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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林艳红 游晓璐）近日，
记者从莆田市民政局获悉，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民政部门进
一步推进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上半年，累计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2.6亿余元，惠及城乡低保、特困对象5.8万余人。

据悉，莆田市依托“全市一张图”数字化平台，构建“数
字雷达”，采取“线上智慧式比对+线下地毯式排查”方式，
加强重病、重残人员排查比对，推进“政策找人”高效化。此
外，为减轻困难群众负担，由莆田市政府出资补助，2024 年
度起，免除全市低保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惠及困难群众 5.4万余人。

莆田上半年发放
社会救助金2.6亿元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吴志军） 日前，农业农
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公布 2024 年农业产业融合
发展项目名单，福建省 10个项目入选，包括 1个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2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7 个农业产业强镇。秀屿区
南日镇成功入选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

南日岛是莆田市第一大岛、福建省第三大岛，拥有全国
首批国家级“和美海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等“国字
号”头衔，素有“蓝色粮仓、海上牧场”之称。近年来，南日镇
坚持生态优先、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全力打造生态海岛建
设的示范样板。

据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是由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谋划部署的重大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项目，在规模化种养基础上，通过“生产+加工+
科技”，聚集现代生产要素，为培育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
能创造新经验，为探索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开辟新路径。

2024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名单公布

秀屿区南日镇入选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吴志军）为持续擦亮秀
屿滨海旅游名片，打响“五彩旅游”品牌，日前，秀屿区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开展秀屿文旅形象标识（LOGO）公开征集活动。

据悉，文旅形象标识设计要求聚焦秀屿“一岛三湾”资
源，突出秀屿形象、资源优势、文化底蕴、地域特色、人文精
神，运用生动形象、国际通用的视觉元素，设计让人印象深
刻的形象标识，宣传推介秀屿文旅资源，彰显秀屿旅游独特
魅力。征集时间截至 8月 31日 24时。

评选按照初评、复评、公示、发布 4 个程序进行。9 月 11
日至 15 日，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初评，选取一定数量的候选
作品，通过大众线上投票的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根据投票结果，邀请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委会，对符合要求
的全部应征作品进行复评，确定最终获奖作品入围名单，并
对外公示。10 月 15 日起，在“秀屿新闻”和“滨海旅游 五彩
秀屿”微信公众号公布获奖名单。活动设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 2名、三等奖 3名，给予相应奖励。

秀屿公开征集文旅形象标识

本报讯（记者 沈琳 通讯员 林亦霞） 近日，莆田涵江
医院与白沙镇卫生院联合病房正式启用。

据悉，设在白沙镇卫生院的联合病房以服务心血管内
科、内分泌科、妇产科、儿科、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患者为重
点，由莆田涵江医院选派科室业务骨干驻点联合病房，发挥
专业技术优势，为山区百姓提供同质化、一体化的健康管理
服务，方便患者就近住院康复。目前设有联合病房 3间，共 6
个床位，后续将进一步增加房间数与床位数，满足周边患者
的需求。

联合病房的投用是涵江区强化医联体建设，打造健康
涵江的举措之一。近年来，涵江区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围绕“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思路，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上下贯通，构建起“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
社区”的分级诊疗体系。

联合病房进驻镇卫生院

近日，北岸卫健局联合莆田市第一医院、忠门镇中心卫
生院到北岸经开区东埔镇开展“爱眼护眼”义诊活动。图为
医生在为患者进行眼部检查。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陈琛 摄

近日，福建高速集团莆田管理分公司联合莆田高速执
法支队一同走进涵江区三江口镇高美小学，开展“共筑平安
路 安全伴童行”志愿服务活动。图为志愿者现场教授应急
救护知识。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李海虹 摄

23 日，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坐忘图书馆
里，75 岁的林金队正在为一群五六岁的孩子
读故事书。

林金队是坐忘图书馆的创办人。他是一
名有着 5 年兵龄和 50 年党龄的老党员。林老
一生喜欢读书看报，2019 年，他退休回到老
家，看到镇里的许多留守儿童一到假期，不是
沉迷电子产品，就是遍地跑、到处玩，阅读氛
围极为欠缺，这让他萌生了自办图书馆的想
法。一经提出，就得到子女们的支持。

