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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至19日，“莆田·枇杷”暨现代
农业战线招商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莆田中心举
行。多家在京莆商企业现场签约认购了2022年

7500公斤莆田枇杷，3个现代农业战线项目签
约，计划投资11.6亿元。

据了解，莆田枇杷主产区位于福建木兰溪
流域。优良的枇杷品质，正是得益于木兰溪治
理带来的生态效应。20多年来，莆田市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持之以恒推进木兰溪流域系统
治理，木兰溪被评为首届全国“十大最美家乡
河”。近年来，先后出台了《莆田市东圳库区
水环境保护条例》《莆田市城市生态绿心保护
条例》《莆田市山体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
规，《莆田市木兰溪流域保护条例》（草案）
已经初审，以法治力量保障木兰溪流域生态环
境。

好山好水孕育出好枇杷。莆田枇杷于2008

年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位于木兰溪流域
东圳水库畔的常太镇被称为“中国枇杷第一
乡”。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通道，把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莆田枇杷已经
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一大特色产业。

莆田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开展名果
进京推介活动，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当地枇杷产
业发展，提升莆田枇杷品牌价值。接下来将继
续探索完善农产品产、销、运的云端销售机
制，打通农产品线上销售产业链，补齐传统农
产品营销短板，将枇杷、荔枝、桂圆、文旦
柚、海带、紫菜等莆田特色优质农产品直接送
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里，为促进农民增收和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人民日报客户端）

记者日前获悉，莆田海关出台涉及强化
税收征管、压缩通关实效、守护国门安全、
打击走私保护生态文明、快速通关保障“绿
色”进口等18条措施助推经济发展。

莆田海关完善综合治税运行机制，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确保税收工作再上新台阶。
进一步优流程、减环节，强化数字赋能，确
保压缩通关时长见新成效。推进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4.0建设，落细提前申报等便利
措施，落实加工贸易内销便利化惠企要求，
深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扎实开展“国门利剑2021”等联合行
动，打击濒危物种、“洋垃圾”等走私活
动。强化检疫准入把关，保障进口食品安
全。提升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落实“内
外同防、人物同防”要求，坚决实现“打胜

仗、零感染”目标。优化LNG进口监管查验
模式，支持清洁能源供应省内、辐射省外；
拓宽超大件货物进口绿色通道，便捷上海风
电等清洁能源设备进口。

在服务“双轮”驱动方面，深度融入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 助 力 莆 田 港 “ 东 出 西
进”，指导罗屿码头监管场所建设，支持莆
田陆地港建设。围绕莆田“343”重点产业及
重大项目建设，支持永荣科技突破煤炭进口
瓶颈，促进华佳彩显示器等高端制造业发
展，助力以塞隆科技为龙头的涤纶产业扎根
仙游。

在深化闽台合作交流方面，大力支持莆
台集装箱班轮和对台铁矿砂转口贸易拓展规
模，做好对台LNG供气前期准备。加大台资
企业服务力度，促进闽台合作交流多元化，

倾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在源头保障茶叶质量安全，支持莆田茶

企扩大对欧盟和日本出口。加强实验室技术
能力建设和安全管理，提升执法保障技术检
测能力，巩固鲍鱼、烤鳗、蛋制品等出口优
势，培育莆仙特产出口新品类，拓展贸易伙
伴和出口总量。当前，莆田海关把党史学习
教育与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
动相结合，以学促干，支持亚洲最大单体啤
酒厂百威雪津扩大海外市场，助力莆田鞋企
转型升级，引导莆田跨境电商出口向“量质
齐升”转变、莆田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壮
大，加大自贸创新复制推广力度，支持中原
港务集团开展成品油保税仓储，鼓励企业利
用RCEP“走出去”设立海外仓、保税仓。

（陈艳艳 蔡晶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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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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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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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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湖片区荔浦安置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记者日前获悉，莆田市高度重视鞋业转型
升级，从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成果转化、支持
改造升级等方面采取措施，在鞋业领域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取得良好成效。

莆田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通
过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组建工作攻坚小
组等，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质量。
至目前，全市共有华峰新材料、中裕新材料、
浩步鞋业、恒鑫鞋材等8家鞋业公司获得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双驰研发、联盛鞋业获得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今年拟推荐10家鞋企
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投入为鞋业产业发展赋能。莆田对鞋
业产业技术研究院平台建设和鞋业技术研发进

行专项支持，2020年给予4家企业240万元科研
经费支持，对21家规模以上鞋企2019年度研发
费用投入分段补助702万元。同时，引导企业
引进中科院、高校科研成果在莆田转化，支持
福建华峰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与东华大学、天津
工业大学、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8家国
内机器人研究方向合作，申报的国家重点研发
智能机器人专项项目获得立项。

为支持鞋企改造升级，莆田对鞋企等传统
产业拟安排10个项目共200万元列入数字化提
升专项，同时征集鞋企等传统产业共性技术需
求，解决鞋业企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大力
扶持创新创业，鼓励县区（管委会）、园区管
委会按照区位实际、产业特色，通过加强政策

创新、载体建设，打造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专业
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打造“互联网
+特色产业”模式。目前，青春之家互联网+
连锁青年创业孵化基地，以鞋业产业数据为基
础，与互联网电商相结合，建立线上平台与线
下基地，通过与莆田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帮扶
大学生创业。福建百盛跨境电商众创空间，提
供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模式，营造跨境电商创
业生态。

