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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
州电 （王永珍、

谢贤伟、俞曦） 今年
上半年，福建省工业经

济 发 展 有 速 度 ， 更 有 质
量，呈现出效益提升、结构

优化、后劲增强等特点。全省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4852.5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3% ，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5 个百分
点，列东部省市第一、全国第四。

上半年福建工业呈现以下 4 个特
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福州市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28.7亿
元，同比增长20%，福大自动化、星网锐
捷、新大陆科技、瑞芯微电子 4家企业入
选2014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百强企业。

技改有力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泉州市
积极推进工业机器人研发应用，已有 10 多
家知名企业从事机器人研发生产，在制鞋、
纺织、水暖建材等推广使用工业机器人 20
多台套。厦门市组织企业实施重点产业技术
改造“机器换人”专项，近40家企业通过技
改向机器化、自动化、集成化、智能化发
展。

抓龙头、兴产业成效初显。漳州市18家
工业龙头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上半年实现产值423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
总产值22%。在鼎信实业等龙头项目的带动
下，宁德市冶金业实现产值 384.87 亿元，
同比增长29.7%。

项目源拓展，后劲增强。各地深化
“三维”项目对接，三明市17个央企对接
项目已开工13个；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1
家，合同利用外资1.27亿美元，同比增
长 93%。莆田市新对接一批民企项
目，其中诚飞光电等制造业项目 28
个，总投资326.7亿元。龙岩市主动
承接珠三角和闽南沿海地区产业转
移，上半年累计完成工业投资
171.48 亿元，同比增长 30.3%，
增速居全省首位。南平市第
十二届“6·18”共对接项
目成果863项，对接项目
数居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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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一两千元的贫困村，
经过十多年的挂钩帮扶，摆脱了贫困，生存、
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这个正在变化发展中的村
庄，就是闽东少数民族畲族老区村——福建省
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八斗村。

倾注心血帮扶八斗村

2000 年，刚从大石村划分出来的八斗村，
分到账下的，除了 1.2 万亩山场，还有 5 万多元
债务，村财政一分钱也没有。全村 145 户、635
人，有山田660亩、茶果园1300亩，其余为毛竹
和松杉林地。由于地处偏僻，发展条件极差，
这些田园林地未能给村民创造多少财富。分家
立户当年，全村人均收入低至仅有千元。

2003年，福建省扶贫开发协会和扶贫基金会
挂钩帮扶“年幼”的八斗村。10 年间，省扶贫“两
会”，特别是会长陈增光，对八斗村的扶贫开发工
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从事全省的扶贫开发工
作，几乎每年都要到八斗村开展调研，帮助解决

开发中遇到的各种难
题。

如 今 ， 八 斗 村
茶、竹、果“三大支
柱产业”健康发展，
品种改良、科学种植
得以逐步推广，产品
加 工 的 潜 力 得 到 挖

掘，农林茶果生产的附加值大大提高。在省扶
贫“两会”和陈增光会长的鼓励支持下，在脱
贫致富道路上快步前行的八斗村，利用自身的
生态优势和畲族民俗文化特色，建起具有“八
斗风格”的少数民族新村寨。

收入翻番成畲族新村

省扶贫“两会”进村开展扶贫开发以来，
八斗村的经济、民生双头并进。10 年前，村民
人均年收入最多时只有 2500 多元，2013 年首次
超过万元。改路、改水、改厕、改房的“四
改”工程在全村推进，村道硬化全面完成，全
村农户用上了自来水，修建了家庭卫生厕所和
公厕。全村人都参加了新农合，45 周岁以上的
村民都加入新农保。

省扶贫“两会”在八斗村的扶贫开发虽然
成效显著，但各个农户的发展情况不同，经济
收入与存在困难也不同。省扶贫“两会”领导
和工作人员在帮助八斗村发展生产的同时，继

续保持走村入户、访贫问苦的优良作风，为特
困户、病灾返贫户送温暖。

2012 年农历腊月二十八，陈增光冒着寒风
冻雨，从福州前往八斗村，看望、慰问病灾户
和特困户。有时他不能亲自前往，也要嘱咐其
他人代他去看望特别困难的家庭和个人。

为了八斗村各项事业的发展，省扶贫“两
会”领导还带着村干部到省直相关部门和单位
筹措扶贫项目款。

除改路、改水、改厕、改房，村里还建成小公
园和绕村的小溪景观，房屋外墙统一进行仿石喷
塑改造，一个整洁的新畲村呈现在人们眼前。
2013年，八斗村申报了国家“畲族美丽新村寨”建
设项目。在他们自身努力和省扶贫“两会”的帮扶
下，八斗村将更具畲族风情、更加美丽动人。

