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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耿煌 陈灵 通讯员
颜永祥 陈静榕）11月8日至11日，以“石未
来 新水头”为主题的第二十三届中国（南
安）水头国际石博会暨石设计周及第七届
中国（南安）泛家居主题活动周在南安市水
头镇举行。展会坚持源头地办展，结合源头
直采、智慧交付、创意设计、跨界共融，助推
企业拓宽石材新赛道。

当前，石材产业面临市场多维挤压、产
业逻辑重构等压力，产业发展面临巨大挑
战。南安通过准确把握产业发展形势、认真
琢磨产业发展体系，着力将本届石博会办
出效益、办出成效，办成一次推介南安产
业、推介南安城市、推介南安人“人人想成
功、人人能成功”精气神的峰会，为企业发
展鼓士气、增信心，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
度，力促“老展会”释放新生命力、产生新影
响、办出新成效。

赋能是本届石博会的一大重点，展会

策划了全国设计大师石上盛会、石材产业
经济发展论坛、向上的力量第四季石都新
势力论坛、石材酒店会所设计论坛、石材设
计交流研讨会、石材产业家装创新论坛等
一系列引领趋势的赋能活动。同时盛会配
盛典，将举办第六届金钥匙奖颁奖盛典、石
材生活与创意论坛暨世界石都首届艺术设
计大奖赛颁奖盛典、设计之夜设计黑马军
团颁奖晚宴，以颁奖盛典引领行业。

展会吸引了400多家国内外参展商，涵
盖石材、陶瓷、机械、设计等多个行业。意大
利、土耳其、伊朗等国的25家专业参展商和
国内40个主要石材集聚地的超5000人专
业采购团队、80家异地石材商协会和20多
位设计院长、1000多名设计精英将齐聚水
头，让石博会更年轻、更创新、更国际、更落
地、更链接、更跨界，打造石机与商机的完
美合璧，创造石材人交流分享的平台，引领
石材产业趋势发展。

“石未来 新水头”
第23届石博会今日开幕

擦亮品牌
打造家门口“幸福驿站”

始建于上个世纪的原洪濑供销社四
都都心购销站，历经数十年风雨洗礼已显
出“老、破、旧”。为盘活资产，提升服务水
平，洪濑供销社以“项目合作、共谋发展”
为出发点，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村委会的协
调帮助下，引进社会资本，联合对其进行
改造升级，已变身为一座占地面积2500
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
惠农综合服务中心，既提升了供销社的整
体形象，又促进了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

而屹立在诗山镇街头的15层诗山供
销社商务大楼，则是南安市供销社引进社
会资本对闲置老旧资产进行改造升级盘
活社有资产的又一个典型案例。该项目总
投资3000余万元，总建筑面积7000多平
方米，集农资化肥、农产品、电子商务、快
递物流、日化用品等于一体，改善了当地
的购物环境，也带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

以项目驱动基层社发展全面提速。在
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南安市供销社
通过盘活资产、因地制宜选址、争取项目
资金、合作开发等模式，全力推进基层社
提升改造，打造了一批惠农“幸福驿站”。

今年以来已累计建设惠农综合服务中心7
个并全部投入使用，其中，蓬华供销社惠
农综合服务中心既是省级惠农综合服务
中心，也是全国农业产业强镇蓬华脐橙批
发销售中心，在统筹经营性服务和公益性
服务的前提下提供便民利民的“4+N”服
务，进一步完善了为农服务网络，提升为
农服务功能。同时，还开展区域流通服务
网络建设提升行动，大力推进农村综合服
务社升级改造。今年已完成升级改造农村
综合服务社6个，历年累计建设184个。

完善功能
推进社会化服务多元化

硬件升级面貌一新的同时，软性服务
也在多元化发展。南安市供销社围绕服务
体系更加健全、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服务方
式变革重塑三大目标，持续强化探索创新
服务方式，不断拓宽服务领域，着力构建具
有供销特色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现在使用最多的是复合肥，而不同
农作物所需营养成分不同，所需要的化肥
里氮磷钾元素比例也就有所不同，超标元
素还会对人体健康和土壤质量造成损害，
因此农作物施肥所使用的肥料配方十分
重要。”在洪濑供销社新型庄稼医院，庄稼
医生徐谦胜正在为农户讲解科学用药施
肥的知识。

作为基层供销社服务“三农”的一个
前沿阵地，洪濑供销社庄稼医院利用为农
服务检测室，免费为农民提供土壤、农残
检测，引导农民科学合理安全用肥用药，
经营服务辐射至周边10多个乡镇。“从

