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日下午，又一批色彩鲜艳、图案精美的手织围巾
被送到市妇联，工作人员细心清点和记录。近期，围巾收
齐后将送至省妇联，由省妇联统一寄给新疆的边疆女战
士。

据悉，这场“织围巾 送温暖”活动由省妇联、省儿基
会协调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750 公斤毛线用于
编织围巾，我市各县（市）区、高新区及省旗袍协会、福
州广场舞协会的巾帼志愿者共认领了135公斤毛线，将
编织 540 条围巾。目前这批“温暖”牌围巾收集工作已
进入尾声。

本报记者 李白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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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达产满产后用电能满
足吗？”“每天供水量多少？”……结
合第二批主题教育，福清市以“四
下基层”为指引，各级各部门党员
干部深入园区、项目一线，倾听企
业心声、了解发展情况。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各项要
素保障是否到位。”福清市相关
领导表示，要素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源头活水，也是党委、政府深
挖潜力、压实主体责任的体现。

近年来，福清市不断创新机制，
全力保障要素供给，为城市发展
鼓足后劲、插上翅膀。

“输血”提速
专项债项目数与额度
居全省第一

2020年，天宝陂被列入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名录。3年来，以
天宝陂为原点，提升改造范围不
断向四周辐射，涵盖道路拓宽、

公园修建、景观改造等诸多方
面。

如此大规模城市建设，钱从
哪来？不再依靠土地财政发展，
福清将目光投向专项债发行。

“我们将福通大道、中环路
段—清盛大道路面改造、串珠公
园等市民休闲设施、霞盛停车场
等串连，利用天宝陂这张世遗名
片，以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打包’
申报专项债，顺利过审。”福清市
发改局干部陈炜说。

除了“抓特色”谋划项目，福
清市还“抓机制”推进项目，形
成了 1 个专班统筹，5 库联动运
作，3 分推进法管理和 3 套机制
保障的专项债工作“1533”工作
机制，按照“成熟一个、转换一
个”的原则，确保精准策划、闭
环管理、高效利用。“抓建设”监
管进程，组织资源规划局、发改
局、财政局、效能办、属地等单
位对项目的难点堵点进行梳理，
由效能办跟踪介入，最大限度缩
减报批各环节办理时间，同时指

导专项债资金使用范围，加快资
金支出。

据悉，2023年福清获批专项
债项目 67 项，获批总额 131 亿
元，目前已到资 70.91亿元，获批
项目数与额度均位列全省各县
（市）区第一名。

“活血”有方
土地资源集约利用高效运转

充足的土地空间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近年来，
福清市经济发展不断提速，用地
需求量大，但福清山多地少，可
供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相对紧
缺，难以满足用地需求。

怎么办？福清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一方面拿出了“12345”
工作机制开展造地行动，一方面
直面土地要素保障的堵点难点
问题，科学制定“一地一策”个性

化改进方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
破难题、促发展。

“为破解用地瓶颈，福清从
疏通土地要素堵点入手，精心组
织开展低效闲置用地集中大整
治攻坚行动。”福清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福清
市领导先后 18次带队赴融侨开
发区现场办公，走访 15家企业，
帮助园区把脉问诊，现场提出实
现扁平化管理、构建全生命周期
监管体系等破题对策。

造地方面，2022年福清共实
施 35 宗土地整治项目，涉及 18
个镇街 47个村，均已通过市、县
两级验收，将新增耕地数量指标
806 亩，水田指标 636 亩。2023
年立项实施 32宗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预计可新增耕地数量指标
849亩，水田指标2148亩。

（下转3版）

打破要素“天花板”换来发展一片天
福清以高效率要素供给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本报记者 钱嘉宜

【项目名片】
创新突破要素制约，即围绕用地、资金、人才等重点领域，开展低

效闲置用地处置、造地等行动，实行国企融资、政府债券、社会合作等
多元融资模式，推进人才公寓、职教城建设等举措，为福清发展提供
全方位支撑。

【一把手点评】
福州市委常委、福清市委书记叶仁佑：经济社会要发展，要素

保障是前提。近年来，福清市结合深化“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
干争效”推动“党建领航、经济领跑、民生领先”行动，坚持改革突
破、创新突围，有效突破了发展要素制约，以高效率要素供给为高
质量发展赋能。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近
日，闽江河口湿地智慧监测平
台在开展日常监测时，记录到
4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
方白鹳，创下该地有记录以来
的最高纪录。

