套组合拳下来，行动成效初显。截至 2024

年 3月底，已化解、办结问题 56个。

举一反三 完善制度

“花了多年的积蓄，掏空几个钱包，就为了有
个安家的地方。”居民王姐住在漳浦县盛唐花园，
一大早，她就和邻居一起到不动产登记中心领取
产权证。

因为超容建设及公司经营不善等原因，盛唐
花园小区 10 多年来未能给购房者办证，成为小
区居民的一块心病。

面对群众诉求，牵头领导迅速靠前指挥，交
办相关部门梳理原因、沟通协调，并责令限期解
决。去年 12 月底，承办部门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
登记中心对该楼盘提交房屋实测成果的 6 幢商

品房 276 个单元统一办理了首次登记。近日，小
区居民陆续领取了产权证。

“通过解决一个难题，从而带动解决一类
问题。”漳浦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杨林辉说，
在已梳理的遗留问题中，办证难题尤为突出，
针对这类问题，符合办理要求的立马给予解决
和办理。

同时，在漳浦县自然资源局内部，形成联审
机制，由不动产登记窗口负责协助申请企业填写

《内部联审表》，调查测绘信息股等股室按方案要
求对企业用地问题进行联合审查，通过建立机
制，从根源上堵住问题产生的漏洞，防止新问题
再次演化成历史问题。自去年 12 月以来，已有 43
家企业提交材料进行用地问题审查。

下一阶段，漳浦县将针对已化解问题，举一
反三、对标对表，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同时
持续推进化解工作，让历史问题清零。

举全县之力，漳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林惠卿

张胜瑜在晾晒萝卜干。

前不久，福建省级人工智能典型应用
场景名单出炉，长泰区光电照明产业“链
主”企业立达信公司的《基于立达信智慧管
理平台的智慧校园解决方案》入选。近日，
记者走进长泰，感受这里光电照明产业智
能化、数字化的发展脉动。

造一盏“万能”灯

在长泰区首个“智慧护眼工程”试点
兴泰中心小学的教室内，灯光明亮柔和，
均匀地洒在各个角落；照明设备上分布着

“小喇叭”扩音设备，将老师的声音均匀传
播至全教室；照明设备上的负离子消杀系
统 ，可 在 空 气 消 杀 过 程 中 实 现“ 人 机 共
存”……这些设备只需老师轻点手机屏幕
就能控制。

“全球近 80%的照明设备由中国生产，
LED 照明产品已成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
想跳出价格战，就得迈向附加值更高的护
眼灯市场。”立达信数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许建兴说。

近年来，应视觉健康需求而生的教育
照明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立达信凭借其
行业敏锐的洞察，在 2014 年携手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在业内首创专业教室照明灯具，
并提出“全护眼”概念，推出一套完整的居

家护眼光环境解决方案，覆盖吸顶灯、台
灯、落地灯等方面。

在立达信的实验室内，技术中心高级
总监刘宗源聚精会神，不断调整频谱仪上
的旋钮，测量产品在工作时的频偏等变化，
屏幕中，任何毫米级波动都尽收眼底。

“我们不仅要把产品的性能做到极致，
更要朝着光健康、光生物的方向迈进，让照
明科技真正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保健品。”刘
宗源说，照明环境中的色温、光谱、亮度等
都会对人体的视觉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
通过在可变的照明系统中加入自然阳光的
光谱，可达到调节人体的生理节律、情绪变
化、视觉感知的效果。

为此，研发团队花费 506 天、进行 1007
次实验，研发出“全护眼”S3C-N 技术，输
出光线与真实太阳光之间的相似度达 90%
以上，还原物体真实色彩的指数达到博物
馆级。

面对数字时代的产业变革浪潮，近年
来，立达信以智能照明为起点，进入物联网
领域，逐步发展了控制与安防、智能家电等
领域，自主研发物联网操作系统，把物联网
产品和服务带入家庭和校园，逐步构建万
物互联生态。“未来，在物联网技术的加持
下，校园里的每一根灯杆都会成为智慧的
神经末梢，将各类信息数据汇集到校园管
理大脑，让校园管理、教学空间更加智能。”

许建兴说。

建一条“互联”链

2022 年 4 月，立达信公司运营总部从
厦门迁入长泰。对于漳州光电照明产业而
言，立达信的入局不仅是“提质”，更是“建
群”。仅一年时间，立达信物联网科技产业
园已经聚集了包含部件厂、大宗原料供应
商等核心企业近 30 家，形成一条完整的产
业链。

近 年 来 ，立 达 信 依 托 自 主 开 发 的
“DOP 数字化运营平台”，实现企业运营管
理到生产制造端的数据共享联动。目前，该
平台已经实现 60 多家供应商系统互联，近
20家供应商排产共享。

矽力杰公司是立达信的上游企业，主
要生产智能灯具的芯片。“在平台内，下游
企业可以看到我们工厂的库存情况。我们
也能看到他们的排产计划，据此快速预测
响应，调配生产能力，消除很多库存成本。”
矽力杰公司工作人员银景燕说。

得益于数字化改造，交货周期缩短，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存货管理和资金周
转等方面都实现改善。与此同时，上游生
产道道留痕，可大大降低产品质量风险。
去 年 ，漳 州 立 达 信 LED 照 明 智 能 制 造 示

范 工 厂 入 围 国 家 级 智 能 制 造 示 范 工 厂
名单。

在“链主”企业的带动下，长泰光电产
业链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正在加速推进。目
前，福建省重点项目立达信物联网科技产
业园一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该项目运用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立
达信精益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生
产基地。项目还专门规划了产业链板块，预
计将引进 20 家左右核心上下游企业入驻，
推动转型升级，打造长泰数字经济产业集
聚区。

长泰光电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背
后，是长泰区“链长制”的不断加持。近年
来，长泰不断优化完善“手拉手”“企业家沙
龙”等活动，进一步畅通要素流动、促进供
应链协同、提速成果转化。在上月举办的长
泰经济开发区第一季度产销供需对接暨数
字化转型辅导会上，8家企业现场签订合作
协议，签订金额达 8000多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为辖区内 30 家电子
信息产业中小企业免费提供数字化诊断服
务，把脉产业链痛点难点，让干部和企业都
对企业数字化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形
成合力，破除企业‘不愿转’‘不会转’‘不敢
转’难题，全力推动光电产业企业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长泰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戴聪华说。

用“一盏灯”照亮一条链
□本报记者 赵文娟 通讯员 郑晓梅

兴泰中心小学实施兴泰中心小学实施““智智
慧护眼工程慧护眼工程””，，教室内灯光均教室内灯光均
匀柔和匀柔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智慧照明企业自主研发的四轴工业机器人在制造灯具。 （资料图片）智慧照明企业工作人员在做大型积分球光源测试。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