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8日，全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大力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壮大

实体经济，促进我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本报从今日起开设“突破口——漳州全力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栏目，聚焦我市各县（区）、开发区（投资区）落实分析会部署

要求、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思路、举措和成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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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9月19日，市委副书记黄水木带队深入
诏安县，调研牡蛎产业发展情况，推进农业优新品种推广和高素质
农民培训工作。

市领导实地察看了梅岭镇南门村牡蛎“海上牧场”、东门村鸿
洋水产育苗场等，与养殖户、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种
苗培育、技术创新、市场供应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诏安县牡
蛎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对做大做强做优诏安牡蛎产业提出具体指
导意见。市领导强调，诏安发展牡蛎产业禀赋优越、基础扎实，没有
理由不把这篇文章做好。要注重提升产业效益，科学规划牡蛎养殖
规模和空间布局，结合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统筹“种养加”一体化
全产业链条，加强养殖户培训指导，不断提升养殖、销售、精深加工
等各个环节的质量和效益，切实把牡蛎养出高品质、做出新花样、
卖出好价钱。要优化完善发展环境，着力破解“品牌”“物流”两大瓶
颈制约，紧密跟踪推进“诏安牡蛎”地理标志申请，积极办好“牡蛎
文化节”等特色宣传推介活动，加快突破物流平台建设，不断提升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要统筹协调合力推进，强化市县乡村四
级协同、部门属地同向发力，进一步密切政府、行业协会、科研院所
与企业、养殖户之间的联动，凝聚推动牡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合力，进一步打响“中国生态牡蛎之乡”的金字招牌。

在诏安县建设乡、深桥镇、桥东镇，市领导深入福马水产、百秾
生态、欣泰园生态等企业和项目，详细察看优新品种培育推广、种
植基地运营、高素质农民培训等情况，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生产经营
中的困难问题。市领导指出，近年来，我市大抓农业优新品种推广
和高素质农民培训“两项行动”，在推动种业振兴、农业提质、农民
致富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要再接再厉、久久为功抓好这“两项
行动”，加大扶持力度，积极选树典型，示范带动现代农业高质高
效，做大做强诏安牡蛎、金燕窝果、青仁乌豆、鳗鲡养殖等特色产
业，培育壮大乡村振兴新动能，带动村集体和农民增收，推动我市

“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领导到诏安调研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9月 18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周联清带队来漳州开展种子“一法一例”执法检查。市领导李
东河、李亚树、兰万安陪同检查。

检查组先后深入龙海区、漳浦县，实地察看了仙人掌省级花卉
种质资源库、蔬菜种苗基地、食用菌菌种研发基地、百香果种苗基
地、铁皮石斛种苗基地等，详细了解种质资源保护、农作物品种研
发、种子生产销售、种子质量监管及政策支持等情况，并听取意见
建议。

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市贯彻实施种子“一法一例”所取得的成
效。检查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持续推动我省种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法治意识，紧扣法律条
文，聚焦种业发展重要环节，落实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企业等法
定责任，运用法治方式破解种业发展难题，真正发挥法律刚性约束
作用。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加快育种
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种业创新能力，深化闽台种业合作，规范种业
市场秩序，持续做优做强种业产业，全面推动法律法规贯彻落实，
扎实推进依法治种、依法兴种。

省人大常委会检查组来漳
开展种子“一法一例”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 杨瑞 通讯
员 林夏瑛 林毅）9月19日上午，
漳州台胞台企权益保护法治宣
传基地（福建特色检察展示平
台）在漳州台商投资区两岸青年
创业基地正式启用。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黄海昆，省检察院检
察长侯建军，市长魏东，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张慧德，市检察
院检察长江莉等出席启用仪式。

仪式后，出席人员参观了
漳州台胞台企权益保护法治宣
传基地。该基地占地面积约 900
平方米，分为序厅、两岸一家、
闽台同源、法治服务、共创未
来、多功能厅等六个部分，采用
图片、文字、电子沙盘、大数据
相结合的形式，展示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对
台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
践、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与人员
往来、“一室多员”涉台检察工
作机制、检察机关提供法治服
务保障、涉台文物分布及保护
情况等丰富内容。

据悉，设立漳州台胞台企
权益保护法治宣传基地（福建
特色检察展示平台）,是福建省
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
题的总体方略，更优服务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又
一举措,旨在展示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建设成效、全省检察
机 关 涉 台 检 察 工 作 的 特 色 亮
点，持续扩大福建、漳州涉台检
察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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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风拂煦，龙江潮急。
近日，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上，作为福建省集中签约的
50个重大项目之一，国药弘域智谷产业
园项目正式签约落地龙海。

龙海紧紧围绕市委关于县域经济
的“三问三答”，重点聚焦“产、港、城、
人”融合发展，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
谋在长远、干在当下，谋而后动、动则快
动，着力打造产业龙海、城市龙海、乡村
龙海、海上龙海、人文龙海、民生龙海等

“六个龙海”。
2021年龙海GDP增长 8%，2022年

增长 7.2%，今年上半年增长 5.7%，实现
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持续在漳州经济发展过程中挑大
梁、打头阵、当先锋、振雄风，为加快建
设现代化滨海城市作出新的贡献。