镜头下，数只东方白鹳悠
然地在水中觅食、嬉戏，或展
翅低飞、或自在踱步，标志性
的长喙、黑羽格外夺目，其优
雅轻盈的姿态与天空、水色构
成了一幅美丽和谐的生态画
卷。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鹳堪称
鸟界国宝，全球种群总数近万
只。他们在东北的中部和北
部繁殖，于长江下游及以南地
区越冬，在福建虽有分布，但
极其罕见。

“往年记录里一般只有 1
只，两年前十分难得地监测到
8只东方白鹳，已经让我们非
常惊喜了，没想到今年还能迎
来历史性的突破，群体数量直
接翻了好几倍。”福建闽江河
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主任郑航表示，此次增
多，或许与东方白鹳繁殖数量
增加有关。

郑航介绍，东方白鹳对越

冬地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
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反应也非
常敏感，常被看作湿地环境质
量优劣的标示。“它们选择在
这里歇脚，相当于为闽江河口
湿地的好生态投上了宝贵一
票。”

20多年来，闽江河口湿地
从抢救性保护、修复治理到科
研宣传教育，保护范围逐步扩
大，保护方式不断创新，逐步
形成涵盖基础研究、生态修
复、社区融合、产业带动、生态
教育、开放合作六大核心工程

的治理保护模式，让生态“失
地”重回大美湿地。

眼下，随着气温不断下
降，将会有更多越冬鸟类陆
续抵达闽江河口湿地，届时
湿地将迎来越冬候鸟的高
峰。

闽江河口湿地监测到40多只东方白鹳

鸟界国宝数量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 通讯员 郑泓）近日，首届
福建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00强榜单发布会在榕
举行，福州26家企业入选，数量居全省首位。

此次入选的企业有：福建天马科技集团、永辉超
市、福建御冠食品、福清市兆华水产、福建省华龙集
团饲料有限公司、福州日兴水产、福建春伦集团、福
建康宏、海欣食品、福建光阳蛋业、福州百洋海味、福
建元成豆业、福建省闽清双棱竹业、福州市帮利茶

业、福建省天源水产集团、久泰现代农业、福清市恒
泰水产、闽榕茶业、福建容益菌业、长乐聚泉食品、福
建正冠渔业、福清市贸旺水产、福建省辉业食品集
团、福建御味香、福清市绿丰农业、熹茗集团。

据了解，此次榜单的评选标准旨在鼓励和推动
各地农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经过严格评选入选的企业在品牌价值、市场占有率
等多个指标上表现突出。

我省印发加快新闽菜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打造30个省级特色美食街（城）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近日，《福建省加快新闽菜创

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印发（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提出，不断推进闽菜产业品牌化、特色
化、规范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到2025年，力争全省餐
饮业限额以上企业突破2000家，力争全省餐饮业年收入
超3000亿元。

根据《行动方案》，闽菜发展将着眼四大目标。
一是提升新闽菜核心竞争力。壮大新闽菜产业集

群，重点培育 8家全国知名龙头餐饮企业，形成一批跨
省、跨境经营的闽菜连锁企业；建设 15个省级预制菜产
业基地，培育一批涵盖生产、冷链、仓储、流通、营销等环
节的品牌企业；打造 30个省级特色美食街（城），提升改
造一批高品质餐饮街区。

二是提升新闽菜“福味”内涵。宣介推广新闽菜100
道名菜、100道名小吃、100家名店、100位厨星；发挥闽菜
文化博物馆等平台阵地作用，建设一批具备浓郁闽味文
化和菜肴特色的“闽菜馆”。

三是提升新闽菜产学研销体系。建立完善闽菜行业
标准化体系；建设闽菜研究发展平台，传承创新闽菜技
艺，培训闽菜厨师1万人次以上；推动市场化方式设立餐
饮消费投资基金，开展八闽美食嘉年华系列展销活动，提
升新闽菜市场占有率。

四是提升新闽菜知名度和美誉度。挖掘梳理闽菜历
史文化渊源，讲好美食文化故事，打造国内外知名闽菜美
食 IP，掀起了解新闽菜、品尝新闽菜、推崇新闽菜的美食
时尚热潮，让更多闽菜精品惠及百姓生活。

