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刘文艳 通讯员
邱鹏达 黄火成 叶宇翔）11月7日，满载着
2912吨冻鲐鱼、冻沙丁鱼、冻鱿鱼等远洋
鱼获的“鲁荣远渔运789”号远洋渔获运输
船靠泊晋江深沪港区，经泉州海关按“船边
直提”监管模式开展提离作业，并迅速投放
市场。

据了解，今年前10个月，泉州海关共
监管进境远洋自捕水产品4.37万吨，同比
增长81.92%，增幅创同期历史之最。

远洋渔业是“海上粮仓”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推进我国海洋经济“走出去”、实现海
洋强国的重要产业。继2016年 10月晋江
深沪港区成为福建省首个对外开放的专业
化远洋渔港之后，今年6月远洋渔业运输
船又首次在石狮锦尚作业区卸货，泉州远
洋渔业进入“双码头”作业新阶段，为“海上
粮仓”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泉州远
洋渔业作业渔船已增加至39艘，远洋渔业

总吨位和总产量列福建省第二位，作业范
围从单一的北太平洋渔场到目前覆盖太平
洋、印度洋公海等海域，逐步形成由简单的

“捕捞+运输”到“捕捞+运输+加工+出口”
的远洋渔业经营模式，并不断向规模化、多
元化方向发展。渔获种类包括鲭鱼、秋刀
鱼、沙丁鱼、鲐鱼、鱿鱼等，既丰富了市民的

“菜篮子”，也为泉州水产品出口提供了强
有力的原料保障。

针对远洋捕捞渔获易腐烂易变质、通
关效率要求高的特点，泉州海关开辟远洋
渔获“绿色通道”，对进境远洋自捕鱼实行
通过“提前申报”实现进口“船边直提”的监
管模式，放行货物卸下后可直接载运出场。
同时，提供即靠即检零延时服务，第一时间
办理出入境船舶、人员、货物通关手续，实
现了从船舱到工厂冷库的无缝衔接，促进
远洋渔获口岸快速提离、装运，减少货物船
冻成本，提高水产品鲜活度。

“船边直提”助力“海上粮仓”建设
前10个月泉州远洋自捕渔获4.37万吨，同比增长八成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王宇静 通讯员
何建富 叶冠庆 杨华 文/图）记者从泉
州市商务局了解到，由625家企业 1771
个展位组成的“泉州军团”，在今秋举行
的第 136 届广交会上，进一步展示品牌
实力，加快“出海”步伐，现场共达成意
向成交7.53亿美元，比上届增长2.13%，
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13%。其中与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交3.84亿美元，
比上届增长 3.2%，占总成交额的 51%。
纺织服装、礼品、陶瓷、鞋类等传统优势
劳动密集型产品订单呈现加快复苏态
势，占总成交额的80%以上。

市场永远期待高性价比的产品。本
届广交会，我市不少参展企业为满足国
际市场多样化需求，纷纷推出最新研发
产品，成为吸引采购商洽谈和出口成交
的新增长点。例如，南安明佳机械、台商
区泉工股份等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受到
客商的高度认可；德化臻峰陶瓷、丰泽
协兴园艺通过紧盯欧美流行趋势，以最
新产品摆脱同质低端竞争；晋江梅花伞
业推出的环保概念产品，以及晋江优安
纳推出的碳纤维反光系列伞具，更是成
为本届展会“流量担当”。

本届广交会上，我市纺织服装产业
共设展位358个，占总展位数的20.2%；

陶瓷展位273个，占总展位数的15.4%；
礼品及赠品展位 255 个，占总展位数的
14.4%；鞋类展位207个，占总展位数的
11.7%；箱包展位 147 个，占总展位数