医”40年的徐谦胜不仅经常到田间地头
“巡诊”，还善于通过微信平台建立为农服
务微信交流群，利用照片、视频或者直播
的形式，解答农民遇到的防治农作物病虫
害的难题，在网上实时看病、开方、用药，
积极推广新、特、优产品，提供售前、售中、
售后服务。

新型庄稼医院进一步完善了为农服
务功能，为农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农技指导
服务，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展现出新时代供
销人的新形象。截至目前，南安市供销社
已累计创办6家庄稼医院，其中洪濑、官
桥供销社的新型庄稼医院被授予全省示
范庄稼医院。

不仅如此，南安市供销社还广泛开展
“农资科技下乡”活动，为农民提供技术咨
询、市场信息，推进机耕、机播等社会化服
务，搭建农产品展示展销平台，构建县、
乡、村三级流通服务体系体系，提升工业
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能力。今年以来，累
计开展农资科技服务下乡3场次，共为当
地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脱贫户等
免费赠送优质绿色肥料累计158吨；参与
承办1场、组织参加3场农产品展示展销
会，助农增收。

亮堂的门面、丰富的农资、多样的
服务……近年来，通过升级改造、盘活
资产，一座座集合农资供应、日用品销
售、农产品购销、快递物流配送等“4+
N”服务于一体的供销社惠农综合服务中
心华丽现身南安市多个乡镇街头，更好地
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

在泉州市供销社的统一部署和指
导下，今年以来，南安市供销社坚持以
党建引领推动业务发展，以服务“三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深化综合改
革，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着力完善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在助力乡村
振兴的过程中让供销社牌子响起来、资
产活起来、功能全起来。

□本报记者 郭剑平
通讯员 黄种酷 文/图

南安市供销社打造惠农“幸福驿站”

庄稼医生庄稼医生““巡诊巡诊””田间地头田间地头

升级改造后的南安市蓬华镇惠农综合服务中心升级改造后的南安市蓬华镇惠农综合服务中心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中心市区妙云街
一农贸市场，市场内十多个肉摊正在营
业，每个摊位上方都开着“生鲜灯”，红光
搭配正白光，在红红的光线照耀下，猪肉
颜色鲜艳，显得有光泽。一名肉摊摊主告
诉记者，她使用“生鲜灯”很多年，灯是自
己从网上购买并安装的。记者发现，该农
贸市场内，除了猪肉摊使用“生鲜灯”，还
有一家售卖丸子的摊主也用了“生鲜灯”，
而蔬菜、豆制品、海鲜等其他摊贩均未使
用“生鲜灯”。

随后，记者来到市区涂门街一家超
市，该超市鲜肉区、蔬菜区、生鲜区、熟食
区顶部均安装了不同颜色的灯罩，蔬菜区
为绿色、鲜肉区为红色、熟食区为黄色、生
鲜区为蓝色，灯罩内为白炽灯，在灯光照
耀下，各类蔬菜显得水灵灵的，肉品、生鲜
等看起来也“秀色可餐”。随后，记者又走
访了市区天后路一家菜市场和温陵北路
一家大型超市，肉品、蔬菜等食材摊位上，
基本使用日光灯。记者走访时观察发现，
未使用“生鲜灯”的肉摊、蔬菜摊，其肉品、
菜品颜色较为暗淡。

采访中，记者随机询问了多名消费
者，他们中的多数人对“生鲜灯”并不了
解，以为只是普通的照明灯。“什么是‘生
鲜灯’？没听说过。”市民陈女士表示，她从
未关注过摊贩用什么灯照明。

部分商家
仍在用“生鲜灯”

本报讯 （记者杨泳红）近日，在南安市
罗东镇罗东村上演了城管人员帮助摔倒老
人的暖心一幕。

当天上午9点多，南安市城市管理局罗东
中队副队长陈辅锦和协管员陈恭巡逻返回的
途中，在罗东村的池脚厝看到了一名摔倒在地
的老人。当时老人的鞋子和拐杖掉在地上，整
个人半靠在墙上，想站却站不起来。二人见状
立即上前将老人扶起，并帮老人穿上鞋子和拿
起拐杖。随后二人还帮老人检查受伤情况，在
确认老人并无大碍后，决定先送其回家。

在与老人沟通的过程中，由于老人并非
本地人，且普通话也不熟练，导致沟通存在
较大困难。经过耐心沟通，二人终于得知老
人家在罗东村一养羊处附近。由于怕路上开
车可能会颠簸，于是陈辅锦决定背着老人，
陈恭在后头不时托住老人，二人协力一起将
老人送回了家中。

路遇老人摔倒
城管背送回家

本报讯 （记者杜婉琼 詹伟志 通讯员
张宏宜）“幸亏有你们，如果不是有你们，后
果不堪设想，谢谢你们警察同志！”石狮一男
子接过迷路的亲人，心情激动地对交警表示
感激。这是4日下午发生在石狮市八七路与
镇中路交叉灯控处的暖心一幕。