此外，《行动方案》还从展示闽菜新面貌、拓展闽菜新
市场、激发企业新活力、推动预制菜新突破、树立小吃新
标杆、培育闽菜新人才、构建闽菜新生态、助力闽菜新发
展等多个方面提出相应举措，进一步扩大新闽菜影响，持
续提升新闽菜形象，把新闽菜产业打造成优势特色富民
产业。

首届福建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0强榜单公布

福州26家企业上榜

2023年福州市政协港澳委员
和市海联会常务理事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25 日，2023 年福州市政协
港澳委员和市海联会常务理事座谈会在深圳召开，市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卓群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陆菁出席，并通报了我
市今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顾颀主持
会议。

会议指出，坚守市政协港澳委员和市海联会常务
理事深圳座谈会制度，是福州市政协的一个重要工作
品牌，已成为广大港澳乡亲学习交流、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的重要平台。希望大家进一步把准政治方向，
在践行“一国两制”、维护祖国统一上下功夫、求实效，
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荣光；进
一步加强团结协作，在当好桥梁纽带、促进交流合作
上下功夫、求实效，让更多人才、企业和项目落户福
州；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在为国履职、为民尽责中下
功夫、求实效，争做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的政协委
员。

会上书面通报了市政协和市海联会今年来的工作
情况，传达学习了市政协《关于进一步发挥港澳地区福
州市政协委员“双重积极作用”的实施意见》。市政协港
澳委员、市海联会常务理事围绕进一步深化榕港交流合
作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现场气氛热烈。大家
纷纷表示，将广泛凝聚港澳同胞的智慧和力量，旗帜鲜
明地维护祖国统一，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我
们经常开玩笑说，福建是中华
凤头燕鸥的‘求偶场所’，马祖
则是它们的‘新房’，两岸一直
以来密不可分，携手保护‘神话
之鸟’至关重要。”台北市野鸟
学会代理副总干事蒋功国感慨
地说。

25日，2023年海峡两岸中
华凤头燕鸥保育交流暨海峡两
岸生态保护融合发展专题培训
活动，在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
举办。现场，来自福建、浙江、
山东、台湾以及韩国的鸟类保
育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为保护
中华凤头燕鸥建言献策。

“多年监测、调研证明，福
建和台湾的中华凤头燕鸥属同
一种群。”福建省观鸟协会理事
陈劼介绍，每年夏季，中华凤头

燕鸥往返于福州和马祖，在马
祖的无人岛礁营巢繁殖，在闽
江河口湿地求偶、戏水等，完成
求偶、交配、孵卵、育雏的繁殖
过程。

“尤其是在台北鸟会的协
助下，我们发现连江四姆屿成
为‘新产房’的更多可能性。近
两年来，通过燕鸥模型和鸣叫
声等社群招引手段，四姆屿已

成功地吸引中华凤头燕鸥在此
繁育。”陈劼说。

这一过程，也得到了台湾
研究团队的卫星追踪证实。台
湾大学博士后洪崇航分享了马
祖列岛燕鸥保护区燕鸥追踪与
环志研究成果，并表示，希望通
过这样的交流会，将各地资料
汇总在一起，共同建立更为完
备的中华凤头燕鸥资料库，为
更好地保护“神话之鸟”筑牢根
基。

据了解，自2009年起，两岸
便开展了长达15年的保护合作
行动，两地每年轮流举办中华
凤头燕鸥保育研讨会，协同开
展资源调查、技术共享，积极开
展种群保护和恢复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交流会
接近尾声之际，现场发布了一

组令在座所有人都为之振奋的
数据：经过多地汇总统计，2023
年，预计全球中华凤头燕鸥数
量为 221 只，其中成鸟 176 只，
幼鸟45只。

“这是海峡两岸多年来通
力合作、共同努力所结出的丰
硕成果。”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主
任钱法文表示，从最初监测的
不到 50只，到如今突破 200只，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神话之
鸟”正自在地飞翔于海峡两岸
之间。

与此同时，钱法文还表示，
虽然中华凤头燕鸥数量正在持
续增加，但作为极危物种，保护
任务依旧艰巨。“希望有朝一
日，通过代代接力，中华凤头燕
鸥能正式退出极危物种行列，
创造出又一个‘神话’。”

两岸专家携手保护“神话之鸟”创造“神话”

中华凤头燕鸥突破200只

这是在闽江河口湿这是在闽江河口湿
地拍摄的东方白鹳地拍摄的东方白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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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中东的
另类“拓荒者”

海丝弄潮福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