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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先
行。大洋乡因地制宜
盘活农业资源，发展特

色产业，整合企业、院校、土地、技术以及资
金等资源，助力乡村振兴。该乡已创建稻
菜轮作示范区 133 公顷，秋冬种覆盖率
90%以上。

“撂荒地”变身“致富田”。该乡以车口
村为中心，推动开展撂荒地整治、复耕复产
工作，通过优化生产布局、推广良种种植、
创办生态栽培示范区等措施，壮大粮食作
物规模。依托涵江区乡村生态产业振兴
院、大洋乡乡村振兴专家工作站，升级建设
北部山区优质稻产业区，建立高标准农田，
引进基础机械化设备，形成规范化连片种
植，为实施“稻菜轮作”模式奠定坚实基础。

该乡以崇兴村、大洋村、车口村、霞洋
村、坝头村、杏山村为示范区，在优质选种、
高标农田基础上，发展“稻菜”轮作模式。稻
菜轮作的绿叶菜根系在采摘过程不仅能松
土促废菜废叶入土降解为有机肥，具有肥田
功效，提高农田种植效率，还能带动附近村
民灵活就业，实现增产增收。在水稻收割季
结束后，农民及时播种莴苣、甘蓝、萝卜等短
季春冬蔬菜，借助大洋乡气候温差大、日照
时间长、土壤无污染、水质优良等优势，培育
符合市场需求的有机绿色蔬菜。

该乡加强与福建农林大学、莆田学院、
有亩田等校企合作，提高标准化种养水平，
还发展“互联网+”线上销售渠道，完善物流
供应链，实现“冬闲”到“冬忙”转变。

今年，大洋乡将围绕“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方针，对标市场实际需求与自然
禀赋，积极提升农业生产结构，发掘“科特
派”智囊作用，结合第二季“我在大洋有亩
田”活动，深挖“一地多用、科学轮作、高效
轮作”，助力大洋乡群众持续增收、农业蓬
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更多
活力。 全媒体记者 凌霆 文/图

“撂荒地”变“增收田”
——大洋稻菜轮作实现“一田双收”

本报讯 “紫菜是通过这些贝壳育苗的，等到今年秋
分时节，这些紫菜苗就能下水了。”3月 6日下午，在北岸
山亭镇蒋山村紫菜育苗基地1号厂房里，一个个池子里整
齐地挂着一串串的贝壳，养殖户章群香正认真查看紫菜
苗培育情况（如图），这是该基地首批培育的紫菜苗。

近年来，蒋山村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利用优质
的海湾滩涂，围绕紫菜做文章，打造集育苗、养殖、加工、
销售、旅游于一体的产业格局，助推乡村振兴。目前，蒋
山村的紫菜种植面积达133公顷，养殖台超过2000个，成
为北岸最主要的紫菜产区。

由于受当地紫菜育苗条件的限制，蒋山村养殖户大
都从外地采购紫菜苗，影响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为进一
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去年年初，北岸策划建设紫菜育苗基
地项目，并于去年年底完成一期建设并投用。

“近几年来，村里紫菜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好，但育苗
一直跟不上，现在建了育苗基地，我们村民用苗、买苗都
很方便，基本上可以实现从本村生产到本村下海，减少紫
菜苗运输上的损耗。”章群香表示。

据 了
解，紫菜
育苗基地
占地约1.6
公顷，总投
资 约 900 万
元，将建设育苗
室、蓄水池、发电机房
等配套设施。建成后，将成为我市首个现代化、标准化的
紫菜育苗基地，进一步健全蒋山村紫菜产业链，助力乡村
产业发展振兴。目前，该基地已建成的4座厂房均已完成
对外招租，每年可为村财增收40多万元。

“育苗基地总共分三期建设，目前，二期的4号厂房正
在进行外墙砌体和里面的油漆施工，预计一个月之内二
期会完工。”蒋山村驻村第一书记林健表示，基地全面建
成投用后，既能为村财带来收益，还能提高紫菜产业的产
值，预估一年能提高500多万元，对蒋山村发展振兴具有
很大的意义。 （陈琛 翁佳琳 文/图）

打造紫菜育苗基地

本报讯 笔者昨
日获悉，截至 2月份，
城厢区登记在册市场

主体 152709户，其中企业 36870户，个体
工商户115839户，实现新突破。

去年以来，该区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积极培育壮大各类市场主体，实现
了市场主体逆势增长。2022年，该区新
增市场主体29837户，同比增长12.34%。

企业开办便利度被视为营商环境的
“试金石”。为方便企业办事，该区市场
监管部门推行企业开办“110”模式（一
表申请、一窗发放、零费用）。企业经营
者填写一份申请后，在一个办事窗口最
快4小时内即可完成企业设立登记、税务
登记等事项，并领取免费刻制的法定名
称章、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

同时，该区提供7×24小时个体户“码
上办”服务，率先在全市推行个体户

“云表单”平台，实现个体户全程电子化
登记，一表集成、统一登记规范、在线
电子签名，申请材料由4份减少到1张表
单，办理环节由4个减少到2个，办理时
长由 30分钟减少至 4分钟，实现“人到
即办、即审即过”，解决部分个体户“上班
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问题。

