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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
（记者余清楚、江宝章）

7 月 29 日上午，福州永辉超
市鼓屏店。陈老伯认真看了看购

物区上方的食品安全检测公告栏，
便挑了一把空心菜放进篮子里。“公告

栏写得很清楚，菜品后面的提示纸条是蓝
色的，表示没有农残。”他说，“有了这个提

示，每天买菜就放心多了。”
在厦门市夏商 （松柏） 农产品市场，前来购

物的人们，往往习惯性地扫一眼入口处的公示
牌，了解场内经营者的名称、营业执照号、信用等
级，每天蔬菜、水产等上市产品的快速检测结果以及
产品的参考价格等信息。在福建省各个城市的农贸市
场，大都张挂着这样的食品安全检测公告栏。

福建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2001
年，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工作。从那时
起，福建省每年都要向社会公布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
放心工程年度工作方案，连续14年将治理餐桌污染列入为民
办实事项目。

5月下旬，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6名工作人员突然
出现在福建宁德某调味品生产企业，他们不去办公室，直接进
入车间、仓库和电脑上检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状况，发现该企
业涉嫌存在超经营许可范围违规生产及生产原料来源不清等问
题，立即责成整改。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采取“不发通
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接受接待陪同、直奔基层、直插
现场”的方式，对全省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环节开
展暗访突查行动，共检查了 143家食品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单
位、餐饮服务单位，发现问题食品企业 25家，立即监督整改，
并对其中问题较严重的6家企业进行依法查处。

今年4月，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测试中心工作人员
在监测中发现，某蔬菜种植基地的蔬菜一种低毒农药残留超
标，立即向基地发出预警，并对该批产品上市前进行持续监
测。 从2011年起，福建省连续3年将可追溯体系建设纳入治
理餐桌污染的重点项目，建立可追溯体系示范企业近 1000
家，实现从田头到餐桌全程食品安全监管。福建城乡各农产
品批发市场、主要农贸市场和大中型生鲜超市普遍设立了
农产品农药残留和甲醛速测点；县城以上城区和主要城镇
全部实现生猪和牛羊定点屠宰，各设区市城区和 16 个县
基本实现猪肉的可追溯。

目前福建省已建立 80 个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
范场、10个食用菌标准化示范区、17个国家级水产养
殖标准化示范场，形成一批优质优势特色食品农产品
生产集聚区；全省累计有2399个农产品获得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及标志使用；
1045个水产品获得无公害认证。福建的生猪瘦肉
精检出率由 2000 年前的 70%下降到目前的零
检出；蔬菜农药残留抽检超标率由2000年的
30%下降到目前的 2.6%；水产品药物残留
抽检超标率由 2000 年的 30%下降到目
前的 1%；食品生产加工环节产品质

量抽查合格率 97.4%，比“十一
五”末提高了3.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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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
州不久前正式申报并设立“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先行区。泉州人表示，愿先行先试，
担当“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
兵、试验田。

优化环境 助推经贸合作

泉州已形成石化、纺织服装、鞋业等3个
产值各超千亿元，装备制造、建筑建材、食
品饮料等 3 个产值各超 500 亿元的产业集群。
2013 年，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 2460 亿
元，同比增长13.4%。雄厚的产业群为泉州对
外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去年，泉州与“海
丝”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总额超过 130 亿美元。
中东、东盟分别成为泉州第一和第四大贸易
伙伴，两地区累计来泉州设立企业 1389 家，
投资额达 41.45亿美元；同时，泉州企业也赴

“海丝”沿线国家投资，设有办事机构27个。
今年 6 月，首届中阿城市论坛在泉州举

行。19 个阿盟城市的代表、驻华使节和专家
以及国内城市代表、学者，共 200 多人与会。
论坛上，泉州推出重点招商项目162个，总投
资 2650 亿元，并分别与突尼斯苏斯市、苏丹
喀土穆州两个城市签署友好意向书，双方将
开展经贸、文化、人才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同时，论坛还通过泉州提出成立“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的倡议，将在泉州建
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秘书
处、会址等。

目前，泉州已征集到 48 个与“海丝”相
关的建设项目，并将以此为依托开始先行先
试。

激活资源 热络文化交流

目前，泉州与“海丝”沿线地区的民间
文化交流日趋热络。6月初，出生于德化陶瓷
世家的福建省美术工艺大师苏献忠作品展，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幕，活动为期3个月。以
此次个展为起点，苏献忠还将沿“海丝”之
路，再到德国、法国、英国办个展。此前，
2011 年，著名艺术家蔡国强就应卡塔尔公主
玛雅莎之邀，在多哈举办烟花艺术表演展。
自那以后，他与阿拉伯的联系就延续下来。