的 8.3%；园林用品展位 100 个，占总展
位数的 5.6%。分别参加了一、二、三期
广交会的泉州中泉供应链公司，今年
带来众多极具泉州传统特色的高性价

比产品参展。该公司副总经理曾伟安
介绍说，结合国际消费市场的新动向，
他们侧重于满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的消费需求，在本届展会上也收获了
不少新兴市场的意向订单需求，据不
完 全 统 计 ，现 场 意 向订单金额超过
2000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泉企的抱团意识
更加强烈。本届广交会第三期，晋江市在
展馆A、D连廊开设综合展示区，以“福建
省泉州市晋江市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服装、泳装、鞋类、伞具）”为主题，集中展
示晋江产业和优势产品。展示区人气爆
棚，总接待境内、外采购商人数超7500人
次，意向成交额超2000万美元。另外，德
化县已连续四届在广交会B1、B2区域设
置135平方米集中展示区，展出工艺瓷、
大师瓷、日用家居瓷及文创瓷等精品陶
瓷，同时举办“中国白·德化瓷”专场推介，
并通过《十二花神》《瓷国明珠》《只此青
绿》《一白独秀》等文艺演出，充分展示德
化白瓷精湛的捏塑技艺，让国外客商更加
直观了解千年瓷都德化，领略“中国白·德
化瓷”的艺术魅力。推介活动吸引了超
13000人次国内外采购商前来洽谈，现场
意向成交额超3000万美元，取得良好的
宣传推介效果。

广交会：我市意向成交额达7.53亿美元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王宇静 通讯员
叶冠庆 何建富 杨华 文/图）11月5日至
10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泉州共有620家企业
和单位共赴“进博之约”。

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
家级展会，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
全球互利共赢的大舞台。今年的进博会中
国馆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谋世界发
展繁荣”为主题，集中展示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6日，福建新一轮开放政策解读和项
目对接会暨项目签约活动在上海举行，福
海粮油作为泉企代表，与进博会参展商丰
益集团现场签约采购金额3.6亿美元，比
第六届进博会增长20%。跟随“泉州军团”
连续七年参与进博会的泉州福海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廖宇力表示，作为一家
深耕福建20年的食品企业，很高兴通过
进博会这一享誉全球的平台，结交了众多
优质伙伴，未来企业将进一步利用好国际
农产品资源，打造出更健康、更安全的产
品，以满足福建老百姓的需求。

我市还围绕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石
油化工等千亿产业集群，做好招商引资工
作。借助进博会的流量红利，“泉州军团”
分别参加省团举办的“闽商回归对接会”

“福建新一轮开放政策解读和项目对接
会”等专场活动，通过现场签约、洽谈对接
等活动，集中宣传推介泉州，展示泉州市
场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一步宣传展示
国潮泉州优品的风采，我市结合区域产
业特色，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设“中国
白・德化瓷”展馆，再次向全球客商亮出

“中国白”的艺术文化魅力。在升级版的
“中国白・德化瓷”常年展馆内，共汇聚了
46个优质陶瓷制造厂家的近600件展品，
展示了30位国家级和省级大师的作品，
吸引了众多国际客商的目光。

“进博会期间，我们与近千名中外客商
进行了洽谈。”福建德瓷天下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肖冰说，“进博会提供了一个文
化融合的大平台，泉州德化陶瓷企业要借
此契机，紧跟国际潮流、增加时尚元素、提
升文化内涵，促进陶瓷产业的国际交流，让
更多国家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赴“进博之约”，泉企获3.6亿美元采购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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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扣机动车限期接受处理的通告
2024年10月31日前，南安市公安机关在执法中查扣逾期不来接受处理的机动车

辆（车辆信息请网询www.nanan.gov.cn），因扣车期限已到，现予以通告。请车主提供

机动车的合法证明和相关手续到辖区派出所或交警部门接受处理。本通告自发布之日

起３个月内仍不接受处理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予以处理。

南安市公安局
2024年11月8日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市
支行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市支行因营业场所地址变更，由“福建省石
狮市濠江路462号”变更为“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宝盖镇宝岛中路94、96、98、100、
102、104号金王首府7-1幢”，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泉州监管分局批准，换领《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市支行
机构住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宝盖镇宝岛中路94、96、98、100、102、104号金王

首府7-1幢
机构编码：B0018S335050007
许可证流水号：No.00898779
发证日期：2024年11月01日
联系电话：0595-88878222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云青 黄文
珍 魏晓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
保护修复，让环境更美，民众幸福感更强。
昨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4年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典型案例》，10个典型案例获推
广。其中《福建省泉州市晋江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案例》成功入选，系福建省唯一。