迎着朝阳，有着20多年捕鱼经验
的张加聪船长，早早就来到福建泉州
石狮祥芝港，为新一次出海做准备。他
检查过驾驶舱几台陈旧卫星探测设备
后，便开始组装起一台崭新的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船载终端。

自主研制系统更安心

提起这台新系统，张加聪说，今年
3 月，福建省船载北斗终端项目推广
组和泉州边检站到祥芝港为我们安装
免费试用终端，我的船是5月安装的。
两个多月过去了，他说已初步体会到

“北斗”给他带来的变化。
“之前我们用的是近海渔业专用

电台，但信号不稳易受干扰，找人还要
总台转接。”张加聪说，“安装了北斗终
端后，不仅导航、定位、点对点通讯等
功能一应俱全，更重要的是，‘北斗’是
我国自行研制的系统，使用的是我国
自己的卫星，不论什么时候，都不怕信

号中断，用起来很安心。”
除能实时拨接电话，船载北斗终

端还新增“短报文”功能。此前船上使
用的 GPS 系统只能显示终端位置信
息，但无通信功能，而卫星移动电话和
专用电台虽可实现语音通信，但不具
备定位导航功能。“北斗”则同时具备
空间定位和“短报文”通信功能。

“短报文”类似于手机短信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终端发送一条120字的
信息，向外界告知位置，考虑到有些
渔民不会汉字输入法，“北斗”还专
门配备了手写板，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不仅如此，北斗系统还附带“气
象传真机”功能，为渔民提供了全方
位的信息服务。

海上事故救援更及时

今年 6 月，张加聪的渔船在返航
途中出现主机螺旋桨主轴断裂，当时
船上还有 2 名渔民，其中一人手臂受

伤流血不止。危急时刻，他们迅速通过
“北斗”发出求救信号，福建海警二支
队快速确定渔船方位，派出巡逻艇火
速赶往现场，顺利实施救援。

“是北斗系统帮了我的大忙。”回
忆当时的情景，张加聪说。

“海上救助必须争分夺秒。”救援
人员表示，“北斗”稳定的信号和精确
的定位，不仅为出海渔船装上了“千里
眼”和“顺风耳”，更织就了一张庞大的
海上救助“安全网”，船管、边检、海警
等部门可全方位、全天候与渔船保持
通信联系，特别是在海上环境复杂的
情况下，能实时获取相关渔船的位置
联系，及时组织救援，让遇险船舶位置
信息“数字化”，使海上救助更加高效
和安全，最大限度为营救争取宝贵时
间，保障渔船和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泉州边检站还联合渔船管理部门，开
发了适用边防治安管理的“新型船舶
动态管理系统”，渔船和渔民进出港时
直接在船上系统终端刷卡，实现自动
签证报关进出港。“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在民用渔船中加大‘北斗’的推广力
度，让更多的渔民加入到‘北斗’编织
的安全网中。”边防官兵们说。

畲族村寨用上自来水畲族村寨用上自来水
——宁德市八斗村扶贫开发记事宁德市八斗村扶贫开发记事

陈佳鑫

泉州渔船装上北斗导航
洪燕森文/图

船长张加聪利用“北斗”拨打电话船长张加聪利用“北斗”拨打电话

入夏以来，福州连续高温天
气，受此影响电网负荷也急剧攀
升。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
网福州供电公司员工冒着酷暑带电
作业，确保百姓用电不受影响。

下图为 8 月 6 日，国网福州供
电公司检修人员在对一处输电线路
进行带电检修后汗流浃背。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战高温 保供电战高温战高温 保供电保供电
本报漳州电（郑长辉、张文艺） 海峡两岸 （福建）

国药现代产业园日前在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完成一期
5000亩选址，台湾21世纪基金会参与投资，将打造上下游
齐备的医药产业，为漳台农业产业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漳州作为大陆首批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在对
台农业合作中，注重优质项目引进，已形成由点到面、
由单项零星向产业化整体配套推进的全面发展态势。截
至目前，该市已累计批准台资农业项目1097个，半数以
上为农产品加工和涉农工业项目，合同利用台资 16.55
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 9.4 亿美元，农业利用台资位居
全国设区市第一位。

在今年海峡论坛期间，台湾嘉义县仑尾果菜运销合
作社与福建明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意向协议，双方
拟在云霄县建立蔬菜产业基地，引进种植台湾西红柿、
甜椒等蔬菜新品种，开发净菜、切菜等配送服务，延长
产业链，提高产值。

位于漳浦县盘陀镇的天福集团是漳台农业合作的典

范。天福集团由台商李瑞河于1993年在漳浦创办，创业
伊始，该集团坚持走产业化道路，茶叶及茶制品身价倍
增。2011年，天福茗茶在香港主板上市，成为内地第一
家在港上市的茶企。截至目前，天福集团已建1300多家
连锁店，是目前在大陆投资规模最大的台资农业企业。

