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江河夜游时，确保安全是首要任
务。要注意以下事项，确保游泳体验既愉
快又安全。

有伴同行：在江河游泳，尤其是夜间，
必须有伴相陪，不可单独游泳。这样可以
相互照应，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

熟悉环境：在下水前，仔细检查游泳
区域的环境，确保没有危险警告。避免在
不熟悉或环境复杂的区域游泳，因为这些
地方可能存在暗流、漩涡等危险情况。

注意水流和障碍物：仔细观察水的流

速和流向，以及前方的障碍物。正确判断
流速，规避障碍物，以避免意外。

避免在船多的区域游泳：在船只频繁
的港口或码头附近游泳可能会增加被撞
的风险。尽量避免在这些区域游泳。

注意个人身体状况：身体虚弱或年龄
较大的人应避免长时间或高强度的游泳。
此外，避免在饭后立即游泳，以免影响消
化或引起抽筋。

适应水温：在下水前测试水温，如果
水温过低，应避免下水，以免发生肌肉

痉挛。
穿戴合适的装备：考虑穿戴救生衣或

其他浮力辅助设备，尤其是在夜间能见度
较低的情况下。

保持联系：告知家人或朋友您的行动
计划，并保持通信设备畅通，以便在紧急
情况下能够及时获得帮助。

总之，江河夜游虽然充满乐趣，但安
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建议，
您可以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夜间江河游
泳体验。 （明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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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团发展 深耕主导产业

洁白的沙滩、碧色的海水、戏水的白
鹭、迎风摇曳的鲍鱼壳风铃……南江村的
美，从一粒“鲍”说起。

“早年的南江村是个偏远落后的小渔
村，村民以打鱼为生，工作收入低，危险性
高。”在南江村党总支书记李镜波的记忆
里，南江村的过去就是穷。靠海只能吃海！
为走上致富路，南江村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特色产业，探索工厂化养殖之路。

南江村附近的海域水质干净，适合繁
育鲍鱼种苗和发展各类养殖业。但因为近
海洋流原因无法在近海鱼排上进行鲍鱼养
殖，转而发展陆上工厂化鲍鱼养殖，这大大
增加了鲍鱼养殖的成本。怎么办呢？李镜波
带我们走进位于南江村海岸边的福大鲍鱼
水产有限公司育种车间揭晓答案。

秋季10月，鲍鱼就将进入繁殖季，厦
门大学高级工程师骆轩正在和公司技术

员观察鲍鱼种苗的生长状况。2014年，
福大鲍鱼公司和厦门大学开展产学研
合作，引进了国内顶尖鲍鱼育种团队，

当时，还在读博士的骆轩便是其中一员。
在厦门大学科研团队帮助下，福大鲍鱼公
司开展了大规模的设备升级改造工作，鲍
鱼种业工程、智能型鲍鱼循环水养殖示范
基地建设也随之展开……柔性引进30余
名硕博专业人才，先后引进多种鲍鱼优良
养殖新品种进行示范养殖，形成绿盘鲍、
西盘鲍、杂交鲍等多品种育苗与养成为一
体的多元化工厂养殖。

在李镜波看来，正是掌握了鲍鱼循环
水养殖的水处理关键技术，逐步实现鲍鱼
生态养殖工程化，才真正把南江村鲍鱼这
个“土特产”做活了。在龙头企业带动下，
村里兴建起各种对虾养殖场、花螺场、鱼
苗场、紫菜场等，以及作为鲍鱼饲料的海
带、江蓠等藻类的养殖场。目前，南江村的
鲍鱼、对虾养殖场已达22家，海洋捕捞渔
船46艘。南江村常住人口约1040人，其中
从事鲍鱼养殖、近海捕捞相关上下游产业
人员超500人。

南江村因此以鲍鱼养殖获评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亿
元村。

美化乡村 百姓安居乐业

在做活优势“土特产”的同时，南江村
也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创造更高品质美
好生活。

2019年12月，交通运输部开展“最聚
财气的路”评选，南江村海堤路获得提名。
李镜波说，村里规模最大的3家鲍鱼养殖
场均坐落在海堤路沿线，渔港及水产贸易
市场也位于路旁，“每天都有满载着各类
水产海鲜的车辆从这里出发，运往全国各
地，说它‘最聚财气’一点都不为过。”

