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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蔚） 近日，省发
改委（省营商办）收集发布全省 35 项具
有代表性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
验做法，持续深入推进全省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 35 项典型经验
做法为 2024 年首批，旨在反映我省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
实际探索创新、深化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我省的营商环境改革正由局部性、
尝试性的探索与突破，转向系统性的集
成和多维度的深化。本次发布的典型经
验做法呈现出跨部门协同的显著特点，
不断释放改革叠加效应，下一步，我省还
将多措并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 35 项典型经验
做法聚焦提升政府效能、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加强法治化建设、营造公平竞争市
场环境以及强化要素保障等方面。全省
层面，发布了“福建省以机关效能建设法
治化 促进营商环境更优化”“福建省实
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 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福建省坚持‘立改废’并
举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力度”“福建省税务局数字赋能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福建省发改委强化数字支
撑 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等典型经验
做法。九市一区层面，发布了“福州市推
行‘四证齐发’助力企业‘拿地即开工’”

“厦门市以‘链上交易’新模式推动公共
资 源 交 易 高 质 量 发 展 ”“ 漳 州 市 打 造

‘123’多元解纷商会样板 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泉州市上线‘政策找企’量身
定制红利‘直达快享’”“三明市推行‘综
合查一次’联合执法 优化民营企业发展
环境”“莆田市深化‘多测合一’改革 提
升审批服务效能”“南平市创新建立‘企
呼我应’机制 构建增值化为企服务新生
态”“龙岩市依法惩治和预防民企内部人
员职务犯罪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
治环境”“宁德市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效益 赋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平潭综
合 实 验 区 推 行 台 资 企 业 开 办‘ 全 程 网
办’”等典型经验做法。这些改革创新举
措均紧盯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和热点问
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涉改革“深
水区”、精准把握“关键点”，助推我省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

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

省发改委发布35项典型经验做法

本报讯（记者 林智岚） 11 日，省
市场监管局举行供水供电供气违规收费
整治助企惠民守护行动动员部署会。会
议通报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发布供水供
气收费“十标清”“十不得”以及转供电收
费“十要十不得”规范指引。

供水供电供气收费直接关系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和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市场
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涉企违规收费“你
点我查”直通车和 12345、12315 等投诉
举报平台作用，向社会广泛征集水电气
违规收费问题线索，密切关注人民群众
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问题，聚焦供水
供电供气企业是否严格执行政府定价、

是否价外加价收费、是否多计多收价费、
是否混淆用户类型收费、是否抬高阶梯
等级收费、是否强制捆绑搭售等问题深
入开展监督检查。

各供水供电供气企业和各转供电主
体要主动规范收费行为，切实减轻企业
用能负担，以实际行动支持广大市场主
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降本
增效、发展壮大。认真开展自查自纠，逐
条对照规范指引，及时纠正违规行为，及
时清退多收价款。全力配合监督检查，进
一步健全内部管控和监督机制，完善优
化收费公示制度，确保分支机构和外包
服务严格执行水电气价格政策。

我省部署
供水供电供气违规收费整治

因“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而
得名的福清，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的千年古邑。在城关南门，挺立着利
桥古街。古街得名于千年古桥“龙首
桥”，过去当地人有“正月十五过利桥，
全年大吉大利”的俗语，所以“龙首桥”
又称“利桥”，古街称利桥古街。

利桥古街历史悠久，曾是咽喉要
塞、交通枢纽、繁华之地，留下了瑞云
塔、黄阁重纶石坊等古建筑，成为海丝
文化和华侨文化的见证。近年来，利桥
古街作为福州市 15个特色历史文化街
区之一，不断加大保护修缮和活化利
用的力度，激发了新活力，焕发了新光
彩，成为侨乡福清的文化新地标。

今年“五一”假期，利桥古街连续
推出非遗展演等文化活动，日均客流
量超过 10 万人次，街区商家的销售额
突破 300 万元，打造出现代版“清明上
河图”的繁荣景象。

古建筑，串联千年古邑的文脉

瑞云塔，利桥古街的标志性建筑。
无论身处古街何处，轻轻抬头，瑞云塔
便映入眼帘。据史料记载，明万历三十
四年（1606 年），瑞云塔由尚宝司司丞
叶成学、知县凌汉翀倡建，名匠李邦达
设计施工，历时 10 年告成。此后，瑞云
塔就成为福清城关的一道风景线。

