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信早報
國際日報報業集團

Thursday, Feb 4, 2021 2021 年 2 月 4 日(星期四) 莆田乡情M2

莆田鄉情 275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農曆十二月十七）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1月19日，中科院专家一行到莆田调研电
子信息、高端装备产业，推进院地合作继续
深化，促进成果对接与转化。

专家团队先后来到STS莆田分中心、荣兴
机械有限公司、杰讯光电（福建）有限公
司、衡力传感器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参观
考察生产情况，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产品开发等方面情况汇
报，面对面交流对接企业技术需求。企业负
责人与专家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寻

求合作。目前，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已与企业初步落实对接需求5项。

当前，莆田市突出开放招商、强化项目
带动，大力实施强产业、兴城市“双轮”驱
动。此次对接活动，助力企业解决技术课
题、难题，帮助企业做大做精自身产业。同
时，以活动为契机，吸引中科院团队常态化
支持莆田企业开展项目合作和科技攻关，把
莆田科技产业结构变“优”、经济质量变
“高”。（蔡玲）

 记者日前从莆田市工信局获悉，莆田
积极培育工业新模式，发展工业旅游产业，
已初步建成工业博物馆、工业遗产、文化创
意、观光工厂等工业旅游体系。

目前，莆田在鞋服、食品、工艺美术等
产业建立工业旅游培育库，支持百威雪津、
亚明食品、复茂饼家等食品类企业开展工业
博物馆模式，鼓励三福古典家具、鲁艺古典
家具、腾晖工艺、庄严苑等工艺美术类企业
开展文化创意模式，引导双驰实业、青春之

家、才子服饰等鞋服类企业开展观光工厂模
式。

为打造示范基地，该市推荐百威雪津、
三福古典家具申报并获评第一批省级工业旅
游示范基地，数量并列居全省第一。去年，
该市还推荐莆田盐场申报国家级工业遗产项
目，博斯优创、三棵树、庄严苑等企业申报
第一批省级工业旅游精品线路，争取打造
“工业+”模式，为工业产业赋能。（林晓

玲）

 记者日前获悉，《湄洲岛传
统中式婚礼》入围“2020年第五
届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
优秀影片。

《湄洲岛传统中式婚礼》包
含着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对传统
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不懈追
求。湄洲岛传统民俗婚礼视频录
制打破了时间限制，汲取亲情、
爱情、温情的高光一刻。在追求
经典、精华的同时，又不忘根植
于妈祖文化、本土文化的魅力。

湄洲岛，是妈祖文化的发祥
地。浓厚的地域文化，造就了富
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民俗婚礼就
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民俗婚礼，
承载了千年的文化底蕴，每一个
环节都有着特殊意义，充满了美
好寓意和满满的仪式感。十里不
同风，一乡一习俗。从出阁礼、
加冠礼、三拜之礼，同牢合卺、
挂 表 安 床 等 环 节 到 作 金 文 闹 洞
房，独特的婚礼习俗，也是整个
婚 礼 的 一 大 看 点 。 莆 仙 方 言 赞
唱，传统器乐合鸣，一个极具文
化内涵的仪式和喜庆画面迎面展
开。

“以前的新娘子都会梳起妈

祖头出嫁”。湄洲岛在过去有个
习俗，待字闺中的姑娘梳起帆船
髻 的 那 一 刻 便 是 出 嫁 之 时 （ 如
图）。新娘梳起妈祖亲自设计的
帆船头。这是妈祖羽化升天后，
湄洲老百姓感恩妈祖、缅怀妈祖
心系大海，心怀众生的大爱精神
而 赋 予 了 新 娘 出 嫁 时 的 特 殊 意
义。湄洲岛人恪守千年的文化传
统，承载着妈祖的祝福，也寄予
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景。

据了解，美丽乡村国际微电
影艺术节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
会组织联合会和中国农业电影电
视协会联合主办，已经连续举办
了五届。历届“美丽乡村国际微
电影艺术节”广泛发动国内外专
业影视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围
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大主
题进行微电影和短视频创作，取
得了丰硕成果，受到国内外参赛
者的广泛认可和好评，成为影视
文化的优秀品牌。美丽乡村国际
微 电 影 艺 术 节 始 终 紧 扣 时 代 脉
搏，聚焦“乡村振兴”，每届征
集的作品都在2000部以上。（吴伟

锋）

 记者日期获悉，莆田市持续推进湄洲岛
生态文明建设，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曾
经污浊的湖石淉华丽变身为生态湿地公园，
岛上森林覆盖率提升到58.3%，着力打造碧水
蓝天旅游圣地，巩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
成果。