“要不是当年修好了这些路，村里的
产业也无法做起来。”李镜波说，过去村里
的路都是土路，又窄又短，相向的车辆遇
到都无法过，对养殖业的销售产生了很大
影响。当时，村委会把解决村里的交通问
题作为头等大事，通过定制规划、筹措资
金，逐步完善村中的道路硬化。

“2010年，旅居澳门的贤达李东昌带
头捐资兴建海堤路水泥道工程、砌溪岸、
海堤路灯光工程。”李镜波笑着说，正是道
路通畅了，像福大鲍鱼这样的龙头企业才
能在南江村扎根发展下去。如今，南江村
里已经有七八条道路完成硬化，最宽的路
有4车道。顺畅的交通，促使来南江村采购
海产品的车辆络绎不绝，为以捕鱼为生的
村民增加了不少收入。

除了道路改造，南江村从十余年前
开始整治贯穿全村的800多米长小溪圳
沟，整个工程投入 100 多万元。河道恢
复干净后，村民们的环保意识也大大提
高。此外，村委会还推动绿化工程和道
路亮化工程，多措并举盘活闲置建设用

地，建设光伏发电项目、为村民提供公用
场所，大大增加村财收入、增进民生福
祉。在多年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南江村的
集体经济迅速发展，村容村貌也因此发
生改变，污水处理、微景观公园、健身步
道等项目的建设，让村庄更宜居，村民幸
福感直线上升。

如今，走在已经“白改黑”的海堤大道
上，伴着吹拂而来的阵阵海风，欣赏着海边
一栋栋别具风格的小洋楼……这样环境优
美、生活富足的小渔村，让人格外惬意。

农旅融合 乡村绽放魅力

南江村的鲍鱼，能吃更能看。
2017年9月，晋江福大鲍鱼成为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水产品专供基地，选
送产品“皇金鲍”成为元首级晚宴佳肴。

“走，去南江村吃巴掌大的皇金鲍！”一时
让南江村名声大噪。

依托当地优势资源，2017年，南江村
开始打造全市首个鲍鱼主题文创村。走在
南江村海边，鲍鱼壳清脆的碰撞声随风而
来。鲍鱼风铃许愿台是南江村利用养殖鲍
鱼的特点，收集废弃的鲍鱼壳，清洗之后
作为风铃的材料，游客可以在鲍鱼壳上面
进行五颜六色的涂鸦，再将象征着五福临
门的五个鲍鱼壳用一条鱼线串成一串风
铃，在风铃尾巴处挂一个写好心愿的鱼形

许愿牌。随着海风的吹动，鲍鱼壳风铃摇
曳身姿，也让心愿随风飘向大海。不远处
的白鹭滩涂鸦长廊，有高校学生写生区
域、亲子涂鸦区域、手印墙区域等，可以品
清新墙绘、赏白鹭戏水。为推动三产融合
发展，南江村还建设福大鲍鱼水产观光
园，制定研学、旅游观赏、购买于一体的旅
游观光线路，推动村庄养殖业、旅游业融
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通过农旅融合，提升村庄内涵。南江
村还在村口修建一处集景观、步行道、公
交站台为一体的党建文化长廊，通过墙体
彩绘，打造一个极具闽南文化特色的党建
宣传阵地。李镜波说，近几年，乡村旅游成
为新兴旅游模式。南江村将鲍鱼文化、妈
祖文化作为优质旅游资源，大力推进“文
旅融合”“农旅融合”，进一步扩大鲍鱼观
光旅游产业规模，并发展壮大民宿、餐饮
业态，常态化举办鲍鱼文化节，积极对接
文创产业，做活优势“土特产”。

发展一个产业，
带动一方经济，富裕
一方百姓。用一粒鲍
鱼撬动一个大产业，
南江村走出以海兴
村、“鲍”团发展的产
业致富之路，“一村一
品”奏响了乡村振兴
的南江致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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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金井镇南江村

做优“土特产”一粒“鲍”谱写乡村振兴“海”旋律

南江村航拍全景图南江村航拍全景图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
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

位于围头半岛东侧的南江村，原是
个偏远落后的小渔村。近年来，南江村持
续深耕“蓝色”鲍鱼养殖产业，将工厂化
水产鲍鱼养殖作为村里“一村一品”主导
产业，发挥国家种业阵型企业福大鲍鱼
的带动作用，柔性引进30余名硕博专业
人才，特色养殖业年产值达 1.4 亿元，每
年带动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收入超1000
万元。可以说，“蓝色”产业鼓起了村民