下一步，莆田市将实施科技项目带动，
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鞋业产业转型升

级。（林晓玲）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泉州与诺市牵手同行二十五载

莆田文峰宫“尾暝灯”加 大 研 发 投 入  推 动 成 果 转 化

             莆田实施鞋业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

记者日前获悉，莆田海关以“筑牢口岸
检疫防线、守护国门生物安全”为主题，开
展“海关国门生物安全日”宣传教育活动，
进校园、进网络、进口岸、进社区、进企业
等，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进行国家安全
宣传教育。

活动期间，秀屿区东庄镇莆头小学30多
名小学生参观了国家级林木检验检疫重点实
验室。海关关员结合口岸截获的昆虫、植物
种子，向小学生普及红火蚁防范知识，并就
如何制作昆虫标本进行现场教学。在莆头港
务公司，关员与莆田边检警员联动，向企业
员工发放宣传折页200余册，从传染病防控、
红火蚁防治、口岸反恐知识等方面展开国家
安全知识宣讲，提升口岸人员安全防范意
识。

此外，莆田海关志愿者还向小区居民、
过往行人发放宣传材料，介绍濒危物种保
护，传染病防控等知识。同时，线上线下同
发力，以微信有奖竞答方式，广泛宣传国门

生物安全。（陈艳艳 李臻　陈泰林）

    泉州24个村（社区）获评高级版“绿盈乡村”

记者日前获悉，在开展“再学习、再调
研、再落实”活动中，莆田市围绕实施“双
轮”驱动，加快重点改造或新建鞋业标准化厂
房进度，促产业集聚发展，助力鞋业转型升
级。

近日，记者在华林经济开发区看到，新建
的富力鞋业生产制造项目研发中心宽敞明亮、
环境优美，这是该开发区盘活闲置土地建成的
标准化办公综合楼（如图）。为让企业集聚、
产业集群、土地集约，城厢区针对制鞋业全产
业链需求，盘活闲置用地，打造一批标准化办
公综合楼和标准化厂房，为鞋业发展提供基础
保障。

华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组织办负责人张旭

介绍，目前开发区已完成建设并投用的有固源
标准化厂房，面积约为3.4万平方米。在建的
标准化厂房有华润汽配、凤达市政等，面积约
为4.1万平方米。此外，还在华亭镇西许片区
规划20万平方米用地，建设30万平方米的标准
化厂房，专门用于制鞋业的小微企业配套厂家
入驻。目前已完成征地，正在报批农转用手
续。

莆田鞋业标准化厂房建设主要集中在仙游
县、城厢区和荔城区。目前，仙游县已完成正
和肥料旧厂约6.7万平方米地块变卖、摘牌工
作，推进建设10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荔城
经济开发区顺天通数字经济产业园已利用2300
平方米改造标准化厂房，黄石工业园区对锦田

标准化厂房用地范围重新规划，对已建公寓重
新梳理整装设计。

莆田市工信局产业协调科科长徐智伟介
绍，今年以来，各县区采取国有企业收购、引
导企业改造、嫁接专业公司运营等办法，加快
推进鞋业标准化厂房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同
时，也配套人才住房、研发用房、建设园区服
务中心、邻里中心，配齐“三房二体二中
心”，提升园区承载力。通过建设鞋业标准化
厂房，既解决小微企业自建厂房用地难、投入
大、成本高、周期长等问题，也有利于规范行

业发展，促进鞋业产业集聚发展。（林晓玲）

常太镇溪南村5G智慧果园内枇杷采摘忙

莆田：加快标准化厂房建设 助力鞋业转型升级

莆田海关出台18条措施助推经济发展

“莆田·枇杷”推介活动在京举行

        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福建侨报供稿）

农历正月廿九是莆田大多数地方元宵的
最后一晚，称“尾暝”。这天，各村元宵后
的龙灯都要集中到妈祖宫前焚化，民间传
说，这是担忧游灯后的龙灯得了生气，为害
人间。而妈祖作为海神，可以统收诸龙，为
此演变成“尾暝灯”习俗。这习俗在城区多
处妈祖宫举行，清风岭、东岩山、文峰宫三
处最盛，其中文峰宫最佳。

4月12日，湄洲妈祖祖庙迎来首位自新冠
肺炎疫情管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特地到祖庙
恭请分灵妈祖的台湾同胞。

来自台湾的陈正原于3月17日从新竹出
发，在上海接受21天的隔离观察后，来到妈
祖圣地湄洲岛。他表示，天下妈祖，祖在湄
洲。湄洲岛上有着浓厚的妈祖文化氛围，今
年是他连续第5年来祖庙进香，并特地来祖庙
恭请分灵妈祖。虽然过程困难重重，但都是
值得的。

千里寻根谒妈祖，只缘湄洲是故乡。自
1987年以来，台湾同胞像潮水般涌向湄洲朝
圣，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妈祖热”。据统
计，台湾岛内共从湄洲妈祖祖庙分灵妈祖像
超过万尊。不管是早期移民恭请过去的“开
台妈”，还是明末清初郑成功时期的“船仔
妈”“护军妈”，以及后来的“湄洲妈”
“温陵妈”“银同妈”等，所有源溯湄洲的
妈祖分灵庙都不断组团来湄洲谒祖进香。如
今，妈祖文化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桥

梁和精神纽带。（吴伟锋 程黎婷）

台胞到湄洲祖庙 
恭请分灵妈祖

图为莆田海关关员在莆头港区向企业人员发放

国门生物安全、口岸反恐宣传册。 谢鸣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