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盛钟 通
讯员 陈佳红） 你 还 在 为 开 通
水、电、天然气和网络等烦琐的
手续程序而头疼吗？如今，在莆
田城厢区，这些手续可以一次办
理 了 。记 者 从 城 厢 区 住 建 局 获
悉，该区在莆田市率先启动水电
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改革，申
请人可“一键四连”申请水电气
网报装相关业务，一次就办成。

位于城厢区太湖工业园区的
惠懂你纺织科技公司，是一家从
事面料纺织加工制造的新材料企
业，新建的绿色环保氨纶包覆纱
制造项目总投资 1.06 亿元，用地
面积 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4.74万平方米。近日，在一期项目
办理完施工许可证后，城厢区住
建局审批窗口工作人员主动联系
对接，指导企业申请水电气网联
合报装“一件事”套餐审批服务，
并于次日完成申报及受理。

“这样的服务，让我们既看到
了‘速度’，也感受到了‘温度’！”
作为全市首家体验水电气网联
合报装“一件事”套餐审批服务
的企业，该公司总经理蔡建辉切
切实实感受到了审批便利化改
革带来的改变。

所谓“一件事”套餐审批服
务，是指将企业和群众需要到各
级政务服务机构办理的事项，特
别是需到多个部门、需经多个环
节办理的事项，经过环节整合、
流 程 优 化 成 为“ 一 件 事 ”，实 行

“ 一 表 申 报 、一 窗 受 理 、一 次 办
成”，切实解决办事难、办事慢、
多头跑、来回跑等难题。

水电气网报装涉及诸多市
政公用服务企业。以往，企业需
要向水、电、气、住建等多个部门
单独提交申请，费时又费力。现
在 ，业 主 只 需 通 过 一 个 平 台 系
统、一个受理端口，即可完成多
个事项的申请。同时，简化了材
料提交，对于系统可直接调用的

电子证照，无须业主再提供材料。目前，企业营业
执照、不动产权证等均已实现电子证照，审批部门
可直接通过系统调用，无须企业再上传。

为推进改革举措早落地、早见效，城厢区住建
局联合区行政服务中心等多个部门组建工作专班，
强化统筹协调，实行并联审批。城厢区住建局审批
窗口负责人徐元超介绍，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
事”套餐审批服务，依托莆田市工程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办理，业主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需要联合
报装的事项。如涉及城市树木及绿地审批、市政设
施类审批等外线工程事项，便可一并进行申报。

“该项套餐审批服务具有‘一网通办、一口受
理’等优势，避免企业多头跑、多趟跑，极大节省企
业办事时间。”徐元超表示，目前，通过联合受理、
并联审批，城厢区公用服务事项在 2 个工作日内
便可完成受理踏勘，并按照承诺时限制定接入方
案；涉及其他审批事项则按照承诺时限同步进行
办理，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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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哲昊 通讯员 林
小玉） 近日，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
新大赛福建省级选拔赛在平潭举办，共
有 137个项目入围。

据 介 绍 ，本 次 比 赛 旨 在 进 一 步 营
造 创 新 创 业 良 好 氛 围 ，以 高 质 量 创 业
带动高质量就业。组委会将对获得省级

选拔赛一、二、三等奖的优秀项目给予
一 定 资 金 扶 持 ，并 为 获 奖 项 目 提 供 创
业辅导、资本对接等方面的帮扶，助力
获奖项目茁壮成长。

记者了解到，选拔赛采取“2+3”模
式，即 2 个主体赛和 3 个专项赛，其中主
体赛分为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 2 个赛

道，专项赛则包括乡村振兴、银发经济
和绿色经济 3 个赛道。

在现场路演环节，137 个参赛项目
的主讲人分别上台演示，他们均为市级
选拔赛各个赛道的前三名。经过激烈角
逐，共评选出三等奖 15个、二等奖 10个、
一等奖 5个、优秀组织奖 5个以及特别贡
献奖 2个。