黄阁重纶石坊，与高高耸立的瑞
云塔遥相呼应，是利桥古街上另一座
标志性建筑。这座石坊，是为彰显明朝
万历、天启年间福清历史名人叶向高

两度入阁任首辅的殊荣而建。石牌坊
结构匀称，精雕细镂，被称为明代石构
建筑艺术之珍品，也是福清市现存规
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石牌坊。

历史上，利桥古街是福清县衙往
海口古镇的交通要道和商业名街。珍
贵的古建筑在利桥古街还有不少，涵
盖历史地标建筑、古代交通市政设施、
革命纪念地、民居建筑等多种类型。目
前，街区内分布有宋井、瑞云塔、黄阁
重纶石坊等历史文化遗存 16 处，具有
较高历史价值的传统民居（院落）、侨
厝 7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处。

此外，利桥古街还有佛教、道教、
天主教、基督教、民间信仰等各种信仰
信俗类古建筑，留下了多元文化交流
的印记。

福清市委党史方志室方志科科长
魏希兴介绍，利桥古街在宋代以前就
有百姓居住，宋代之后名流聚集，至明
清时成为熙来攘往的交通要地、商业
名街。“整个街区串联起宋井、黄阁重
纶石坊、龙首桥、瑞云塔等古建筑，集
中体现了福清的文化底蕴，是千年古
邑的文脉延续。”

老街区，留下海丝文化的瑰宝

龙首桥是一座千年古桥，桥下即为
利桥港。历史上，利桥港是福清县城货
物运输的中心枢纽。从福清出海的货
物，先在利桥港下水，然后转运到停在
福清海口港的大船，再运往世界各地。
利桥古街成了“海面圩集”，十分繁华。

利桥古街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
关。“利桥是福清海丝文化的瑰宝。”福
清市博物馆馆长毛胤云介绍，福州考
古队曾对利桥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在
黄阁重纶石坊附近挖掘出宋、元、明、
清的瓷器、器具等历史物件，一定程度
上证实了利桥街、利桥港自古以来就
是福清的货运中心和海丝起点之一。

利桥古街与海丝的联系，除了销往
海外的货物，还有出海闯荡的乡亲——
街区里，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侨厝民居，
有的民居融入了东南亚风情，在建筑上
刻下了海丝文化的烙印。

名气响当当的荷园，是为纪念艰
苦创业的周家先祖周荷衢而兴建的。
这座侨厝由 3座红砖小楼组成，带有南
洋风格。据介绍，20 世纪 20 年代，周荷
衢靠染衣、布料和批发物资生意发家，
后来曾陷入破产危机，远赴印尼打拼
创业再次起家。荷园见证了一代华侨
不懈奋斗的创业历史。

利桥古街还有吴氏八扇厝、黄氏
民居群、卢氏四扇厝、吴氏侨厝、黄氏
侨厝等古民居。一栋栋红砖大厝，成为
人们了解福清海丝文化的窗口。“这些
侨厝是早期华侨远渡重洋，到南洋地
区谋生创业的见证，是海丝文化的历
史印记。”毛胤云说。

新地标，打造现代版“清明上河图”

今年“五一”假期，利桥古街游人
如织。黄阁重纶石坊下，身着汉服的佾
生，在悠扬、典雅的古琴伴奏下，展示

了国家级非遗“佾舞”的儒雅风韵。过
往游客被这种独特的舞蹈、音乐深深
吸引，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分享。

为 保 护 传 承 城 市 记 忆 和 历 史 文
脉，福清十分重视利桥古街保护与开
发，通过引入东百集团，以“一江、一
街、一塔”为依托，全力打造利桥历史
文化特色街区，塑造福清“文旅+商业”
新地标。

在 商 业 业 态 上 ，利 桥 古 街 围 绕
“融”“归”“喜”“潮”“夜”五大主题，精
准聚焦旅、宿、商、行、娱五大功能业
态，助力古街实现华丽蜕变。开街以
来，福清市先后举办了文创市集、非遗
展示、元宵灯会、龙舟竞渡等系列活
动，让昔日繁华盛景重现在市民眼前。