据悉，湄洲岛加大造林绿化力度，实行
精准化规划、精致化建设、精细化管养，先
后获得“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区）”、
“全国绿化模范县（区）”、全国首个海岛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基地等荣誉；实施湖石淉
及周边生态水系综合整治工程，通过污水收
集、水质净化、植物种养等举措，湖石淉及
周边区域水质从劣V类提升至IV类；实施海岛
污水收集、处理等系列污水治理工程，将污

水处理厂尾水用于绿化灌溉、生态补水等，
全面化解海岛污水直排大海现象，目前已建
成约160公里的污水主次干管。常态化开展河
道保洁、清淤、修复和水质监测，着力改善
水环境。启动专项治理行动，严厉打击周边
海域非法采砂、非法围填海等行为，全部取
缔石材加工场和畜禽养殖，为碧水蓝天“让
路”。

全面推行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率达50%左右。推进“厕所革命”，主
干道平均每公里内有一个旅游公厕。实现无
人驾驶汽车游客体验试运行，推行全岛电动
化出行，打造全域零排放生态岛和全域人、
车、路、平台智能网联智慧岛。（吴伟锋）

春节来临，秀屿公路分局组织志愿者前
往区市政公园及周边地区开展“移风易俗 文
明过节”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向居民发放《移风易
俗文明过节倡议书》《莆田市民文明手册》
等宣传材料（如图），倡导勤俭节约，摒弃
搞攀比、讲排场、比阔气的奢侈风气，反对
铺张浪费，并详细为居民讲解燃放烟花爆竹

的危害,增强居民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环保意
识。

志 愿 者 们 呼 吁 ， 社 区 居 民 要 从 自 身 做
起，倡导移风易俗，自觉维护社区生活环
境，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社 区 居 民 也 纷 纷 表 示 ， 将 自 觉 遵 守 规
定，合力营造文明、安全、宜居环境。（吴伟

锋 宋夏青）

“五彩稻田”初具雏形即日起至7月上旬可前往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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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院地合作对接 中科院专家抵莆调研

“莆田港口岸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国家验
收，港口吞吐能力年均增长10%以上，东南沿
海最大的罗屿40万吨码头列入国家布局计
划，30万吨铁矿石巨轮成功靠泊。”今年市
两会，莆田市市长李建辉做政府工作报告，
回顾“十三五”期间港口发展成就，一句
“东方大港雄姿初展”振奋人心。

市两会期间，临港觉醒、产业崛起，成
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莆田市政协委员、
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港航运行处处长强新星
说，莆田市港口吞吐量从2016年的2789万吨
至2020年的4681万吨，年均增长超过10%，随
着罗屿40万吨码头改扩建工程的投产，八
方、国投等超大码头的产能将进一步释放，
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到的2021年港口货物
吞吐量突破5000万吨指日可待。

三湾潮涌,驻足湾畔, 莆田市域兴化、东
吴、秀屿三大港区气势磅礴。百年前，孙中
山提出建设湄洲港，一代代有志之士逐梦湄

洲湾，为东方大港梦想日夜兼程。
1月1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湄洲湾

港总体规划（2020-2035年）》，莆田港口由
三大港区7个作业区3个作业点组成，规划利
用码头岸线26.7公里，布置泊位93个，其中万
吨级以上泊位85个，规划吞吐能力1.68亿吨，
正朝着东南大宗散货枢纽港、海西产业集群
工业港、世界妈祖文化旅游港目标快速挺
进。

2020年7月11日，32万吨超大型散货船马
朱罗籍“SAO GRACE/优雅”轮顺利靠泊罗屿
作业区9号泊位，这次靠泊是罗屿港口开港以
来靠泊的最大船舶，刷新了在湄洲湾港停靠
的大型散货船载重吨位纪录。17万吨、25万
吨、32万吨，五年来，湄洲湾25万吨级、30
万吨级深水航道相继投用，航道等级提升到
了40万吨，一大批高等级泊位的建成，莆田
港口靠港船舶吨位不断刷新记录，大船靠泊
已成常态，拉开大船时代进程。

东吴港区是交通运输部公布的全国重要
港区，去年该港区完成货物吞吐量3662万
吨，占整个莆田港口吞吐量的78%，逐步成为
全省大宗散货海铁联运最集中的港区。2020
年，罗屿港口吞吐量突破千万吨级，与该港
区的八方港口、国投湄洲湾港口共同跻身千
万吨级码头的行列。