值得一提的是，在优秀创业项目成
果展示会上，共有 35 个项目参加成果
展示，5 家创投意向企业与参赛项目进
行现场签约。

创业创新大赛福建省级选拔赛在平潭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黄
雄峰 文/图） 15 日，福建省农科院果
树研究所与福建天意红肉蜜柚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意公司”）在福州
举行签约仪式，前者以 300 万元的价
格，向后者转让该所育成的油柰品种

“晚黄金”植物新品种权。此次转让创
造了全省果树类植物新品种权单笔转
让金额最高纪录。

油柰是福建特色水果，全省种植
规模约 16 万亩。但传统品种普遍存在
成熟期易裂果、落果问题，导致果实采
收早、果品不佳，空腔率也高，导致果
实食用品质下降、果肉褐变，制约了油
柰产业发展。

新品种“晚黄金”，直击产业痛点。
“该品种具有良好的抗裂果、落

果性能，果内空腔小、可食率高，克服
了传统品种的缺陷。”福建省农科院
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廖汝玉说，“晚
黄金”成熟期在 8 月下旬，比当前主栽
品种“翠屏晚柰”迟熟 25~30 天，可实

现错峰上市；适采期长达 1 个月，远高
于其他油柰的 7~10 天；常温下储藏时
间长达 30 天，高于其他品种的 10~15
天，低温保鲜更是可达 60 天以上；可
整株树一次性采收，大幅降低采收人
工成本。

据悉，“晚黄金”由省农科院果树
研究所桃李育种团队从安格诺黑李高
接换种油柰芽变单株中，经十几年选
育而成。2019 年 5 月，该品种获植物新
品种授权，是我国首个获得植物新品
种权的油柰品种。古田县试验种植结
果 显 示 ：该 品 种 亩 产 可 达 2000 多 公
斤，产地直销价约 20 元/公斤，亩产值
4万多元。

突出的品种特性与市场表现，获
得企业青睐。

“‘晚黄金’有助于柰产业提质增
效，对福建果业结构调整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天意公司总经理蔡振平说，
企业将通过自主育苗及“公司+基地+
农户”模式推广该品种，计划 3 年时间

内在平和县种植 1万亩。
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一

样，植物新品种权属知识产权范畴。近
年来，随着育种水平与农业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不断提升，福建植物新品种
权申请与授权数量创新高。记者从福
建省种子总站获悉，全省共 3950 个品
种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农业部分）保
护，其中 951 个获授权。在此基础上，
福建还大力推动植物新品种权高价值
转化。

“我们一方面鼓励科研团队与企
业对接，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农业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实现科技成果与
市场需求高效对接。”省农科院成果转
化处副处长臧春荣说，去年，该院挂牌
成立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并在省内首
次开展农业科技成果（专利）网上竞
价。截至目前，省农科院共 166 个品种
获植物新品种权，其中 9 个植物新品
种权实现市场转化，转化金额达 1300
万元。

普通玉米新品种“黄金棒 696”以“门槛费+销售提
成”模式实现转让，门槛费创造全省单个植物品种转让价
格新高；油柰新品种“晚黄金”实现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创
造全省果树新品种权转让价格纪录；杂交水稻恢复系有
望实现千万元级别市场转让……今年初以来，我省农业
新品种销售榜单持续刷新，新“种王”不断涌现。这一现象
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我们选育出来的农业品种越来越被
市场认可，越来越有市场号召力。

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本就是农业育种的使命与
归宿。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没有人愿意买、愿意花多高的
价格买，是衡量一个品种好不好的试金石。

好品种如何卖出好价格？
第一，必须选育出农民喜欢、市场需要的品种。过去，

由于科研端与产业端脱节，许多品种只能锁在抽屉里。这
一局面正逐渐改变。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产学研协作，
引导科研机构与企业等市场主体构建紧密的利益共同
体。通过“产业端出卷，科研端答题”，育种家直面产业痛
点与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开展品种选育，选育出了一批真
正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好品种。