此外，区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一业一证”改革，将一
个行业经营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载明各部门不同
许可信息的行业综合许可证。目前，已发放16张药品行业
综合许可证。推行企业迁移调档“一件事”服务，申请人只
需到窗口一次，8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城厢和荔城两个主城区
及市市场监管局之间的企业迁移调档登记，解决市场主体
迁移登记跨区域、多窗口、重复跑、耗时长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为发挥中心城区楼宇经济优势，区市
场监管局全面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畅通企业入
驻渠道，开展集群注册登记，进一步降低企业注册门槛和开
办成本。2022年，该区新增5家集群注册运营公司，拉动市
场主体增长 257户，其中企业 112户，个体工商户 145户。
目前，全区共有集群注册运营公司 36家，入驻集群市场主
体6055户，其中企业2243户，个体工商户3812户。

市场主体有活力，经济发展有动力。针对发展需要和
市场主体需求，城厢区不断释放政策红利，让更多市场主
体茁壮成长。该区在全市率先出台知识产权奖励政策，对
授权专利及各类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给予专项资金奖励，累
计23家企业获得225万元奖励金。

（陈丽君 吴国树 林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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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双双 通讯员 方铭
陈娜丽）近日，国网莆田供电公司联合市园林发展集团，
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单位人员到绶溪公园片区开发配套
的二期高压电力设施迁改工程现场办公，协调、推进实施
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快工程进度。

绶溪公园片区开发是木兰溪流域综合整治重点项
目，也是省级重点建设项目。二期项目电力迁改涉及35
千伏、110千伏输电线路共 5条，缆化总长度约 3.5公里，
缆化路径穿越多个大车流道路及河道沟渠，作业环境复
杂、施工难度极大。

为确保迁改工程顺利进行，莆田供电公司成立项目
专班，组织相关单位开展现场踏勘等，紧盯施工质量，缩
短工程周期，有序推进工程进度。在该公司及各方努力
下，前期影响施工进度的问题已全面解决，有效推进绶溪
公园建设主体工程建设。

接下来，莆田供电公司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
方式、完善服务手段，进一步深化政企联合制度，有效推进
电力设施迁改工程，全力以赴服务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联动推进重点项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林晓玲）近日，国道G228线
城厢东进至笏枫公路段提级改造工程正式动工，计划3月
中旬前完成电力、通信及国防光缆迁改，7月底完成主线
施工，9月底交工验收。

3月7日上午，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机动车道中央部
分已经立起了施工围挡，围挡内工人有序施工。现场负
责人林侃介绍，工程按一级公路标准，对原有道路进行提
级改造，将加铺混凝土路面、对人行道重新设计，增设5个
港湾式公交站台。

该路段起于灵川镇东进村，与在建项目滨海大道平
面交叉，沿笏枫公路终于何寨村南街，全长约3.2公里，设
计速度 6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32-35米，总投资约 3亿
元，改扩建后将升级为沥青双向六车道。

项目为衔接笏石与枫亭之间的主干道，建成之后，将
使区域各乡镇的联合更为紧密，推动内外路网互联互通
和城乡资源整合共享。此外，项目建设将与灵川东大道
等交通干线以及建成通车的沈海高速等构成区域综合运
输网络，增强国防交通保障能力。

国道G228线城厢东进至笏枫公路段动工
全长约3.2公里，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

本报讯 近日，市工信局发布莆田市名优产品名录
（第一批），全市共有76家企业325个产品上榜，其中涵
江13家企业61个产品入选。

近年来，涵江区坚持创新赋能，强化梯度培育，
加强政策扶持，完善服务体系，鼓励企业充分发挥特
色产业和龙头企业优势，扩大品牌影响力和推动力，
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

自申报活动启动以来，涵江区工信部门高度重视，
主动对接了解申报要求，通过公众号、微信群、走访企
业等方式广泛宣传、指导企业申报，同时加强对符合条
件申报企业材料的审核、把关，确保申报企业质量。

此次入选的13家企业涵盖食品加工、电子信息、新
能源、农副产品加工等多个类别的61个名优产品。入选
后，将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和推动力，不断提升涵江
名优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朱秀花 李莉）

提升名优产品知名度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傅梅香 通讯员 李智明）
去年以来，仙游县优化服务，多措并举，助力台农发展。

该县积极搭建台农与当地农民交流平台，引进多家
企业建设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围绕“仙游甜柿”地理标
志，充分融合台农产品与当地农业特色与资源，打造区域
性优势农业品牌，带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该县引导台农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户以及网络带
货主播等多元主体合作，搭建台创园公共直播间，实现多
元主体共同融合发展。目前园区有专业网络直播队伍 2
支，主播 12名。园区连续 6年在全国国家级台创园综合
考评中名列优秀等级，“两岸嘉宝果产业标准共通试点”
项目列入福建省两岸标准共通试点项目。

优化服务 助力台农

图为大洋稻菜轮作基地一田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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