在首届中阿城市论坛期间，阿拉伯友人
参观了当地的圣墓、清净寺等伊斯兰文化景
点。巴勒斯坦贝托尼亚市市长对此赞叹不
已：“泉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令我最敬
佩的是，在这里各种宗教文化能够交融并
存，真是一座非常人性化的城市。”

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拥有
大量文物古迹，包括现存的 18 个与“海丝”

相关的代表性遗产点。如在泉州海外交通史
博物馆石刻陈列馆里展示的200多方宋元时期
伊斯兰教、景教等宗教石刻，以及摩尼教遗
址、遗物照片和娑罗门教寺院建筑构件等。

为了保护、传承“海丝”文化遗产，泉
州对开元寺、文兴码头、天后宫等重点文物
单位进行投资修缮，整体维护 20 个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区，并通过数字化处理，有机整合

“海丝”文化资源。
在获评“东亚文化之都”后，泉州开启

了面积约为 6.1 平方公里的古城文化复兴计
划。该计划以西街片区改造、当代艺术馆等
文化项目为带动，实施“古城－古港－新
区－全域联动”系列项目建设，在延续历史
文脉的前提下，保护文化生态，促进传统与
现代有机融合。古城复兴计划得到海内外泉
籍人士的支持，已累计获捐上亿元。

今年是“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期间
将设立“海丝”专题活动板块，在泉州举办
的活动包括高峰论坛、经济论坛及华媒万里
行、国际木偶节等。

荣膺“东亚文化之都”——

海上丝路建设 泉州走在前头
林剑波 寇婉琼

泉州博物馆

泉州清净寺泉州清净寺

7月底，全国大多数地区进入蝴蝶兰出货
淡季，而位于福建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内的
钜宝生物公司花卉基地一片繁忙，员工们正在
包装种苗和部分成品花，准备配送国内外花卉
市场（上图）。董事长黄瑞宝说，蝴蝶兰销售逐
渐“回暖”，销售方式不再单纯看准冬季的节假
日，开始从季节性销售转为常年销售。

淡季不淡，这里的蝴蝶兰花开正艳，成
为国内外众多客商追捧的“抢手货”。

张文艺摄影报道

蝴蝶兰销售蝴蝶兰销售““回暖回暖””

做旅游，土楼最合适

福建易达土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导游部经理童梦云，是福建土楼·
华安景区的一面招牌。每天，她都精神饱满地带着游客逛土楼、茶
山。她还是景区歌舞表演的主持人兼主要演员。

2007年，童梦云从漳州第二职业中专毕业。主攻旅游服务与管理
的她，听说家乡华安的土楼正在申遗，当即决定回家乡工作。她说：

“土楼太独特了，发展旅游肯定大有前途。做本行，土楼是最合适的地
方。” 几年下来，公司的导游从原先的 3人发展到现在的 22人，并成
立了公司导游部。

和童梦云追求事业成功不同，她的同事蒋春美的理想生活是“每
天能长点见识”。2007年她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厦门、漳州打工，半年
后被父母喊回老家。

“刚开始我非常不乐意，心想回到这个小地方，怎么长见识啊？”
她说：“随着景区不断发展，我发现在这里当导游，每天能接触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这也是一种长见识的方式。”

要创业，土楼来助力

在离华安两小时车程的南靖，云水谣景区里有一位年纪小但名气
大的简老板。简老板名叫简佳强，2011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园艺专
业。他回南靖老家创业的初衷，是想学有所用开个农家乐。

最初的计划是种果树、搞采摘。因为树要 3 年才能挂果，所以种
下果树后，他就开始在土楼家中养鸡维持生计。不久，他又开始谋划
改造土楼。一个月后，小鸡长大进山放养，他便开始对土楼“动
手”：保留土楼的外观元素，将原先窄小的房间整合扩大，每间配上
卫生间，再将楼板、天花板加厚。如今，“福兴楼”民宿，房间宽
敞、舒适又明亮，土楼中庭有花、有树、有茶桌，能满足游客住宿的
所有需求。

简佳强“做强做大土楼特色体验”的中长期目标，此刻已在永定
景区下洋镇富川一甲土楼旅游休闲度假村董事长胡军身上实现。

胡军，199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在深圳有一家五金电子公司。
2011 年，他回家乡成立公司，以土楼为主题元素，开发休闲度假村。
在他的度假村里，游客可以住土楼、吃客家菜，还能在土楼旁的农田
里采摘无公害蔬果，然后到自助厨房烹饪。为吸引更多客人，他还在
深圳开了一家旅行社，专门推广土楼休闲度假村。

新生代，提升土楼品位

在福建土楼·永定景区最出名的振成楼，老楼主林日耕开始把工作
逐步移交给儿子林尚康。

30年前，林日耕便开始开发土楼旅游，在振成楼里已接待过无数
的国内外游客。10年前，因为观光游客增多，在外教书的林尚康回到
家里替父亲分担讲解、导游工作，并在振成楼里经营自家的民宿。