漳台农业合作向纵深发展，助推漳州农业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带动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如
沿海地区的珍稀鱼类、贝类养殖；内陆山区麻竹、茶叶
种植与加工；沿国道 324线的花卉产业等，具有地方区
域特色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主的台资项目，多数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在台
资农业企业带动下，漳州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迅速。目
前，全市有规模农业产业化组织2800多个，固定资产总
额 143.4 亿元，带动农户 74.8 万户，生产基地 500 多万
亩。产业化经营极大地改变了漳州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
和经营模式，加快了现代农业发展步伐。

漳台农业合作形成产业链

本报福州电 （何祖谋） 今
年，福建省安排宜居环境建设项
目 4055 个 ， 计 划 投 资 1765 亿
元。截至 6 月底，全省在建项目
2796 个，完工项目 373 个，前期
项目 886 个，完成投资 894.2 亿

元，完成年计划投资比例50.7%。
其中，“千村整治、百村示

范”工程，上半年已有1031个村
庄启动整治工作；30个省级重点
项目有 26 个已动工整治，4 个正
加快前期工作；已开工30个集中

成片棚户区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31.37 亿 元 ， 占 年 计 划 投 资 的
38%，其余 20个项目正在开展前
期工作；“六江两溪”乡镇，7个
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26 个在
建，57个加快前期拟动工。

福建宜居环境建设任务过半

厦门投洽会将推全新理念
本报福州电（林侃） 第十八届投洽会第二次筹备

工作会议日前在京举行。据悉，今年“9·8”投洽会
将全面推行“大对接、大洽谈”的全新办展办会理
念，打造专场对接、展洽结合、会议对接、活动对接
和网络对接等五大对接服务平台。

据悉，投洽会期间，各成员单位将按地区及招商
的重点行业进行展览展示，组委会将提前安排，并在
9 月 8 至 10 日分 6 个时间段，分别引导投资商到各展
区洽谈对接。今年投洽会还将体现国际投资发展趋
势，举办世界商会领袖圆桌会议、海外华商投资峰
会、闽商论坛等活动，推动参会群体现场对接，促进
投资信息流和客商资源的有效流动和充分匹配。

福建文化寻根夏令营开营
本报泉州电（林剑波） 以“探索海丝文化，体验

闽台同源”为主题的2014年“福建之旅”文化寻根夏
令营，近日在泉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开营。

参加活动的百余名闽台两地学生，在夏令营期间
开启以学习交流传统文化、体验祖籍地历史演化和风
俗民情为内容的“福建之旅”，包括参观泉州清源山
老君岩，了解传统道教文化；走进泉州海上交通博物
馆，了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瞻仰陈嘉庚纪念馆，缅
怀华侨前辈的爱国情怀。

福建龙岩旅游广告“登台”
本报龙岩电（张杰、黄俊） 在熙熙攘攘的台北车

站西大门进出口处醒目位置上，一块宣传展示牌格外
引人注目。展示牌由“海峡客家、欢乐龙岩”和“福
建省龙岩市欢迎您”等文字及永定客家土楼摄影作品
组成，这块广告牌不时吸引过往旅客驻足观看。

为吸引更多的台湾同胞前往客家祖地龙岩参观旅
游，由台湾闽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牵线搭桥，龙岩市旅

游局提供素材，三川风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台湾铁道
广告公司承制刊登的这块广告牌，于今年6月底制作完
成并投入使用。据悉，这是大陆为数不多、福建省第一
个在台北车站设立的旅游形象宣传展示牌。

海峡旅游博览会将举行
本报福州电 （严群星） 以“海峡旅游·合作共

赢”为主题的第十届海峡旅游博览会 （简称旅博
会），将于9月6日至11日在厦门举行。

经过 9年的培育，旅博会已成为海峡两岸旅游交
流合作、政策发布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平台，是目前大
陆唯一面向台港澳旅游业界的品牌展会。

据悉，本届旅博会将设立 9个主题展区，主题活
动包括两岸乡村旅游圆桌会议、旅游投融资合作洽谈
会等，福建省9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在旅
博会期间举办主题节事活动，推广“清新福建”的旅
游产品，进一步彰显福建丰富的旅游景观和山、海、
乡野、人文旅游特色。

八斗村畲族农民在劳作

漳州市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 1097
个，位居全国设区市首位

漳州市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 1097
个，位居全国设区市首位

八
闽
来
风

8 月 6 日，福州市晋安区纪委组织区市容管理部
门分管负责人、城管执法人员旁听庭审“晋安区鼓山
镇原分管城管副镇长陈立峰受贿案”，用身边的案例
教育身边的人。图为福州市晋安区城管执法人员在法
庭上旁听庭审。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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