福清市商务、文旅等部门还携手
古街，开展 2024 年福清市非遗进景区
展演、龙飞凤舞福清首秀等主题丰富、
内容多样的活动，推动利桥古街呈现
出更加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在街区东侧，一家网红古厝咖啡
店吸引不少游客打卡，这是福清首家
集咖啡、威士忌、新中式茶于一体的综
合空间店——UP Coffee。“我们在装
修上保留了古厝元素，业态上重点突
出年轻风格，让传统人文古厝和新潮
商业形态实现魅力碰撞，非常吸引顾
客的眼球，成为街区里比较‘出圈’的
一个商家。”UP Coffee店员小林说。

如今，每逢节假日，利桥古街都成
为福清最热门的出行目的地。从 2022
年底开街至今，利桥古街营业额达 7.5
亿元，总客流量近 2700万人次。

千年古街焕新彩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夏巧鸿 陈妲鸿

今年前5个月

福建省外贸进出口

82158215..33亿元亿元

对东盟进出口劲增1313..99%%

（上接第一版）
会议审议了《关于更高起点建设生

态强省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福建篇章的实
施方案》。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狠抓任务落实，
结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
整治，确定时间表、路线图，扎实推进美

丽福建建设。要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
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努力推出更多具有
福建辨识度的生态文明改革成果。要坚
持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工作法，加强宣传
推广、形成整体合力，引导全社会增强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第一版）为确保收购杨梅的品质，曾
行贵订了一把“尺”：“我们每天上山收购，
都会带着一张测糖表，现测现填，再根据
测糖表数据分级分销。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让种植户知道，精细化管理好200斤杨梅
比粗放管理 2000 斤杨梅更赚钱，从而引
导更多种植户学习优秀种植管理经验。”

发展精深加工，备受“大牌”青睐

今年的杨梅季已到尾声，龙海区浮
宫镇果宝（福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一片繁忙。一颗颗暗红多汁的杨梅，经
过挑选、清洗、调配、榨汁、过滤、高温杀
菌等步骤，制成清爽可口的杨梅汁。

“今年我们已经采购了近 4000 吨杨
梅，每天生产 50 多吨杨梅果浆，供不应
求。”公司财务总监陈银英说。

果宝的母公司德财食品从事水产品
加工，拥有6800多平方米冻库和2台急冻
机。每年5月到8月休渔期，厂里水产生产
线停歇。这期间，浮宫杨梅迎来成熟季，一
旦撞上梅雨天，果实保鲜期短、不耐运输、
价格不稳等问题尤其明显。这引起公司董
事长林家才的思考：“休渔期碰上杨梅成熟
季，优质杨梅原料就在家门口，我们又有冻
库设备，为何不试试发展杨梅深加工？”

2018年，林家才成立了果宝公司，走
上杨梅深加工产品研发之路。经过两年多
摸索，公司开发出“果卡夫”系列杨梅汁、

杨梅浆等杨梅深加工产品。杨梅汁供应给
海底捞、浙江海通食品等餐饮企业，杨梅
果浆供应库迪、钟薛高等品牌。“4月底到
现 在 ，我 们 已 经 向 库 迪 咖 啡 等 供 应 了
1000多吨杨梅浆，将持续供货到9月。”

能获得大品牌青睐，最重要的是把
好 品 质 关 。陈 银 英 介 绍 ，企 业 采 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与浮宫镇
及周边的近 2000 户果农合作，要求农户
把控好品相、甜度、农残，对符合标准的
杨梅以不低于市场价分级收购。去年，果
宝公司获评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
业，年产值超 5000万元。

在距离公司约 1 公里的地方，有一
块近 60 亩的空地，两年后，这里将建成
杨梅深加工车间，投产后，年产值预计可
达 5亿元。

“产能提升后，我们将尝试研发杨梅
雪糕、杨梅酒、杨梅酵素等多样化深加工
产品，直接对接销售终端，进一步提升浮
宫杨梅附加值。”林家才憧憬着通过产品
品类的持续扩充，收购更多的杨梅果，带
动更多农户增收。

据了解，目前龙海有果宝（福建）食
品、福建四季果食品、漳州宏扬酒业、浮
宫天福蜜果加工厂等企业和合作社专注
于杨梅深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一张张“美食名片”与文旅相结合，全链
条、高品质、深融合打造“浮宫杨梅”立体
文化品牌，进一步激发产业活力。

