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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 谢星星）
“三年中两个小年都稳产了，事
实证明专家是对的，还好我们坚
持下来了！”昨日，福清市渔溪镇
果农黄秀芳望着漫山遍野的龙
眼树，笑得仿佛拿到满分试卷的
小学生。包括黄秀芳在内，全国
唯一龙眼科技小院——渔溪龙
眼基地 250 多户果农实现平均
每户鲜果增产 20%。这意味着
小院突破“小年”之困，步入稳产
时代。

渔溪龙眼种植历史可追溯近
千年，并早早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认证。2022 年，渔溪龙眼基地成
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龙眼科技小
院。急农民之所需，成立第一年，
专家们就将果农最关心的“大小
年”问题摆在了首位。

小院专家之一、福清市农村
专业技术协会秘书长俞祖兴介
绍，龙眼果树挂果有“大小年”之
分，大年多产，次年少花少果，即
为小年。“遇上小年，果农没招，长
久以来只能选择放弃。”

如何破解“小年”之困？“重点
要解决果树管理问题，说白了，就

是需要更精细。”俞祖兴说，专家
组一边编写《龙眼绿色栽培技术
规程》《小院龙眼产品标准》等，一
边生成了一套将原来粗放管理转
变为科学管理的标准栽培操作流

程。
办法有了，更大的问题却接

踵而来——没有果农愿意尝试！
一番动员后，总算有8户果农愿意

“试水”。结果，2022年仅黄秀芳1

户坚持了下来。
顶芽保留多长、50公斤的水

搭配多少毫升绿色农药……从春
到秋，专家们每周到访果园，将应
对不同问题的“标准答案”掰碎了

讲，反复叮嘱、亲自示范，确保黄
秀芳能听得懂、做得到。

2022 年恰逢小年，在各家龙
眼歉收、市场价格高涨之时，黄秀
芳家的龙眼迎来了丰收。闻讯而
来的果农羡慕不已，纷纷找上门
来，小院技术服务自此由点扩
面。不到 3年时间，从 1户拓展到
250多户，服务范围超 1000亩，累
计产出龙眼超200万公斤。

今年再次迎来小年，比起当
初的怀疑，果农们心中大定：只要
跟着流程做，稳产一定有保障！
甚至远在厦门的龙眼种植大户苏
水源也尝到了甜头。“今年雨水
多，大家普遍减产，我们却做到了
小年还能增产。”

“龙眼栽培管理技术的‘新’
是推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
保障。”福建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果
树研究所副所长蒋际谋表示，在
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比起技
术的“新”，攻克农民的“心”更重
要。“此次小院新服务模式不仅实
现本地突围，还带动厦门等城市，
可以说是全省率先，对全国其他
科技小院也有借鉴意义。”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记者昨
日从市人大常委会获悉，回应市人
大代表郑书鸿提出的《关于建设多
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数字
化管理体系的建议》，我市加快推
进“智慧消防”建设，三坊七巷历史
文化街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等
已完成“智慧消防”基础项目建设，
并开展了相关试点。

郑书鸿代表告诉记者，在随机
走访中，他发现不少商业办公楼中
有公司、各种工作室、棋牌室、酒店
等。有的消防通道被占用或受阻，
有的还存在封闭安全出口、封死防
盗窗等现象。他建议建立消防AI

监控系统、消防设备智能联网，用
数字化赋能消防安全管理。

记者从市消防支队了解到，
“智慧消防”建设已纳入市级信息
化建设项目，重点建设市级远程监
控系统平台，实现部分火灾高危单
位的自动消防设施接入、建设区域
独立式烟感探头、市政消防水源、
智慧用电监控等系统，该项目目前
已进入可行性研究设计阶段。其
中，已建成的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
区“智慧消防”指挥中心将街区公
共消防设施、消控中心和电气火灾
监控系统等远程接入云平台，实现
大数据远程监管。“我们在三坊七

巷南北口高点搭建 2 套‘鹰眼’高
空监测平台，实现街区全景AR监
测、24小时 360°无死角全覆盖的
可见光和热成像‘双光源’高空监
控，实时监测4.5KM范围内火灾的
警情。建成一套全自动无人机巡
检系统，构建平战结合 3分钟空中
响应圈。”市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
说。

记者还了解到，我市将逐步构
建包括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在内
的消防安全数字化管理体系，争取
年内各地完成 60%的重点单位、
30%的高层公共建筑和60%的省级
以上文保单位远程监控系统建设。

科技小院传“秘笈”，福清龙眼小年也稳产

攻“心”胜攻“新”“小年”之困解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刘其燚）闽剧票友们有福了！罗源
闽剧文化艺术街区溪尾街正在进
行升级改造，改造后的街区将联动
多元场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创
意表达”跨界，用年轻人的视角演
绎经典闽剧，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闽
剧文化的魅力。