第二，要构建供需对接与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小规模
示范种植、举办品种观摩会等，是农业新品种进入生产者
视野的传统手段。这样的方式覆盖面有限，且缺少有效的
竞争机制，往往很难体现一个品种该有的市场价值。因此，
应当建立更广泛的平台，为好品种创造更多曝光机会，通
过撮合机制，让好品种找到买家，让买家找到好品种。

第三，完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也尤为重要。与工业知
识产权相比，以品种权为代表的农业知识产权面临着更
大的侵权风险与更高的维权难度。特别是像花卉、果树、
茶树这样无性繁殖的农作物，盗繁现象突出。面对侵权乱
象，权利人取证、固定证据、维权周期长、难度大，极大挫
伤了科技创新积极性。因此，必须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提
高违法成本，畅通维权渠道，让尊重农业知识产权成为社
会共识。

让好品种卖出好价格
□本报记者 张辉

廖汝玉（左）向蔡振平（右）介绍“晚黄金”品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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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绿氢芯材”团队进行高饱和基团枝接配体分子实验，寻找提升质子交换膜使用寿命
的办法。该团队曾多次获得国家、省级创新创业竞赛奖项。

近年来，福建锂电池新能源、化工新材料等产业蓬勃发展，相关技术创新需求旺盛。暑假期间，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
学院学生和交叉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多支团队，积极走访省内生产企业，调研其技术需求，再回到学校进行实验寻找解
决方案，实现产学研融合发展。 本报通讯员 李晨远 郭子航 记者 张永定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林梓健 通讯员 庄
佩贞） 15 日，“2024 中国海外人才创新
创业大赛厦门行”项目交流会在厦门科
学城Ⅰ号孵化器举办，活动邀请来自意
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 10

个大赛获奖项目进行路演分享，厦门市
相关企业、金融与投资机构及各区招商、
产投机构参与了项目交流会。

该活动由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主 办 ，厦 门 市 人 才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市科学技术局等承办。2024 中国海
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共设立 13 个海外
赛区和 1 个中国国内赛区，分为生命健
康、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未
来产业与文化创意等 5 条赛道。本次分
享交流将为海外人才和项目提供在厦
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促进海内外创新资
源深度对接交流，支持海外人才共享中
国发展机遇。

中国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在厦路演

青年学子助力企业技术创新

我省果树新品种权
单笔转让价最高纪录刷新
油柰品种“晚黄金”，卖了300万元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省政协各级党组织牢牢把握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立足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主动扛起全面从严
治党政治责任，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更加有力，党建与履职融合
更加紧密，党建制度机制更加完善，“凝心向党·协力同行”品牌
创建更加深入，省市县三级联动更加密切，为全省政协事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坚定政治
自觉，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全面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力筑牢阵地、建强平台、畅通渠道，切实把
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下去，共同把推进福建高
质量发展的智慧力量凝聚起来；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巩
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完善学习制度体系，认真组织学习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开展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活动为载
体，引导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听党话、跟
党走；立足政协履职特点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切实推动学习成果
转化为促进事业发展、提升履职水平的动力和实效；聚焦民营经
济、重点产业、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港澳台侨等中心
工作履职尽责，全力推进“为闽协商 为民服务”品牌建设，深化

“凝心向党·协力同行”党建品牌建设，勇于自我革命，持续抓好
作风建设，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经常性纪律教育，不
断提高新时代政协党建工作水平，以优异成绩迎接人民政协成
立 75周年。

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政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机制》《中共福
建省政协党组关于举办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系列活动的
总体方案》；审议通过福建省政协文史馆建设方案和陈列大纲；
审议通过“促进闽台农业融合发展”协商情况报告。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分析会召开