10年间，林尚康目睹了土楼人家的“回归潮”。他说：“以前，本
地人都去东莞、厦门打工。这几年，村里旅游发展很好，年轻人有五
六成都回来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就连外嫁的女孩都把女婿带回村
里一起赚钱。”

与此同时，林尚康也在思考土楼新生代的发展。“来土楼的外国游
客越来越多，这也在考验我们年轻一代土楼主人的文化素质和服务能
力。我们必须不断挖掘、整理和弘扬土楼的客家文化，还要不断地向
其他景区学经验、学管理。”

对此，国际旅游学会主席莫里森建议，福建土楼的年轻人亟须提
升的是外语能力和服务水平。

他认为，除了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服务标准体系外，包装土楼
文化也至关重要。“有人问年轻人回到土楼可以做什么。我觉得从事导
游、餐饮、住宿都是很好的选择。” 莫里森说：“我甚至看见了土楼画
家，真是太棒了！那些土楼油画非常美，我相信，外国游客肯定会愿
意花钱购买的。”

土楼，让新生代回归
储白珊储白珊

本报福州电 （谢贤伟、俞曦） 年
底前，福建省将完成对民间投资准入
条件的放宽工作，除国家规定的限制
和禁止投资领域外，将一律对民间资
本开放。日前，福建省政府出台 《进
一步完善促进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工作
实施方案》，从 5 个方面促进企业转型
升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其中，进
一步放宽民间投资准入条件、加快混

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最大亮点。
根据 《方案》，12 月底前，福建

将研究制定民间资本进入特许经营领
域的管理办法，拓宽民间资本投资范
围和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各类产业
投资基金投资基础产业和社会事业，
并探索建立投资回报模式，为民间资
本进入各领域提供政策引导和制度保
障。

福建再降民间投资门槛

“八一”建军节前夕，福建省龙岩市召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工作
会议。会上，军分区司令员许建伟指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给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提供了更大
的舞台。

今年 4月，龙岩市市长池秋娜带领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深
入龙岩军分区和驻军，进行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专题调研。之后，
龙岩市委市政府及军分区结合龙岩实际，联合制定并下发了《关于
大力推进龙岩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决定》。龙岩军分区政委王乃谦介
绍说，《决定》明确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目标思路，系统规范了军
民融合的方法步骤和标准要求。《决定》的出台和贯彻，标志着龙岩
红土地再次吹响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冲锋号”，掀起了推进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的热潮。

据介绍，龙岩军民融合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础设施共建 紧抓地方经济建设转型发展的契机，把国防和

军队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地方经济社会规划，实现经济效益和军事效
能同步提升。在交通设施建设中兼顾部队机动需求，在信息化建设
中贯彻军事通信需求，在产业发展中为军用转扩产、军用改装留有
余地，力求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的军民融合。

力量建设共享 为适应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和遂行多样化军
事任务的要求，按照“双应一体”的要求，开创性地在每个县

（市、区） 建立了一支由 30人组成的民兵应急值班分队，实行集中
训练、管理和使用，组织使命课题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应急训练，
加强与地方公安武警联训联演联动，建成了一支平时能应急、战时
能应战的拳头力量。

人才队伍共育 利用地方教育资源培养军地两用人才，采取挂
钩培训、联合办班形式，每年为驻军培训各种人才1200余人。发挥
现役部队和训练基地作用，帮助地方开展军训，每年受训人员逾1.5
万余人。定期组织地方党政机关等进行国防动员训练演练等重大演
训活动，增强国防观念，提高履行国防职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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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周电彬、冯佩军） 日前，福
建省泉州市沙格边防派出所联合多部门，
在南埔镇惠屿村启动了首家村史馆建设。

惠屿村史馆项目利用旧仓库改建，计
划按照清代开村、帮扶项目、民生改善、
美丽惠屿等 9 个版块布展，实物展品包括
不同历史时期的家电、生活用具、新旧船
模、生产工具等。村史馆将以图文和实物
形式，直观展现该村发展历程，落成后将
成为打造渔村惠屿旅游的新亮点和干部教
育示范基地。

惠屿岛是泉州市唯一的海岛行政村。
这里昔日少电缺水，经济不振，年轻人跑
到岛外不想回来，使这里一度成为“老人
岛”。

2005年，沙格边防派出所在岛上修建
了警务室，并安排民警长期驻岛工作。他
们积极引导惠屿村民发展海上养殖，协调
相关单位落实水、电、公路、通讯等扶贫
项目，实施跨海供水、海底电缆铺设等民
生工程，使海岛面貌焕然一新。惠屿村还
被评为“泉州十佳魅力乡村”。

海岛渔村开建村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