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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网8月3日讯（记者
王丽虹 通讯员周剑锋 董晓君 
文/图）受台风影响，泉州中
心市区共有18株古树倒伏或
主干严重折断，另有42株古
树不同程度断折枝。昨日，
记者现场走访发现，受损古
树已集中开展救治、修复和
扶正处理，目前已处理倒伏
及 主 干 严 重 折 断 的 古 树 1 0
株，修剪处理断折枝的古树
29株，其余古树正抓紧安排

处理。
倒伏古朴树 见证几代人成长
在此次倒伏的古树中，有一株古朴树位

于鲤城区平水庙28号陈笃恒家。昨日上午11时
许，记者在现场看到，120年树龄的古朴树只
剩一截树干立在院角，折断树干经切锯摆放在

院子里。
“台风登陆当天上午，在狂风骤雨中，

古朴树树身被吹倒在地。”今年66岁的陈笃恒
回忆，台风停歇后，园林部门和街道、社区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察，对古朴树进行
修枝、给“伤口”涂抹愈合剂，“8月1日晚8
点多，吊车将切割后的树干进行吊装并运
走。”

陈笃恒对古朴树充满了感情，从他有记
忆起，就与这一株古朴树相伴，它见证了家族
祖孙三代人的成长和变化。

扶正古榕树 守护绿色记忆
在泉州六中内小城隍西侧，一株树龄约

290年的古榕树在此次台风中轰然倒下。2日上
午，古榕树已扶正并重新植入原来的树穴里，
树身用三根钢管作了加固，数名工人正用细沙
拌土对古榕树根部做覆土处理。

随 后 ， 记 者 来 到 市 区 状 元 街 中 段 小 广

场，倒伏古榕树的枝干已大幅修剪，树干的锯
截口涂药后用塑料薄膜包裹，防止树干水分过
快蒸发。住在附近的黄老伯感慨地说：“在这
里住了50多年，看到老榕树就这么倒了，觉得
太可惜了。”据了解，这棵古榕树拟就近在小
广场选位扶植。

成立抢救小组 保护古树名木
据泉州市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台风过

境后，他们马上调集专业作业车辆及技术工
人，并派驻技术专家指导，采取分片包干、
“一树一策”等措施，抢救受损的古树名木。

“对所有倒伏的古树，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进行警示警戒、喷水保湿，接着对倒伏古树
进行疏枝、涂药处理，减少水分蒸发，剔除倒
伏古树主干基部及根系的枯腐组织，并进行消
毒处理。”该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每一株古树
受损的具体情况，“一树一策”开展修复工
作，针对性采用修枝处理、树体扶正、支撑加

固、吊瓶养护等相关措施。因条件所限暂未扶
正的古树，定时喷水为树体保湿，采用遮阴保
湿材料对树干进行包扎保护。对抢救扶正的古
树后续定期作根外追肥，落实专人养护管理，
做好养护管理的各项记录。

泉州网讯（记者许雅玲 黄祖祥 通讯员林
晓燕 许春 文/图）3日，记者来到位于晋江经
济开发区新塘园的省重点项目——晋江新智
造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只见项目一期主体
结构已全线封顶，预计明年7月竣工验收。目
前，一期已签约入驻24家企业，涵盖智能装
备、智能轻工、智能轻纺、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行业。
晋 江 新 智 造 产 业 园 项 目 是 泉 州 市 工 业

（产业）园区标准化试点园区项目，总用地
面积达121.2亩，分两期建设。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用地属于晋江经济开发区政府收储的
地块之一。经政府收储再挂牌出让后，在
“龙头企业创始人+专业运营商”模式下，由

晋江岁金智谷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这也
是晋江经济开发区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打造的
标准厂房标杆性、示范性项目。

有效盘活低效用地的背后，离不开晋江
经济开发区“双零”“双员”等服务机制的
推动。据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许国鑫介绍，为做好项目服
务，晋江经济开发区组建了工作专班，指派
行政服务专员和企业服务员，以服务企业零
距离、服务项目零收费的“双零”服务机
制，为新智造项目提供报批、报建、办证等
工作全程免费代办服务。多方协助下，该项
目从企业竞得地块到拿到土地出让合同、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和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等手续，仅用时14天，是晋江
第一个“四证同发”项目。“我们通过采取
更集约、更高效、更优质的土地利用方式，
实现产业升级。”许国鑫说，自该项目开工
以来，晋江经济开发区与园区所在的新塘街
道高效联动，坚持把大抓招商、大抓项目作
为落实“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动的具体抓手，推动项目一期完成百分百
招商，共吸引24家企业入驻，其中不乏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后备上
市企业等优质企业，将有力带动区域内上下
游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周边传统行业
企业数智化升级进一步增强，为区域经济增
长、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泉州网讯（记者陈智勇）日前，马来西
亚2023古晋节在古晋南市举行，泉州南音应
邀前往参加盛会演出，受到友好城市人民热
烈欢迎。

在马期间，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献上了
表演唱《百鸟归巢》、清唱《元宵十五》、

打 击 乐 表 演 《 赏 春 》 、 洞 箫 独 奏 《 鹧 鸪
飞》、名谱演奏《走马》等，获得国际艺术
家和现场观众好评。“这是中心第二次参加
古晋节，精心准备了多个节目参演，既有传
统节目，又有创新节目，尽力让海外观众感
受到泉州南音的独特魅力。”中国曲艺“二