做强产业
锤炼“六个龙海”经济韧性

一个个高质量产业项目，就是一个
个支撑跨越式发展经济增长点。

看中龙海“通江达海、融漳接厦”的
区位优势，万洋集团投建众创城，现一
期85栋标准化厂房即将交付，同处浮宫
镇、地理位置更佳的三期项目正快马加
鞭推进建设；

位于海澄镇的卡尔顿创意食品产
业园正式投用，掀起一阵“烘焙潮品
牌”旋风，为健康食品传统重镇注入强
劲活力；

兴古湾海风劲，漳州 LNG 项目两
座巨大储罐全面完工，工人抢抓黄金施
工期，加快3号储罐基础建设……

国药弘域智谷产业园占地 267亩，
其中一期用地 100 亩，总投资 18 亿元，
以医疗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依托国药集
团，建设智能设备生产产业园，贯通上
下游产业集群，打造生命科学产业高
地。项目投产后，年产值不低于每亩500
万元，年纳税不少于每亩30万元。

该产业园是龙海区深入开展“亩均
论英雄”、推动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破解

“工业不成带，产业不成片”问题后取得
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继远荣智能制造
数字产业园、保罗大健康产业园、立圣
丰科创园后投产的又一主题产业园，有
利于加快推动企业向园区集聚、产业向
园区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有
力支撑。

补齐短板
彰显“六个龙海”民生温度

民生暖色，折射跨越式发展成色。
补齐民生短板是近年来龙海谋划、推进

重点项目的重要方向之一。
龙海区水利局局长陈奕辉介绍，西

溪桥闸自1967年1月建成投入使用，已
运行 50年之久，虽历经多次维修，但工
程老化程度日趋严重，隐患较多，亟待
除险加固。区委区政府坚持把惠民生、
暖民心作为重要底线，去年 7月果断启
动桥闸重建工程，化被动为主动，有效
降低今年多台风叠加强降雨天气带来
的不利影响。

从如火如荼的西溪桥闸项目施工
现场出发，顺着九龙江一路而下，直至
蔚蓝海洋，一座名叫“浯屿”的小岛吸引
着世人的目光。

因岛上淡水奇缺，这座小岛得名“无

水之屿”，即“无屿”，后雅称“浯屿”。岛上
的居民一直有着不同于陆地居民的烦恼。

“之前岛上饮用水都要靠船早晚运
送，遇到恶劣天气，运水船停了，水也就
断了。而且，每吨 25元的水费对于一些
困难群众也是不小的负担。”浯屿村党
总支书记钟东升每每说起岛民缺水的
事，难掩面上忧心神色。

作为龙海区第二季度集中开竣工
项目，今年3月，浯屿岛跨海供水工程正
式开工。到年底，1255户近 4000名岛民
用水紧缺的问题将彻底成为历史。消息
传来，80岁的岛民蔡炳煌高兴得睡不着
觉，期待着早日喝上直供的自来水。

（下转第八版）

从“一个龙海”迈向“六个龙海”
⊙蓝毅辉 文 吴贤宾 图

浯屿岛跨海供水工程完工后，岛上居民将实现“喝水自由”。

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
基金会主席和飞虎队老兵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阿拉伯文版等六种外文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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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文 张旭 图）
晋城遗珍，来漳“巡游”。9月 19日，“泽州
万像——山西晋城古代彩塑壁画艺术”
主题展览在漳州市博物馆二楼沈柔坚
厅开展（题图），展览将持续至明年 1 月
7日。

本次展览展示了晋城唐、宋、元、明
时期精粹彩塑和壁画遗珍近 80件，共分

为“泽州古艺·遗踪溯源”“形塑庄严·青
莲寺彩塑”“图绘众生·壁画艺术”“凡间
仙境·玉皇庙彩塑”“佛国诸天·铁佛寺彩
塑”“传神之法·传统彩塑壁画工艺”六个
单元，采华撷英，蔚为大观。

走进展厅，仿如踏入寺观庙宇宝地，
静观艺术佳品，细究众神威严，盛享视觉
妙宴，市民纷纷惊叹于山西彩塑壁画艺

术之源远流长。来自南靖的王雪君在展
厅中来回参观了两三遍，她说：“这些积
淀千百年的传统彩塑壁画，所呈现的繁
琐工序和精进技艺，是祖先智慧的体现，
也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我感到十分
震撼。”

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建
军说，通过此次展览，让这些保存于山
西晋城、难得一见的艺术遗珍走出深山
古刹，让漳州市民近距离感受晋城古代
精品彩塑壁画的文化特性、造型语言、
表现手法和传承模式，对加深大众对晋
城传统文化艺术的了解与认识有很大
的作用。

晋城，古称泽州，因悠久的历史，独
特的区位优势，孕育了灿烂的古文明。晋
城为山西境内重要的古建筑遗存地，旧
时名刹隐于山野，鲜见游客，为壁画和彩
塑的保存提供了便利，故其留存年代久
远且较为完整。

据悉，本次展览由山西省文物局指

导，漳州市文旅局、晋城市文物局主办，
这也是该展览全国巡展的第二站，接下
来计划赴河南、北京等多地进行巡展。此
次晋城与漳州的馆际交流合作是两地践
行“让文物活起来”“让交流动起来”理念
的重要举措，是晋城与漳州两个历史文
化名城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盘活文物
优势资源，深化两地文明互鉴，推动两地
文旅事业融合发展。

山西彩塑壁画山西彩塑壁画遗珍遗珍来漳来漳““巡游巡游””
地址地址：：漳州市博物馆二楼漳州市博物馆二楼沈柔坚厅沈柔坚厅

展期展期：：至明年至明年11月月77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