(上接第一版）
它是泉州海交馆里陈列的古船，是鼓浪屿背后深邃的文

化内涵，是湄洲岛上延续千年的信仰，是舞台上一出精彩的
表演，是游客戴在头上的簪花围……人们可以从中领会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肌理，并汲取蕴含于其中的精神
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1991年，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中国的海上丝绸

之路起点城市。福建省歌舞剧院以此为主题，编排了舞剧《丝海
箫音》。台下，有一位观众观看演出后一直惦记于心，并在 20多
年后，促成了这出舞剧的改编。

2014年 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
上海召开。对峰会上表演的文艺节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能少
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元素。他特地提到，23年前曾在福州看过
舞剧《丝海箫音》。

新编《丝路梦寻·海》以《丝海箫音》为母版，作为亚信峰
会的开场歌舞，登上了国际舞台。此后，先后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厅等
地上演。

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习近平特别重视
海丝文化遗迹保护与传统文化传播。1996年，他在湄洲岛调研
时提出“要丰富和发展地方特色文化，特别是妈祖文化”；2001
年，他听取了有关部门的相关汇报，开启了泉州海丝遗迹的申
遗之路。

海洋文化穿越时空，从区域走向全球，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精
神财富。2009年，“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保护与传承中凝聚强大的前进定
力，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生动实践，至今仍是福建弘扬海洋文
化、传承海洋精神的源头活水。

（三）

读懂福建，要读懂“闽人与海”。
大海见证了闽人以海为途、向海而生、拓海而荣的发展印

记——千百年来，他们不畏波涛，在波峰浪谷间激荡出智慧、
血性与风骨，也孕育了闽人海纳百川、敢拼会赢、开放包容的
族群个性。

大海也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古往今来，不同文明在其中
交相辉映——丝帛、瓷器、茶叶从这里流向世界，香料、药材、珠
翠则由此汇入中华。世界各地的使节、僧侣、商人、海客纷至沓
来，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给西方带去了东方第一大
港泉州“遍植刺桐”“舶商云集”的美丽传说，见证着福建、中国对
世界海洋贸易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古往今来，不同文明在其中交相辉映。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
海洋文化，所具有的崇尚力量之品格，开放包容、探险创新、

开拓进取之精神特质，亦可为闽人智慧之体现。
当前，海洋仍是远未完全开发的“聚宝盆”，可持续发展也面

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福建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海
洋强国重大战略的决策部署，围绕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和海洋强
省目标，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深入实施海洋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
断积蓄并持续释放向海图强的发展动能。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使古老的丝绸之
路焕发出新时代的活力，让“蓝色力量”助力复兴号中国巨轮扬
帆远航。福建定当发挥突出的先行优势，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推动
海洋文化的创新与繁荣——

厚植因海而立的精神根基，增强海洋文明的感召力。注重提
炼和展示自身的文化精髓，加强对自身话语体系、叙事场景的构
建，研究、阐释并传承向海而生的精神品质，用深沉深厚的人文
底蕴，铸就前行的精神锚点。

积蓄向海图强的发展动能，释放海洋文明的生产力。充分发
挥海洋文化本身就蕴含的重要经济价值，推动产业规划、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海洋文化与旅游、信息、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能量
互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编织以海为脉的交流纽带，提升海洋文明的凝聚力。秉承我
国海洋发展历程中蕴含的全球性文明基因，推进经济合作和人
文交流，汇聚深化多元互信、美美与共的“蓝色力量”，为世界贡
献海洋治理的福建智慧、福建成果，助力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明代郑若曾编撰的《筹海图编》载：“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

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高耸。”这虽是 16世纪
中期明代人对作为战船型福船的一种描绘，但也是福建船的大
致写照。

在千百年的浩瀚海洋里，福船以其底尖面阔、首尾高昂的船
型成为中国船的代表，见证着福建先民乘风破浪的辉煌。时至今
日，福船技艺、匠人精神与角逐海洋的勇气，依旧焕发活力，指向
向海图强的远方。

以海为脉汇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