度牡丹奖”获得者、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负
责人庄丽芬说，此次演出不仅受到友好城市
人民的喜爱，也得到多国艺术家的点赞，纷
纷称赞观看泉州南音演出是一种享受，希望
今后有更多平台互相交流学习。

据泉州市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
10月，泉州市与古晋南市正式建立友好城市
关系。古晋市地处著名的婆罗洲岛，是马来
西亚面积最大的州——沙捞越州的首府，是
沙捞越州工商业中心，也是沙捞越州最大城
市、马来西亚第四大城市，分为南市和北
市。

古晋南市每年7月举办的“世界雨林音乐
节”和8月举办的“古晋节”，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观光度假。去年，古晋南市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评为美食创意之都。

古晋节创办于1988年，受到当地民众欢
迎和世界各地美食爱好者的追捧。2023古晋
节将持续24天，首个周末已吸引20余万人次
游览用餐，网络直播关注量达数万人。

泉州网讯（记者吴丽娇 通讯员林真真 
陈瑜婷 文/图）记者近日获悉，泉州市交通
运输部门完成保畅通任务后，开启“加速
度”，迅速投入到火热的灾后复工复产当
中。目前全市138个在建交通项目已全面复
工复产。

泉南扩建项目A2合同段岩峰主线1号桥
左幅施工点，工人们正在架桥机下操作，
不远处的运梁车紧张有序地运送着新梁
片。泉州路桥集团副总经理潘文栋说，目
前泉南扩建项目全线63个工点已有47个进
入生产状态，一线在岗637人，余下部分路
基工点，待排完水后就可以正常施工。

国道358线安溪城厢至官桥段的安溪铁
观音隧道进出口，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
300多个施工人员在各个岗位上埋头苦干，
隧道加速掘进，仁峰大桥桩基全部恢复钻
孔。

连日来，我市在建交通项目工地上，
装载机、挖掘机、渣土运输车等设备在紧
张地进行灾后综合整治清理中，开展驻地
受损围挡修复、疏浚路基积水、整治边坡
隐患、清理便道塌方等一系列措施，为快
速恢复施工打牢基础。全面复工复产的在
建项目，包括泉南扩建、政永等高速项
目，国道358线安溪段城厢至官桥段、国道
356线永春石鼓卿园至达埔东园段等国省道
建设，紫山镇区新路等农村公路建设和养
护在内的138个在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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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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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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

26日鸣哨 华大男篮将参赛

        泉州南音献演马来西亚2023古晋节

泉州市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38元  收入增幅位居全省第一

                                                   晋 江 新 智 造 产 业 园 项 目 一 期 吸 引 2 4 家 企 业 入 驻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缘来一家”宣讲团首场微宣讲举行

     泉州市138个在建
交通项目全面复工复产

泉州六中内小城隍西侧古榕树被修复、扶正

泉州网讯（记者蔡紫旻 通讯员梁白瑜）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充分发挥跨界优势，组建
“缘来一家”宣讲团。3日下午，宣讲团以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为主题，举办首场微宣讲。

现场，八位宣讲人分别从谱牒、两岸家
书、台籍老兵、馆外涉台文物、文物典藏、社
教活动、同名同宗村研究、民间信仰与寻根寻
亲等角度进行宣讲。宣讲员中，有从事讲解工
作的讲解员，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人员，有

守护文物的文物保管员，还有退休老馆长等，
通过他们的宣讲，听众感受到两岸同胞血脉相
连的亲情，望见博物馆人接续奋斗的身影，带
动党员干部以讲促学、以学促干，更加自觉地
担负起新时代新使命。

(福建侨报供稿）

泉南扩建项目全面复工复产

泉州网讯（记者蔡紫旻 通讯员张林秋 黄
晓丹）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538元，同比增长6.0％，收入增幅与漳州
并列全省第一位。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
省平均水平高2729元，居全省第三位。

四大项收入全面增长。工资性收入“压

舱石”作用显著，我市着力抓好稳岗就业、
人才引育、劳动权益保障等工作，积极稳住
就业基本盘，带动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全
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173元，同比增长
6.0％，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57.2％。此外，
经营净收入呈恢复性增长，全市居民人均经
营净收入6907元，同比增长5.2％；财产净收

入进一步增长，全市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2322元，同比增长7.7％；转移净收入稳定增
长，全市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136元，同比
增长6.3％。

居民消费复苏势头显现。全市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15915元，同比增长5.7％。生
存型消费是居民的刚性需求，依然是消费的

核心，全市居民人均生存型消费支出（食品
烟酒、衣着、居住）占比为64.4%。此外，发
展型消费较快增长，全市人均发展型消费支
出（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
占比为25.6%，较上年同期上升0.7个百分
点。

泉州网8月4日讯 （记者李冠鹏）昨
日下午，2023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新
闻发布会在厦门举行。中国篮球名人堂
成员、福建省篮协主席刘玉栋等相关人
士出席发布会。

据悉，2023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
将于8月26日—9月1日在厦门、莆田、沙
县、南安、顺昌举行。本次比赛由中国
篮球协会、福建省体育局等指导，福建
省篮协主办，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宁
波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华侨大学、厦
门大学与台湾地区8支大学球队参赛。

今年赛事保留了往年邀请高水平高
校参赛的特点，并增加了两岸篮球论
坛、嘉年华、篮球公益活动等版块，咪
咕体育将对赛事进行全程转播。

泉州南音在古晋节上精彩演出 （市外办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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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新智造产业园项目一期主体结构已全线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