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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14日，涵江区人民
政府驻温州招商办事处在浙江温州德
濠集团总部揭牌成立。

涵江区始终秉持“项目强、产业强、涵江强”的发展理
念，积极融入我市“招商奋战年”的总体布局。涵江区驻外
招商办事处作为涵江招商工作的“前沿哨所”，将紧密联动
各地商会及龙头企业，进一步强化引资工作，推动招商工作
做大做强，结出丰硕成果。德濠集团积极响应，表示将全力
配合涵江区，在温州市及周边地市开展招商工作，为拓展涵
江区的招商网络贡献企业力量。

据悉，德濠集团投资 38亿元，在涵江建设莆田德濠智

造谷产业园项目。该项目仅用 70天便完成了从签约到交
地再到开工建设的全过程，成为集团70余个项目中启动落
地速度最快的项目之一。这一“涵江速度”见证了涵江营商
环境的持续优化，充分彰显了涵江区委、区政府对招商引资
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涵江区将持续深化项目对接与成果转化工作，充分发
挥驻外招商办事处作为信息窗口和桥梁纽带的独特作用，
积极搭建投资合作平台，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涵江。同
时强化精准招商和高效服务，以高质量的招商引资成果推
动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涵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俞秋婷 林亦霞）

以商招商扩大“朋友圈”
涵江区驻温州招商办事处揭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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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是粮食销售高峰。连日来，
在涵江区大洋乡一亩田工作室里，工
作人员正忙碌核对线上订单，将一袋

袋印有“我在大洋有亩田”标识的冬米打包、装箱、发货，销
往全国各地。

大洋乡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土壤以赤红壤亚类土为
主，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孕育出优质的“大洋冬米”，成
为涵江区优质稻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达1.5万亩，年产量达
750万公斤，年产值1.5亿元，素有“红色粮仓”美誉。近日，

“大洋冬米”成功入选2024福建乡土好礼十佳品牌，品牌影
响力、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大洋乡立足自身原生态自然禀赋，深耕万亩绿
色生态农田，以稻米“生产+加工+品牌”模式实行全产业链
经营，种好田间“一粒米”，串起产业“一条链”，让稻米成为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以车口村为中心，该乡积极引导农民集中种植台粳 8
号优质稻，建立100亩左右的标准化核心示范片，并动员周

边瑞云、院埔、崇兴等村建设优质稻种植基地，形成近2000
亩的水稻片区。该乡通过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生产服务、统
一品牌营销等手段，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
叫响“大洋冬米”品牌。

“大洋优质稻一年一季，生长周期达 8个月，采用无公
害生态种植，产出的米不仅色泽亮、糯性强，还具有丰富的
营养成分。”说起“大洋冬米”的优点，车口村的种粮大户张
玉莲如数家珍。她介绍，大洋优质米采取“稻田+”生态种
植模式，通过水生植物人工湿地，提供优质净化灌溉水源，
同时采取冬季提前种植油菜花、田埂种植波斯菊以及稻田
信息化等，减少稻田农药的施用，增加土壤肥力，打造绿色
生态好米。

该乡还联结武汉大学、福建农林大学、莆田学院等高
校，打造水稻科研基地等“科特派”平台，赋能稻米全产业
链发展。高校专家团队对接大洋仪花家庭农场、山有农业
公司等本土种植大户，引进产量稳定、品质优良的稻米种
源，带动水稻生态栽培技术体系、再生稻种养模式等现代

种植模式“下乡孵化”，让大洋稻米产业规模提质增效，扩
面增收。

如今，优质“大洋冬米”成为涵江一张响亮的名片，远销
闽中、闽南、福州地区，产品供不应求，其深加工新产品的白
粿、米粉、米线等，更是畅销全国各地。

立足“大洋冬米”品牌优势，该乡围绕延长稻米产业
链，通过举办优质大米品鉴活动、稻田认领活动等品牌营
销，擦亮“米”字招牌。截至目前，“我在大洋有亩田”活动
涉及6个村庄，被客户认领的撂荒地达600亩，不仅促进土
地流转，使撂荒地变废为宝，更是大幅提升大洋优质米市
场知名度。

以“稻”为媒，大洋乡还深度挖掘闽中红色资源与车口
知青文化，精心打造知青农场、七彩油菜花田等多条寓教于
乐、丰富多彩的旅游路线，开展“好时节”“插秧节”“丰收节”
等农耕节日，拓展农事体验、亲子采收等实践活动，不断提
高大洋稻米品牌附加值，让“1+1+1>3”三产融合的新“稻”
路越走越宽。 朱秀花 林亦霞 林婷

“一粒米”串起“一条链”
——大洋乡做优区域品牌铺就致富“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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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秀屿区大力推动智慧秀屿建设，
拓展数字应用场景。目前，全区共入选省级以上产业
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 18个，其中永荣科技工艺动态优
化、华峰新材料经编运动鞋面制造数字化工厂入选国
家级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

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发展方向，去年以
来，秀屿区已策划了平行威客工业互联网平台、中锦
PA6产供销一体化系统项目等数字化转型项目 17个，
并组织永荣科技工业安全态势分析一体化、平行威客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12个项目申报省级智改数转类示范
标杆企业。 （林伟）