“钱袋子”，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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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团队观察鲍科研团队观察鲍
鱼种苗的生长状况鱼种苗的生长状况

鲍鱼工厂化养殖鲍鱼工厂化养殖
成为南江村支柱产业成为南江村支柱产业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王金植 通讯员
吴建南 文/图）针对餐饮油烟扰民问题，丰
泽区城管局组织诉求人、店家坐下来一起
探讨解决之道，以达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老板，最近情况如何，没有再被投诉
了吧？”昨日，丰泽区城管局丰泽中队对位
于市区后坂街的一家烤肉店进行回访，得
到了店家肯定的答复：“自从上次双方坐
下来心平气和沟通商讨后，彼此增加了理
解和信任，问题得到了解决。”此前，该店
因为油烟和噪声问题，被楼上住户投诉。

5月12日，丰泽区城管局收到关于该
店餐饮油烟扰民的投诉件，丰泽中队第一
时间会同属地街道城管办前往查看，发现
店内已配备油烟净化设施。执法人员要求
商家保证营业期间正常运行，并加强设施
及管道的清洗，优化油烟净化效果。不过
答复后，诉求人给出了不满意的反馈。

丰泽区城管局丰泽中队在梳理案件的
过程中发现，此件属于“二合一”件。诉求人
反映该店不仅存在油烟扰民问题，还存在
油烟净化设施启动过程中产生噪音，影响
其休息的问题。执法人员随即通知店家采

取相关措施减少噪声，降低扰民影响。店家
配合增加了一套油烟净化设备，同时加装
了电机降频器和隔音棉，机器启动时声音
较之前确实降低了不少。然而，诉求人依然
表示不满意。

6月13日晚，征得诉求人同意，丰泽区
城管局丰泽中队在店家经营时段带着噪
声检测器到诉求人家里进行实地勘察。经
检测，噪声未超标，但设备运行中会产生
低频噪声，这才是扰民的“元凶”。

为彻底解决群众诉求，6月27日，丰泽
区城管局丰泽中队邀请诉求人和店家到中
队办公室面对面沟通，双方充分表达了各
自的诉求，积极协商，最终达成统一整改方
案。店家更换低频噪声设备，并保证作业时
间正常运行油烟净化设施，定期做好清洗
维护。诉求人对此处理结果表示了认可。

餐饮油烟“点题整治”工作开展以来，丰
泽区城管局积极践行“721”工作法，坚持采
用7分服务、2分管理、1分执法开展餐饮油
烟污染防治工作，以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回应群众合理诉
求，整治餐饮“油烟味”，解决百姓“烦心事”。

部门组织诉求人和店家“坐下商讨”餐饮油烟扰民问题

整治餐饮“油烟味”
解决百姓“烦心事”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
明华 通讯员吴文霞 林雅颖

文/图）17日21时47分许，一男
子在鲤城区浮桥街道笋江公园西

南方向游泳时被困江中。接到报警
后，鲤城区江南消防救援站立即出

动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救助。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一男

子被困在笋江桥下的桥墩处，距离岸边
约15米，由于长时间浸泡，且水流湍急，男
子体力不支，只能紧紧抱住桥墩漂浮在水
面上。晚上能见度较低，给救援工作带来
了不小的难度。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
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准备游泳靠近被
困人员，但是由于水流过于湍急，难以靠
近。救援人员只能绑好抛绳包，抛向被困
者让其抓住，再将他拉上岸。经过10分
钟的救援，被困男子安全上岸。

据了解，事发前，男子从上游下
水，打算夜游，没想到突然涨水，且
水流湍急，他几次尝试游到岸边
未果后，只能抱住桥墩并让路人
帮忙报警。所幸救援人员及时
赶到，将他救起。

男子江中男子江中夜夜游被困游被困

救援人员救援人员抛抛绳救援绳救援

执法人员走访店家执法人员走访店家，，查看油烟整治情况查看油烟整治情况。。

救援人员抛绳救助被困男子救援人员抛绳救助被困男子

水流过于湍急水流过于湍急，，救援人员难以靠近救援人员难以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