事发当天，石狮交警大队铁骑队员王锦
淮和柯雪吟在返回队部的途中，突然遇到一
老人神色慌张，站在路中央拦住了他们。铁
骑队员随即停车，将老人引导至安全地带，
安抚其情绪并耐心询问。经了解得知，老人
今年87岁，原本打算前往石狮第八中学附
近的干女儿家，却因年纪较大，搭不到车也
不认识路，没走一会儿便迷失了方向。

“您有家人的联系方式吗？我送您回家
吧。”问出其干女儿蔡女士的联系方式后，铁
骑队员随即和她取得联系，蔡女士表示老人
记错了住址，并称马上让家人过来接老人回
家。蔡女士的丈夫到达现场后，铁骑队员将
老人安全交接，并叮嘱他今后要注意做好老
人的陪护工作，以防再次走失。

八旬老人迷路
交警暖心救助

本报讯 （记者魏晓芳 通讯员黄劲
古 文/图）“警察同志，我车没油了，现在
停在路上动不了了，加油站离得有点远，
能帮帮我吗？”11月6日上午，安溪县公安
局大坪派出所接到一群众报警称，其摩托
车因燃油耗尽被困上班途中。

值班民警当即询问车主具体位置，并
告知车主先将车停靠到路边安全位置耐
心等待。随后，民警驱车前往附近加油站
购买汽油，再前去帮助车主加注汽油，解
决了车主的燃眉之急。

“非常感谢你们及时出手相助！如果
不是你们，我被困在这还不知道要迟到多
久。”临走前，车主感激地紧紧握住民警的
手说道。

警方提醒：驾驶员在出行前，一定要
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油
料充足，以免因油料不足被困路上。

民警化身“油递员”
解群众燃眉之急

售卖生鲜食用农产品将禁用提色增亮照明设施，记者走访发现——

“生鲜灯”仍在“美颜”

昨日，在网购平台上，记者输入“生
鲜灯”发现，销售“生鲜灯”的商家很多，

“亮度颜色均可调”“调多红、多亮、多白
都可以”“加大加亮提鲜”……类似语句
显示在搜索结果页面上。

记者在一家销售“生鲜灯”的网店
上看到，灯的款式有很多种，还可以根
据需求提供灯光搭配方案，一般来说，
猪肉灯是红光搭配冷白光，熟食灯是红
光搭配暖白光，水果灯是黄光搭配正白
光，蔬菜灯是绿光搭配正白光，海鲜水

产灯是蓝光搭配正白光。“生鲜灯”便宜
的10多元，贵一点的卖到70多元。

在搜索时，记者也发现，夹杂在“生
鲜灯”中的一些商品，在产品宣传上写
着“符合市场总局灯光要求”“2023新国
标LED生鲜灯”等字样。与传统的“生鲜
灯”相比，这些符合新标准的市场专用
灯，灯罩均为白色。

“有听说要禁用‘生鲜灯’，等新规
实施后再把现在的‘生鲜灯’拆了。”一
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猪肉摊贩表示。

不同食材搭配不同颜色

根据《办法》规定，销售生鲜食用农
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
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
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如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违反这一规定，将
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如拒不改正，将处5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新规将于12

月1日起施行，这也意味着禁用“生鲜
灯”已经进入倒计时。

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办法》出台前，部门检查的重点是食品
来源、检验检疫合格证等与质量相关的

事项，“生鲜灯”不在检查范围内。《办
法》发布之后，对“生鲜灯”之类的设施
明确规定禁用，让处理相关纠纷更有依
据。消费者如在《办法》施行后发现相关
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下月起禁用“生鲜灯”

陈辅锦背着老人陈辅锦背着老人，，将其送回家将其送回家。（。（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民警为受困市民送来汽油民警为受困市民送来汽油

自然光下的肉自然光下的肉

“生鲜灯”是专门用来给生鲜食
用农产品提色增亮的照明设施。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食用农产
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明确禁用“生鲜灯”。
距离《办法》施行还有半个多月，目前
我市市场上“生鲜灯”使用情况如何？

昨日，记者进行了一番走访。
□本报记者 王丽虹 实

习生 张烨 文/图

妙云街一农妙云街一农
贸市场内贸市场内，，猪肉摊猪肉摊
使用使用““生鲜灯生鲜灯””。。

涂门街一家超市内涂门街一家超市内，，
蔬菜区在绿色灯罩下蔬菜区在绿色灯罩下，，绿绿
叶菜看起来水灵灵的叶菜看起来水灵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