“站在新的起点上，罗屿港口要倍加珍
惜大好局面，持续努力，保持良好发展态
势，更大格局谋划新一轮发展”，2019年，
莆田市委书记刘建洋刚到任就深入罗屿作业
区调研强调，并提出“利用资源、资本进行
开放招商”“切实发挥莆田工匠精神、港口
等优势，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
平”等工作要求。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
40万吨矿石专用码头，罗屿港口正发挥独特
的区位优势和超大港口优势，加快构建中国
东南沿海港口群最大的铁矿石中转、交易和
混配矿加工基地。

2019年7月26日，一个载入莆田港口史册
的日子。这天，东南沿海港口铁矿石对台首
航仪式在罗屿港口举行。台湾中钢“通捷”
轮在罗屿10号泊位装载2.75万吨淡水河谷混合
矿粉后驶往台湾台中港，开启东南沿海港口
铁矿石中转台湾新时代。

除东吴港区快速发展外，秀屿、兴化湾
港区也取得长足进步。顺利开通莆田-台湾集
装箱运输航线，首次实现风电设备年出运超
百套，年均为全省供气310万方，原木进口量
占到了全省五分之一。

随着港口集疏运体系逐步完善，莆田港
口枢纽作用愈发突显。2018年8月21日，向莆
铁路罗屿支线开通。通过向莆铁路向三明钢

铁、新余钢铁、南昌特钢、方大萍钢以及湖
南等钢铁厂运输矿石，一期工程可运货量为
每年1000万吨，二期工程可运货量为每年
2000万吨。与此同时，通过水水中转，还覆
盖广东、长江中下游各省份、台湾地区及国
外的日本、韩国等区域。

福建省湄洲湾港口发展中心规划建设处
处长肖富介绍，2020年莆田港口完成海铁联
运780万吨，水水中转960万吨，在“十二
五”的基础上，分别年均增长80%、 17%，海
铁联运与水水中转运输量的大幅度增长，全
国少有。

港口兴，则产业旺。伴随港口迅速崛起
的，是一大批重大临港产业项目取得突破，
形成了以永荣科技、赛得利纤维、中锦新材
料、华峰华锦、佳通轮胎为龙头的化工新材
料产业；以百威英博雪津为龙头的食品加工
产业；以上海电气为龙头的高端装备产业；
以LNG燃气电厂、湄洲湾火电厂为龙头的能源
产业，以及上中下游产业链完整的木材加工
产业。

据统计，以港口企业为主体的港口直接
产业，现有港口企业29家，2019年产值超10
亿元；而以临港产业为主体的港口依存产
业，2019年产值1727.7亿元，占全市比重
46.5%。

港口是莆田的优势、潜力和希望。市两
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十四五”期间，
加快港口高质量发展，明确要依托罗屿40万
吨矿石码头，发挥物泊科技独特优势，深化
与巴西淡水河谷等合作，做大对台铁矿石保
税中转业务，大力发展海铁联运、水水中
转，打造东南大宗散货枢纽港。（黄凌燕）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泉州与诺市牵手同行二十五载

湄洲岛：打造碧水蓝天旅游圣地

探索“工业+”模式　发展工业旅游产业

移风易俗  文明过节

东方大港展雄姿
——“十三五”期间港口吞吐量年均增长10%以上

日前，国家能源局公布了首批8个科技创
新（储能）试点示范项目，晋江100MWh级储
能电站试点示范项目位列其中。

储 能 项 目 可 为 电 网 运 行 提 供 调 峰 、 调
频、备用、黑启动、需求响应支撑等多种服
务，是提升传统电力系统灵活性、经济性和
安全性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提高风、光等
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水平，促进能源生产消费
开放共享和灵活交易，实现多能协同。

晋江储能电站是科技部“十三五”国家
重点科技项目——国家智能电网技术与装备
重点专项《100MWh级新型锂电池储能技术开

发及应用》的重要科技成果，也是国内单体
规模最大的电网侧站房式储能电站、国内首
家非电网企业管理的独立并网大规模储能电
站、第一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
的储能电站项目，由福建省投资集团、宁德
时代新能源和中电建福建电力设计院联合投
资建设，一期总投资2.68亿元。

该储能电站采用长寿命磷酸铁锂电池系
统，额定功率30兆瓦、电池容量108.8兆瓦
时，可为附近3个220千伏重负荷变电站提供
调峰调频服务。（陈林森）

晋江储能电站列入国家试点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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