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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紫荆相辉映 闽江香江共繁荣

福州访问团香港之行成果丰硕

【福州晚报讯】 日前，中国农
业农村部公示第七批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名单。经过
市县申报、省级推荐、司局初审和
专家评议，中国 50 项传统农业系
统拟认定为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此次，福建省的“长乐
番薯种植系统”入选。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指的是农
村与其所处环境，在长期协同进化
和动态适应中所形成的独特土地
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2002年，联

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保护倡议，中国是该倡议
的积极响应者，并于 2012 年率先
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
保护工作。

番薯，自古以来便是长乐不可
或缺的重要粮食作物。长乐是中
国引进番薯的祖地，种植番薯的历
史可追溯至明朝。明万历二十一
年（1593年），青桥村人陈振龙冒死
从菲律宾带回薯蔓，在长乐试种成
功，拯救中国国内饥民于水火之中。

2016年，“长乐番薯”获得农业
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为更
好地利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影响
力，推动当地番薯产业发展，打造
特色农产品品牌，去年起，长乐区
组织专家对长乐番薯种植系统的
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和技术、
社会组织、景观特征等方面进行研
究，深度挖掘长乐番薯在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的价值，
提升长乐番薯的综合竞争力。

品种改良、政策加持、经济引

导……在多方力量加持下，长乐番
薯产量飞速提升。长乐区还计划
重点加大番薯加工系列产品的开
发力度，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不同
需求，从保健食品、工业原料和休
闲食品等方向研发深加工系列产
品；鼓励番薯加工企业严格按照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的技术规
范，走品牌化道路，不断创新加工
技术、研发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新
产品，带领长乐番薯走出福州、走
向全中国。 (徐文宇)

首届中国东南会展城市合作
与发展大会在榕举办

【福州晚报讯】 1日，首届中国
东南会展城市合作与发展大会在
福州举办，九省（区、市）和港澳台
地区会展城市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上下游会展企业、国际会展行
业组织等负责人汇聚一堂，共话会
展业发展方向。中国东南会展城
市合作与发展大会一年举办两次，
春季固定在福州举办，秋季在东南
九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会展城
市巡回举办。

（严鑫 王玉萍）

福州滨海快线开始铺轨

【福州晚报讯】 6月1日，随着
首节25米轨排平稳地铺设在首占
西高架上，福州滨海快线（F1线）铺
轨施工拉开帷幕。滨海快线是连
接福州主城区与滨海新城及福州
长乐国际机场的快速轨道交通线，
全长约 62.4 公里，设计速度为 140
公里/小时。

福州滨海快线建成通车后，可
实现福州市中心至滨海新城30分
钟内通达，福州火车站至长乐国际
机场 40 分钟通达，助力实现闽东
北协同发展区中心城区 1 小时交
通圈。 （赵铮艳）

“好年华 聚福州”
“榕创汇”竞赛启动

【福州晚报讯】记者5月29日
从福州市委人才办获悉，“好年华
聚福州”“榕创汇”竞赛启动，分无
人机和机器人两类，最高奖金可达
8万元。

根据安排，7 月到 9 月为无人
机比赛，每月的优胜条件分别为续
航最长、重量最轻和噪声最低；10
月到 12 月为机器人比赛，每月的
优胜条件分别为竞速最快、格斗胜
利和智能最强。7月的赛事为旋翼
锂电动力无人机续航挑战赛。7月
1日前，参赛者可通过“好年华聚福
州”小程序进入“榕创汇”赛事通道
报名。

（胡一晟）

福州市慈善总会
6年募捐4.36亿元

【福州晚报讯】 5 月 30 日，记
者从福州市慈善总会召开第四次
会员大会上获悉，福州市慈善总会
认真贯彻落实《慈善法》，2017年1
月至2022年12月募捐总额达4.36
亿元（含物资折价），救助支出5.41
亿元，受助群众达 11.11 万人次。

（叶欣童）

【福州晚报讯】 3 日，中国首
张蓝色碳票在榕发放。在2023渔
业周·渔博会海洋（渔业）碳汇高峰
论坛上，福建亿达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 长 邱 碧 香 接 过 编 号 为

“LJ2023001”的碳票，这标志着福
州在海洋碳汇领域迈出全新一步。

2022 年 1 月，成交海洋碳汇
1.5万吨；2022年2月，成交海洋碳
汇 1500 吨……一张小小碳票，清
晰记录着过去一年福建亿达食品
有限公司在海水养殖渔业海洋碳
汇（海带）项目开发中成交的每一
笔碳交易，共涉及171.8公顷养殖
海域。经核算，监测期内总碳减排
量为27456吨。

邱碧香说，过去的交易凭证，
仅仅是双方签订的一纸合同，“碳
票就不一样了，有海洋与渔业等部
门的备案，是海洋碳减排量收益权
的凭证，相当于一张认可养殖海域

‘蓝碳’作为资产进行交易的身份
证。”

眼下，挖掘海洋碳汇价值正在
成为共识。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
活跃碳库，储存了地球上93%的二
氧化碳。海洋碳汇又称“蓝碳”，是
海洋活动及海洋生物吸收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储存在
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过程、活动和机
制，具有储碳量大、储存时间长等
优势。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蓝色碳票不仅能够系统