昨日，记者在凤山镇溪尾街
“百姓大舞台”附近看到，工人们正
在对舞台进行重新装饰，古色古香
的舞台布景与周边的建筑融为一
体。附近一面影壁上，工人正在描
绘一幅融入闽剧和畲族元素的国
潮插画。“插画是由专业的设计师
创作的，融入了闽剧文化 IP和罗源
的畲风海韵，将来，这会是街区的
一面特色拍照打卡墙。”罗源县文
化体育和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教导员陈雯介绍。

“我们本次改造的理念是‘一
台好戏、一个 IP、一个空间’，将闽

剧文化进行空间场域融合，沉浸式
打造舞台、场景、舞美，还融入动态
插画场景。”罗源县文化体育和旅
游局局长雷全福介绍，升级改造后
的溪尾街将设置 4个闽剧舞台，利
用街区历史建筑、户外场景，有机
融入闽剧创作进行实景演出，让游
客零距离感受闽剧艺术的魅力，同
时借助闽剧特有的人文故事性、文
学故事性，再现罗源溪尾街“草桥
夜市”的繁华景观意象，助推夜色
经济发展，增强历史文化街区商业
经济价值。

“我们与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合
作，演出的剧目正在进行创作修改
中，届时在街区实景演出也会增加
与闽剧票友的互动，将游客的体验
感和沉浸感拉满。”雷全福说。

罗源县一直以来都很注重闽
剧表演高层次人才引进，本次改造
中，将在溪尾街开设国家级闽剧传
承人名师工作室、福建省实验闽剧

院帮扶基地、福建省实验闽剧院传
承基地、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实景演
出基地、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培训中
心以及罗源县戏剧家协会工作室

等，定期开展闽剧人才培训课程，
帮助培养罗源本地闽剧表演艺术
人才；同时，与罗源各个小学合作，
常态化开展闽剧进校园活动，以开

设闽剧兴趣班的形式，让孩子们在
学习闽剧的过程中，爱上闽剧这一
家乡传统文化；依托省闽剧院罗源
县创作基地帮扶创作罗源本土闽
剧《玉石缘》《孝巷传奇》《雷海青》
等作品。

“此外，我们还将调整溪尾街
商业业态，打造国风主题、闽剧主
题及畲族主题等深度体验项目，针
对性地开发系列文创周边，开设戏
剧服饰销售、妆造体验、写真摄影、
微电影等一批‘文旅+’项目；引进
非遗文化和传统文化展示、阅读空
间、民俗体验等文化类业态和罗源
特色美食、咖啡、茶馆等休闲餐饮
类业态，打造罗源夜色经济示范
街。”陈雯介绍。

“国潮风正当时，相信四百多
年的国家级非遗闽剧牵手罗源畲
风海韵，将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
花，形成新的文旅融合发展点。”福
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虹说。

我省居民基本医保
财政补助再提高
预计惠及2600余万人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省医保局、省
财政厅、省税务局等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将
我省 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
助标准由每人每年不低于640元提高至每人
每年不低于670元，预计惠及2600余万人。

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医疗消费
水平持续提升的背景下，提高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有助于稳步提升
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增强大病保险精准保
障能力、加强居民医保生育医疗费用保障
等。针对特困供养人员、孤儿、重度残疾人
等群体，我省将落实好医疗救助分类资助
参保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实施资
助参保、大病保险倾斜支付、医疗救助保
障、倾斜救助等分层分类救助措施。

截至目前，省级财政已下达 2024 年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105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保障政策落实。
下一步，将根据补助标准提高情况继续对
各地进行补助，支持健全城乡居民医保待
遇机制。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昨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5部门联
合发布《福建省保障性租赁住房运
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自9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5
年。

据了解，截至 2023年底，全省
累计竣工保租房超过 10万套。《管
理办法》共8章23条，分别从总则、
房源管理、配租对象、租金管理、租
赁合同、项目退出、监督管理、附则
八个方面，明确保租房项目运营阶
段的管理要求。

在配租对象上，《管理办法》明
确，保租房重点面向城区无房新市
民、青年人，不设收入门槛，具体准

入条件由各市、县人民政府合理确
定，运营主体制定的具体配租方案
应报属地住建部门备案。在租金
管理上，保租房租金应当低于同地
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且需
定期对租金进行监测评估；根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6部门关于加
强轻资产住房租赁企业监管的意
见》，明确了保租房租金与押金的
收缴与监管要求；依据《福建省住
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承租人
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保租
房租金。在租赁合同上，保租房租
赁行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租赁合同约定进行管理。

《管理办法》规范了项目退出

要求。明确了保租房因运营年限
期满或其他客观原因可退出固化
项目清单管理，项目退出应实行报
审制度。发展保租房的市、县应当
及时注销或收回退出的保租房项
目认定书，并向社会公布，退出的
保租房项目不得享受相关优惠政
策、不得以保租房名义经营。保租
房运营权转让应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办理，但尚在运营期限内的
不得改变保租房的用途。

此外，《管理办法》明确了监督
管理工作机制，要求各市、县应当
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
同时应加强对住房租赁企业及其
从业人员信用评价。