在林老的倡导下，他们一家合力将闲置多
年的老房进行改造，建成图书馆。今年 4月，坐
忘图书馆正式开张，图书馆分上下两层，总面
积 749 平方米，藏书量 2 万余册，涵盖中华经
典、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儿童文化等各类内
容。为了给孩子们营造温馨的阅读环境，一楼
专设儿童阅读区，空调、饮水机、台灯等一应齐
全；二楼还配有音乐区、活动室等，可供年轻人
举办各类艺术雅集、读书交流、文化沙龙等活
动。此外，馆外还配备了秋千和沙坑，让小朋友

在阅读之余有休憩、游戏的活动空间。
坐忘图书馆成了附近留守老人和孩子的

精神家园，家住东庄镇前云村的游瑞林是图
书馆的常客，原先是他自己独自来看报，后来
一到周末，他便带着老父亲及儿子，一家三代
来图书馆阅读。游瑞林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
亲情陪伴方式。

为方便村民阅读，林老每天一大早便来
到图书馆“坐班”，他还根据读者的年龄、身
份、书籍的借阅量等，建立读者档案，便于精

准补充书籍，满足读者需求。林老坦言，每天
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孩子们主动来读书。

暑期来临，林老开始筹划孩子们的假期
“文化套餐”。目前，他联系了莆田学院、市图
书馆、秀屿区作家协会、市义工志愿者协会
等，准备为村里的孩子们进行文化、艺术培训
及心理健康疏导。

“现在年龄大了，别的事也干不了，办个
图书馆尽一点义务，只要下一代能从中受益，
我就满足了。”林金队说。

七旬老党员创办“爱心书馆”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黄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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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莆田市北岸经开区，风电场装
点着绵延的海岸线，岸边晒着层层海带，养
殖区内，生蚝、小黄鱼、石斑鱼各自畅游。

北岸经开区下辖山亭、东埔、忠门三个
乡镇，总面积约 13070 万平方米，耕地面积
2343.88 万平方米，人均耕地少。近年来，该
区不断推动流转土地规模化耕作、企业化
运营，因地制宜扩大农业规模、提升效益；
同时，立足海洋禀赋，积极发展近海养殖、
深远海捕捞。如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的生动实践在北岸不断演绎。

因地制宜 培育特色产业

因沙质土壤疏松、盐碱地遍布，适合北
岸当地种植的作物并不多，而胡萝卜凭借
其喜旱耐碱的特性，成为北岸的一大特色
产业。如今，全区种植胡萝卜面积约 8000
亩，年产值超亿元。

科学的种植手段是保障作物品质的关
键。按照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要求，目前北
岸全区 16 家胡萝卜基地均使用水肥一体
化灌溉，并采用绿色防控技术进行病虫草
害防治，所产的胡萝卜色泽橙红、皮薄甜
脆，品相极佳。

“我们基地 400 亩胡萝卜已经全部上
市了，现在地里种的是地瓜和花生，沿海沙
地种植的地瓜、花生，咸香可口，风味独特，
深受市民喜爱。”成兰蔬菜合作社总经理侯
亚龙说，四季间作轮耕有助于改善耕地质
量、提高作物产量，胡萝卜季结束，很多种
植户还会在地里种上西瓜、白萝卜、大豆，
确保田地没有空窗期，季季有所产。

夏季是众多鲜果的上市季节。在北岸
经开区忠门镇安柄村，成片的火龙果、百
香果田沿河展开，这里引进的台湾红心火
龙果，通过有机种植、生物防治、秸秆返田
等环节，果实皮薄，果肉细腻、口感清甜。
种植大户陈国营告诉记者，火龙果不仅果
实美味，所开的花也有妙用，除了作蔬菜
食用，还可以制成花茶、酵素，加工好后，
一斤可卖到 800 元，且存放时间越长，花茶
越醇香。

截 至 目 前 ，北 岸 全 区 种 植 火 龙 果 约
300亩，带动 800多户农户劳动致富。

草木葱盛，绿茵轻拂。漫步北岸经开区
山亭镇，房前屋后、乡间小道点缀着洁白馨
香的百合花。

百合花姿雅致，观赏性强，鲜花可作香
料，鳞茎含丰富淀粉，是一种名贵食品，亦
可作药用。在山亭镇东店村、山亭社区，当
地村民种百合已有 20 多年历史，家家户户
都有吃百合粉的习惯。

每年 6 月下旬，工人从地里掘出百合
果，剥瓣、浆洗后，再经过道道工序研磨成
百合粉。“买家相对固定，主要是在外的同
乡莆商，一斤百合粉 100 元，每亩每年大约
能收 300 多斤。”东店村村民潘国裕说，“因
产品走俏，九成以上村民都有利用家中空
地种百合的习惯。”