记录每一笔交易，还具有交易、质
押、兑现、抵消等多个方面的权能，
便于建立更完善的碳汇交易体系。

蓝色碳票由谁发放？此次试
点的碳票由市县海洋与渔业局备
案，经第三方机构监测评估、认证，
由连江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提供登记、注销、流转及交易服务
等事项。

“如何核算、证明，只是促成碳
交易、建成碳汇交易体系的一环。”
连江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连
江累计碳汇交易量超过6万吨，经
济收入累计超过40万元。连江正
着力搭建统一的“蓝碳”交易平台，
企业可通过平台购碳、了解供需情
况、获得购碳证书等，加快建立更
完善的海洋碳汇交易体系，促进海
洋碳汇的应用与实践。

在完善蓝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上，福州一直是“先行者”，从
开发、核算、交易到执法，推出多个

“蓝碳首创”。
在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副院

长胡学东看来，探索推出蓝色碳票
是一个创新举措，对利用碳交易进
一步激发福州海洋经济活力具有
重要意义。

本届渔博会也是一场“零碳”
展会，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以捐赠
1000 吨海洋碳汇的方式，抵消会
展活动产生的全部温室气体，实现
碳中和。

（蓝瑜萍）

【福州晚报讯】 3日上午，印尼
海产品推介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海藻、飞鱼籽、南美
白对虾……7家印尼参展企业带来
各自的招牌产品，向一众采购商发
起“面对面群聊”。

“我们加个微信吧！”这是首次
来 到 福 州 的 印 尼 参 展 商 Herson
Sentosa 这几天学得最溜的中文。
推介会上，他刚介绍完自家黑虎
虾、飞鱼籽等产品走下讲台，就被
采购商们包围，于是熟练地掏出手
机，展示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为参加本届渔博会，他特地注
册了一个微信账号。还未修改默
认头像的账号里，已经加了30多名
采购商的微信。

“之前，我们的产品主要面向
欧美和澳大利亚市场。多亏了中
印尼‘两国双园’的推动，我们有机
会来到中国，向这里的消费者推广
我们的产品，非常期待后续的合
作。”采购商的积极反馈让他充满
期待。

渔博会上，Herson Sentosa 还
见到了老朋友。“我们在 2018 年就
达成了合作，进口他们家的飞鱼
籽，产品非常受欢迎。可惜由于疫
情中断了许久，这次知道他们来福
州参加渔博会，我们特地过来拜
访。”来自厦门一家进出口公司的
陈先生感慨道，这场渔博会，让许
多阔别已久的朋友“再续前缘”。

事实上，这场让参展商充满期
待的渔博会，不仅搭建了热络交流
的平台，更展示着频繁往来的合
作。

在中印尼“两国双园”主题展
区，新德食品、丰大集团、元洪在线
等 13 家中国国内企业与 PT Meta
Seaco Indonesia、 PT Wahyu
Pradana Binamulia 等 10 家印尼企
业，带来了丰富的水产品和预制
菜。

胜田（福清）食品公司展位上，
即食、烤鳗、预制菜等系列产品琳
琅满目。“鱼糜是大多数产品的核
心原料，印尼拥有丰富天然的渔业
资源，能让我们的产品更优质。”胜
田食品外联部经理胡正红说，自

《中印尼“两国双园”产业合作规
划》出炉以来，企业间的合作愈加

火热。
“去年，我们联合印尼三林集

团共同打造的印尼海洋渔业中心
首个基地投产，日产量可以达到50
吨。未来，随着合作的深入，我们
将进一步联合形成捕捞、养殖、加
工、仓储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并
为当地带来超过 5000 个就业岗
位。”胡正红说。

企业信心展现在火热的合作
中，更表现在真金白银的投入里。
在2日举办的海洋渔业重点项目签
约仪式上，围绕中印尼“两国双园”
的合作同样成为一大亮点。

其中，福州宏龙海洋水产有限
公司计划在印尼瑟兰岛开展的奥
平水电站建设项目，投资规模达到
2 亿元，将加强瑟兰岛养虾基地配
套设施建设，解决居民生活用电和
养殖基地生产用电问题，降低用电
成本。

福建聚昌泰渔业集团有限公
司计划在福清市开展“一带一路”
中印尼水产种业产业园项目，投资
规模达5亿元，将通过引进台湾水
产种业技术，与福建省内水产卖家
团队组建研究院并设立“一带一
路”国家珍稀水产品种研发中心，
在中国福州与印尼打造“两国双
园”的种苗繁育基地、养殖推广示
范基地、饲料研发中心、加工园区、
海洋牧场等，进一步推广新品种、
扩大海洋牧场养殖规模。

一张张名片交换，一场场恳切
交谈，一个个项目开展……中印尼

“两国双园”建设，阔步走向双赢未
来！

(吴桦真)