杨梅满林 甜了果农

（上接第一版）合力推动国企改革深
化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产业集
群加快成长。要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 格 局 ，通 过 扎 实 而 生 动 的 履 职 实
践，深化与中部省份交流合作，促进
山海协作区域协调发展，助推福建更
好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围绕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聚焦强化顶层设
计、政策支持等方面，通过社情民意

信息、提案等多种形式，为党委政府
健全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提供决
策参考。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福建省政
协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清单》《中共福建省政协党组关于专
门委员会分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清单》。会议要求，省政协党
组、机关党组和各专委会分党组要切
实增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

主动担责、认真履责、扎实尽责，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铸牢责
任链条，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在工作
中相互支持配合，共同推动各项工作
落实。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情
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的重要内容，严格执行述责述廉、
民主评议制度，严格落实问责条例，
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连日来，在位于政和县石屯镇松源村的青际坑生态茶叶专业合作社内，工人在包装茶叶。
近年来，该县打造白茶品牌，茶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23 年，全县产茶 1.36 万吨，产值 18.33 亿
元，茶产业成为政和县农民脱贫致富的一项支柱产业。 黄杰敏 摄

日前，古雷石化基地首家重包装膜生产企业——福建瑞晟公司的 3 条 FFS 吹塑
薄膜生产线投产，产品将广泛应用于化工、食品、医药等行业。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2.85亿元，设计年产能 3万吨。 柯少如 摄

本报讯（记者 郑璜 通讯员 林
芸 刘鹭鹭） 据 福 州 、厦 门 海 关 统
计 ，今 年 前 5 个 月 ，福 建 省 外 贸 进 出
口 8215.3 亿 元 人 民 币 ，比 去 年 同 期

（下 同）增 长 4.3%。其 中 ，出 口 5023.8
亿 元 ，增 长 9.7% ；进 口 3191.5 亿 元 ，
下降 3.2%。

一 般 贸 易 和 加 工 贸 易 进 出 口 双
双 增 长 。前 5 个 月 ，福 建 省 一 般 贸 易
进出口 6389.7 亿元，增长 4%，占同期
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77.8%；加
工贸易进出口 838 亿元，增长 18.2%，
占 10.2%。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六成。前 5
个月，福建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4985.8
亿元，增长 11.1%，占同期福建省外贸
进出口总值的 60.7%，较去年同期提高
3.8 个百分点，拉动同期福建省外贸进
出口增长 6.3个百分点。

对东盟、美国进出口继续保持两
位数增长。前 5 个月，福建省对东盟进
出口 1916.7 亿元，增长 13.9%，贸易值
创 同 期 历 史 新 高 ；对 美 国 进 出 口
1086.7 亿元，增长 13.1%；对欧盟进出
口 971.7 亿元，下降 3.5%。上述三者合
计占同期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48.4%。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 4206.7亿元，增长 1.3%。

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同步增长。前 5 个月，福建省机电产品
出口 2165.2 亿元，增长 10.3%，占同期
福建省外贸出口总值的 43.1%。同期，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1452.7 亿元，增
长 10.2%，占 28.9%。

机电产品和粮食进口快速增长。
前 5 个月，福建省机电产品进口 517.6
亿元，增长 19.8%。其中，航空器零部
件 、半 导 体 制 造 设 备 进 口 分 别 增 长
20.6%、344.1%。同期 ，粮食进口 190.3
亿元，增长 32.3%。

作为福建省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东
盟，依旧是拉动福建省外贸增长的强

大动力。数据显示，福建省对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越南贸易规模位居前
三 ，前 5 个 月 分 别 出 口 526.7 亿 元 、
349.5 亿元、277.6 亿元，合计占福建省
对东盟进出口总值的六成；对老挝、新
加坡、柬埔寨贸易增速抢眼，前 5 个月
分别出口 5.7 亿元、260.1 亿元、32.3 亿
元，分别增长 346.6%、199.9%、47.5%。

今年前 5个月，福建省对东盟出口
机电产品 446 亿元，增长 26.3%；出口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400.5 亿 元 ，增 长
31.1%；二者合计拉动福建省对东盟进
出口增长 18.4 个百分点。其中，“老三
样”产品焕发新活力，以家用电器表现
最为活跃，出口 21.1 亿元，大幅增长
240.7%。

前5个月福建省外贸进出口增长4.3%
对东盟进出口劲增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