福州—葡语国家海洋渔业
交流合作座谈会成功召开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 通讯员 李颖）
为探讨发展蓝色经济，加强福州与葡语系
国家渔业合作，近日，福州—葡语国家海洋
渔业合作座谈会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举办。

会上，福州市远洋渔业企业介绍对外
渔业合作情况及下一步合作需求。葡萄
牙、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赤道几内亚等 6位葡语国家代
表介绍当地渔业资源情况及相关渔业政
策。福州渔业企业代表与葡语国家代表还
就如何推进双方渔业合作开展了深入的交
流研讨。

市海洋与渔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葡语国家派驻代表能助力推动此次会议
达成的合作意向尽快落地，期待福州相关
企业结合发展需求，主动加大对葡语国家
投资力度，扩大先进养殖技术交流范围，为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增加就业岗位、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台风“贝碧嘉”增强
中秋或影响福州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黄蓉）据
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 13号台风“贝
碧嘉”（热带风暴级）的中心昨天上午 8时位
于美国关岛偏西方向约 160公里的洋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23米/秒），中心最
低气压为99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20~300公
里。预计“贝碧嘉”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
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趋向
我国东海海面。

据福州气象台预测，“贝碧嘉”中秋节可
能影响福州，需保持关注。预计16日~17日，
受“贝碧嘉”外围环流影响，福建有一次较明
显的降水过程。虽然白露已过，但秋老虎依
旧“发威”，市气象部门提醒，市区气温总体
较高，闷热感仍然较为明显，市民还需要继
续做好防暑措施。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近日，福
建省第三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银
企政策对接活动在福州市举办，来
自全省各地约 50家优秀发展型个
体工商户代表应邀出席本次活动。

今年，省市场监管局等 17 部
门联合印发《福建省个体工商户分
型分类精准帮扶实施方案》，按照
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三种类型
进行差异化帮扶。

各商业银行代表现场介绍了
面向个体工商户的金融产品，包括
贷款产品特点、申请条件、办理流
程等，并解答个体工商户的疑问。
省个私协会分别与省银行业协会、
中国建设银行福建分行、招商银行
福州分行、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等

签署面向个体工商户金融服务的
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交流协
作，推动金融机构为个体工商户提
供更加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建设银行福州城南支行、中国
银行台江支行、招商银行福州分
行、福州农商银行、兴业银行福州
环球支行等分别与部分个体工商
户代表现场签订项目贷款协议，进
一步深化商业银行与个体工商户
的合作，为福建省个体工商户的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
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工程”，加强与
金融部门的数据共享，探索更多合
作模式，推动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
结果在金融领域运用。

我市加快推进“智慧消防”建设
三坊七巷上下杭等已开展相关试点

罗源闽剧文化艺术街区升级改造
将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剧文化魅力

第三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
银企政策对接活动在榕举办

俞祖兴俞祖兴（（右右））向果农讲解龙眼种植要领向果农讲解龙眼种植要领。。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原浩摄原浩摄

我省出台保障性租赁住房
运营管理办法

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在““智慧消防智慧消防””指挥中心远程监管三坊七巷指挥中心远程监管三坊七巷。。林海涛摄林海涛摄

在溪尾街，工人正在描绘一幅融入闽剧和畲族元素的国潮插画。刘其燚摄

为城市发展“清”出空间
（上接1版）专项监督组、相关纪检监察组工
作人员主动下沉鼓楼、台江、仓山、长乐、福
清、闽侯等县（市）区及下辖乡镇街道，通过调
查研究、实地查看等方式，开展专题督导 120
余次，发现问题31个，针对督导发现的问题，
持续推动整改，并督促属地责任单位整改到
位。

“推动职能部门落实进展情况‘每周两收
集一通报’制度，及时掌握全市工作进度并对
成效不明显的县（市）区开展约谈。”市纪委监
委监督组工作人员说。据了解，开展专项整
治以来，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约谈整治进展滞
后的县区15次、乡镇13次，340名监管不力人
员受到问责。

补齐短板 巩固治理成效
为做好监督执纪“后半篇”文章，市、县两

级纪委监委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
合，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完善制度机制，补齐薄
弱环节，巩固治理成效。截至目前，全市纪检
监察机关推动建立和完善“两违”有关制度
206个。

市纪委监委推动市农业农村局制定农村
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相关机制，强化农村宅
基地审批管理，确保“应批尽批”；推动市政府
办公厅制发《福州市数字化动态巡田工作规
范（试行）》，依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耕
地监管方式，开发建设智慧耕保管理平台和
巡田APP，由全市 7664名村级巡田员对全市
150.88万亩耕地开展常态化巡查，坚决遏制
耕地上的违法建设行为。

鼓楼区纪委监委针对违法建筑监管、查
处不到位问题，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纪检监
察建议书 8 份，督促出台《鼓楼区二次装修

“两违”监管机制》，从源头做到早发现、早制
止、早报告、早处置，切实保障公共安全与群
众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