推动智慧秀屿建设

本报讯 近日，城厢区桂圆产业片区党委
联席会议在华亭镇埔柳村“共富桂·同心圆”产
业党建实训基地举行，8个村居的党支部书记与
片区党委成员单位天桂（福建）食品有限公司党
支部书记等共商乡村振兴良策。

“去年以来，我们片区党委积极‘走出
去’，组织参观了游洋镇天马片区、度尾镇

‘柚相邻’片区等地，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为
自身发展拓宽了视野、启迪了思路。”华亭镇
后塘村党委书记许剑航表示，通过联席会议平
台，得到了新一轮村级集体经济专项扶持行动
的精准帮扶，成功蹚出了一条村企共建、资源
共享、多方共赢的新路子。

近年来，华亭镇紧紧抓住“华亭龙眼”荣
获国字号农产品这一独特优势，精心谋划、高
位推动，以埔柳、后塘、涧口等8个村居为主
体，开启“跨村联建”新篇章，成立桂圆产业
片区党委。通过组织联建强根基、资源联动增
活力、服务联享惠民生、治理联抓保稳定，实
现了桂圆产业的协同互补与错位发展，奏响了
产业振兴的“交响曲”。

片区党委先后打造了核心种植园、产业研
发园等7个特色基地，一条集文化体验、观光旅
游于一体的文旅观光体验轴已具雏形。目前，
17个乡村振兴项目正如火如荼、有序建设。

华亭镇组织委员、“共富桂”片区党委书记林敏表
示，片区深入挖掘丰富的旅游休闲资源和深厚的风土文
化底蕴，精心谋划实施“一轴四园”产业布局，将龙眼
种植、桂圆文化、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融合、融会贯
通，全力打造桂圆来料加工式、电商直播带货式等多元
化的“共富阵地”。

一系列举措不仅为片区周边村民提供了350多个就
近就业的机会，更推动了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深度融
合发展。自片区党委成立以来，片区村集体年创收近
300万元。 （陈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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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笔者从荔城区工信局获悉，截至2月13日，
该区 16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复工，开足马力投
入生产，奋力冲刺“开门红”。

荔城区高度重视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相关部门积极
行动，干部深入企业车间一线，宣传省市区一季度“开门
红”的优惠政策，积极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复工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

该区工信局积极落实复工复产日报告制度，通过
电话和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区规模工业企业节
后复工时间、产能发挥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及时掌握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并会同人社部门做好用工情况监
测。对未复工企业，逐一了解原因，积极协调解决企
业复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推动企业尽快启动和
恢复生产。

部门联动协作，企业迅速行动。福建东瑞制药有限
公司正月初五就全面复工复产，复工率达 100%；福建
华隆机械有限公司研发投入的高端装备产品七轴机器人
和数控超细多组线切割机，订单得到较好的增长，上半
年的订单都签约完成；东方猎狼服装织造有限公司工厂
为了激励员工及时返岗，出台了包括车费补贴在内的奖
补政策等，目前公司到6月份的生产订单都已经接满。

（何晋生 陈志华 陈绍杰 文/图）

开足马力 投入生产

本报讯 今年 1月份，城厢区经济发展捷报频传。全
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达 50705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以3607万元的佳绩，实现14.7%的高增长，实现首月财
政收入“开门红”。

今年以来，该区相关部门深入细致地对全区经济形势
展开剖析，深挖潜在税源财源，多举措并行激发财政增收潜

能，为区域经济的稳健增长筑牢根基。
与此同时，该区紧扣市委市政府“招商奋战年”的核心

目标，倾尽全力，全方位推进招商工作迈向新高度。从精心
打造优质园区，吸引企业入驻，到狠抓项目落地实施，各个
环节紧密相扣，为培植稳固税源持续注入动力，切实夯实财
政增收的稳定性基石。 （陈丽君 陈屹楠）

城厢区财政收入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近日，北岸经开区人社局举办春风行动
暨人才服务日招聘会，通过搭建求职者与用工单位之
间的对接平台，促进区域就业市场高质量发展。

当天，在招聘会现场，辖区19家企业设置了招聘展
位，涉及制造业、建设工程、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提供
技术工程师、操作工、管理人员等在内的 280个就业岗
位，覆盖多领域多层次人才需求。

同时，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引导招聘企业通过辖区3
个镇38个村的村微信交流群、群众朋友圈等，为求职者
推送岗位信息，显著提高了招聘效率。据统计，当天线
上线下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00人次。（陈琛 林华芬）

举办招聘会 搭建新平台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让市民吃
得放心、吃得安心，连日来，城厢区农业农村局迅速行
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农产品生产主体，全面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工作。

执法人员到灵川、东海等地的肉、蛋生产基地，随
机抽取10个批次样本检查，并认真查阅生产记录、用药
记录，对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开具情况逐一核实。

执法人员还前往华亭、常太等地的果蔬生产基地、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普通农户处进行抽检。随
机抽取了柑橘、白菜、草莓等 13个批次的果蔬样品，所
有抽取的样品均在现场完成打浆封存，并由生产者签
字确认，随后被送往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专业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禁限用农药使用和常用农药残
留超标问题。

该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肖建耀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
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知识宣传，增加对重点农产品
品种的抽检频次，动态跟踪和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状
况，全力守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陈丽君 许晨昕）

农产品抽检 保饮食无忧

图为东方猎狼服装织造有限公司繁忙的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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