集中耕作、精耕细作是北岸经开区应
对土地分散偏远、农业基础薄弱等问题的
良方。该区立足农业资源特性和气候特点，
持续推进胡萝卜、火龙果、向日葵、百合等
特色产业发展。近年来，已累计完成高标准
农田建设 2.48万亩、土地流转 1.03万亩，规
模化经营成效凸显。数据显示，去年，全区
蔬菜播种面积 8316亩，产量 16676吨；粮食
种植面积 7135亩，产量 2671吨。

值得一提的是，4 月初，依托中国科学

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团队，北岸经开区成立
兰埔辐射育种基地。“基地通过开展辐射育
种育苗试验，借力粒子辐射生物技术及其
应用赋能农业发展，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
用。”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郭立忠告诉记者，
基地目前以甘薯、花生、马铃薯和中草药等
品种为主，利用现代技术改良出适合当地
种植的各类作物，丰富农业发展模式，提高
土地流转率及产值。

耕海牧渔 打造蓝色粮仓

北岸经开区海域水深岸阔、风浪不大、
光照充足，是优良的“海上牧场”。该区立足
资源禀赋，宜渔则渔，积极向海洋要食物，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丰富老百姓的
餐桌。

夏至时节，走马北岸经开区各镇各村，
不少田间空地上仍然晾晒着成片的长条海
带。“今年海带价格不错，批发价每斤 8 至
10 元，我上月收了 40 亩，晒干以后便于保
存销售，一年四季都能吃得到。”当地海带
养殖户唐凤娇告诉记者。

得益于海洋环境优势，这里出产的海
带，叶片肥厚、口感劲道，远销全国，海带
养殖是北岸众多渔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
一。数据显示，今年，全区海带养殖面积约
12000 亩，海带产量可达 2.1 万吨，产值 3
亿元。

位于山亭镇的蒋山村素有“中国紫菜
第一村”之称，其东、南、北三面濒临平海
湾，拥有天然滩涂面积 3000 余亩，海岸线
长，水清无污，所产紫菜细腻顺滑、味道鲜
美，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上市季节供不
应求。

2021 年 ，蒋 山 村 建 设 全 市 首 个 现 代
化、标准化紫菜育苗基地，面向当地养殖户
供种，统一泼苗、采收上市时间，不断规范
养殖作业，发力品质提升，“下蒋紫菜”品牌
越来越响。

如今，随着紫菜产业的有序发展，蒋山
村紫菜年产值达 5000 多万元，养殖户年收
入约 15万元。

再 过 一 两 个 月 ，在 山 东 威 海 度 夏 的
4000 吨鲍鱼就要就地上市了，这些鲍鱼主
要来自北岸经开区东埔镇，受气温影响，每
年 5 月份，尚未长大的鲍鱼就要装箱乘车，
一路北上避暑。“北岸的鲍鱼以当地出产的
优质龙须菜、海带为食，加上湄洲湾潮汐带
来的天然藻类，造就其肉质肥美、鲜味十
足。”东埔镇乐屿村副主任林海真说。

在 北 岸 经 开 区 罗 屿 海 域 的 深 海 里 ，
1000 亩三倍体生蚝正在水中静静生长，半
个月后，它们就会被打捞上市，流向城镇居
民的餐桌。

莆田市盛宏技术有限公司是当地海产
养殖龙头企业，除了三倍体生蚝，还育有鲍
鱼和大连海参。“去年培育了 15 万斤海参，
海参在大连暂养一段时间，再把海参苗拉
回北岸养上数月，到 3 月份售卖，售价大约
一斤 55元。”盛宏负责人骆文树说。

因地制宜发展养殖业，是北岸人民向
海洋要食物的一个缩影。多年来，北岸经开
区持续做精做强海带、紫菜、生蚝等优势海
产品，促进海上养殖朝着规模化、产业化、
规范化方向发展，加快实现渔业多产、渔民
增收、渔村振兴。2023 年，北岸经开区水产
品总产量 17.86吨，渔业产值 27.77亿元，同
比增长 4.8%，排名全市第一；农林牧渔服
务业产值 2.73亿元，同比增长 2.8%。

村民在采摘火龙果。 王雪玉 摄

养殖户在采收紫菜。 王雪玉 摄

养殖户在海面采收生蚝。 黄国民 摄

刚拔出来的胡萝卜铺展在田间地头。 郭霖霞 摄

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
位于北岸罗屿海域的海上养殖区位于北岸罗屿海域的海上养殖区 黄国民黄国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