海洋碳汇迈出全新步伐

中国首张蓝色碳票在榕发放

中国首张蓝色碳票在榕颁发。 林双伟/图

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项目名单公示

“长乐番薯种植系统”入选

一场充满期待的双向奔赴
——渔博会上中印尼“两国双园”合作亮眼

采购商在胜田（福清）食品公
司展位了解产品。 林双伟/图

5月28日至29日，福州市委主
要领导带队参加香港福州社团联
会第二届会董大会就职典礼，开展
2023 福州—香港经贸合作推介会
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活动，并与香
港榕籍乡亲代表亲切座谈，取得丰
硕成果。

在港广大榕籍乡亲纷纷表示，
将积极响应福州市委、市政府的号
召，同心同德，推动闽港榕港交流
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迈进，共同谱写“茉莉紫荆相
辉映，闽江香江共繁荣”的动人篇
章。

香港榕籍社团新增7个成员

在香港福州社团联会第二届
会董大会就职典礼前，香港地区榕
籍社团增加 7 个新成员。至此，香
港地区主要榕籍社团团体会员达
到22个，实现福州在港县级社团全
注册、全登记，累计会员登记数约
7.46万人。

“此次新成立了 7 个香港榕籍
社团，得益于福州市委、市政府的
有力领导和大力支持。”香港福州
社团联会永远主席、会长俞培俤介
绍，新成立的榕籍社团包括香港鼓
楼联谊会、香港台江联谊会、香港
仓山同乡联谊会、香港晋安联谊
会、香港闽清同乡联谊会、香港罗
源同乡联谊会、香港永泰同乡联谊
会，已全部加入香港福州社团联
会。

福州是著名的侨乡，逾 400 万
榕籍华侨华人遍布全球177个国家
和地区，享有“世界上有太阳的地
方必有福州人”美誉。旅居香港的
榕籍乡亲有38万。2017年6月，由
香港福州十邑同乡会等 10 个社团
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的香港福州社
团联会，成为香港闽籍社团“铁军”
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近年来，香港福州社团联会遵
循“大团结、大联盟、大包容、大协
作、大创新、大发展、大服务”的创
会宗旨，积极构建社团服务的联合
平台，在团结同乡、联络乡情、服务
乡亲、回馈桑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福州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香
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谐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在港榕籍乡亲积极回乡投资

2023 福州—香港经贸合作推
介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活动成
果丰硕，共有海洋创新研究院研发
总部等 17 个榕港合作重大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额约255亿元，涵盖
海洋经济、金融服务、园区建设等
多个领域。项目签约现场，有在港
榕籍乡亲当场决定回乡投资，计划
将上市公司总部搬迁到福州，目前
正在跟我市相关部门积极对接洽
谈。

“福州市委主要领导带队参加
香港福州社团联会第二届会董大
会就职典礼，在港期间马不停蹄，

积极开展招商推介，与香港榕籍乡
亲代表亲切座谈，告诉我们福州市
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做海外榕籍乡
亲的靠山，提供支持，有求必应，让
我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也坚定
了大家回乡投资兴业的信心。”俞
培俤一语道出在港榕籍乡亲现场
决定投资项目安排的原因。

在招商引资的“双向奔赴”中，
榕港交流合作近年来不断加深。
截至今年 4 月，全市累计引进港资
企业数 3775 个，合同港资 288.1 亿
美元，实际利用港资130.3亿美元，
主要涉及制造业、生物医药、金融、
科技等产业。此外，我市已有省华
闽实业、兴证国际金融集团等26家
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占全市境外
上市企业数的60.47%，香港已成为
榕企赴境外上市的首选地。我市
还有7所中小学校与香港地区学校
缔结姊妹校友好关系，并开展了多
元化交流项目。

团结协作聚力创新
让福州之音响彻香江

“众力并则万钧举，人心齐则
泰山移，近2000人欢聚香港福州社
团联会第二届会董大会就职典礼，
向全球展现了榕籍乡亲团结一致
的精神。”参加活动的市政协委员、
香港新恒益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施和说，福州—香港经贸合作推
介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等活动
全面展示了家乡福州最新的发展

情况，让在场的榕籍乡亲激动不
已，“相信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家
乡福州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香港福州社团联会永远是
我们亲切温暖的家。”香港福州社
团联会副会长郑伟说，将积极发
挥同乡联谊会自身优势，服务经
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加强会
员之间、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集聚资金、汇聚人才、整合资源，
激发“二代”潜能，为维护“一国两
制”、推动榕港两地经济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香港福州社团联会的创会理
念是‘团结协作，聚力创新’，我们
将在福州市委、市政府有力的领导
和支持下，在福州爱国统一战线的
正确引导下，继续为榕籍乡亲做好
服务，体现福州精神，展示福州力
量，唱响福州之音，进一步提升福
州形象，为增进榕港两地交流合作
作出更大的贡献。”俞培俤表示，接
下来，香港福州社团联会将引领广
大会员和乡亲团结一致，积极参与
香港社会事务，努力把联会锻造成
爱国爱港的中坚力量，同时与全球
十邑乡亲社团机构开展大联合、大
协作，更好服务榕籍十邑乡亲，为
谱写“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新篇章，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动家乡
福州又快又好发展，推进“一带一
路”和“大湾区”建设，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续写更加辉煌的诗篇。 （王玉萍）

今日福州（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