该案例项目位于泉州湾海域，此前由
于互花米草入侵，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硬
质护岸生态服务功能减弱。针对这些问题，
晋江启动泉州湾“蓝色海湾”综合整治，清
理互花米草 335.07 公顷，营造红树林
194.13公顷，海岸生态化改造6.2公里，形

成了由海向陆“滨海湿地—生态海堤—防护
林”为一体的生态安全格局。生态、生产、生活

“三生”空间协同、相融共生，让百姓在绿水青
山、碧海银滩中共享生态之美，擦亮了泉州湾
滨海生态廊道“金名片”，形成了“堤固岸稳、
浪静风息”的生态减灾“新堡垒”。

据晋江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改造项目有效治理外来物种入侵的生
态灾害，形成生态缓冲带格局，增强了海
岸带防灾减灾能力。互花米草治理模式在
第一次全国互花米草防治工作会上推广，
写入福建省互花米草除治攻坚行动技术
手册和指南。

据悉，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改造恢复
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后新种植红树
林平均盖度超70%，红树林群落长势良
好，平均成活率达82%。潮间带总生物量
为修复前的2.4倍，鸟类数量为修复前的
2.3倍，鸟类多样性指数由1.6提高到2.1。
修复后监测到鸟类达203种，其中国家二
级以上保护鸟类32种。被誉为“鸟类活化
石”的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白鹤亚成鸟
首次到访修复区，修复区域已成为东亚-
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重要通道和珍稀濒危
鸟类“加油站”，呈现出“植被繁茂、鱼鸟翔
集”的滨海城市新画卷。

文旅融合、人海和谐。据介绍，修复
后，泉州湾已成为晋江生态地标，到此休
闲旅游、观鸟、研学人数总量为修复前的
20倍。通过蓝色海湾综合整治，晋江流域
入海口生态获得全面提升，获评第十一届
母亲河奖等多个奖项。

构建多方参与、产业兴旺的海洋经济
新格局。晋江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修复形成的湿地景观将有效提升区域
海水、空气质量，推进特色鸟类研学科普
与观鸟休闲产业市场化，有效发挥红树林
碳汇效应，有利于未来碳汇交易市场的发
展，促进生态产业发展。

全省唯一

晋江海洋生态保护典型案例获全国推广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云青 薛凌）6

日，我市组织召开泉州菜烹饪技艺标准制定
辅导培训会。

记者了解到，在申创“世界美食之都”工
作整体加速的背景下，各地“一县一桌菜”特
色菜品和美食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这无
疑对泉州菜烹饪技艺的标准建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近日，我市印发了《泉州菜烹饪技
艺标准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
提出，我市将在 2至 3年内基本建成质量
高、类别全、数量多、辐射广的泉州菜烹饪技
艺标准体系，范围涵盖泉州菜制作、服务、管
理等各个环节。《行动方案》设定了阶段性目
标，通过市、县两级上下联动，充分发动餐饮
企业、行业协会、院校机构等多方力量参与
泉州菜烹饪技艺标准建设，以标准化的生产
和服务，在不断优化和完善中促进餐饮质量
和服务品质不断提升；以泉州菜烹饪技艺标
准建设，“唤醒”部分“沉睡”的泉州菜传统技
艺，在“守正”中使泉州菜烹饪技艺精髓传之
有方、传承有人。

“泉州菜烹饪技艺标准的建设是泉州市
申创‘世界美食之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推动餐饮行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长远
之计。”市申创“世界美食之都”工作专班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统筹
协调各方力量，各县（市、区）要结合当地的
美食特色、食材特点、烹饪方式，有针对性地
开展烹饪技艺标准制定工作，将可视、可读、
可学的泉州菜烹饪技艺，以更具标准性的形
态传得更远、走得更好。

我市召开泉州菜烹饪
技艺标准制定辅导培训会

以标准化生产
让泉州菜传得更远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郭剑平）近日，福
建省农业农村厅、林业厅、海洋与渔业局联
合公布2024年福建省著名农业品牌名单，
泉州有多个品牌上榜。

其中，南安市蜜蜂产业协会的“南安蜂
蜜”入选“2024年度福建十大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福建省中闽华源茶业有限公司的

“华源牌铁观音”、永春县阳升禽畜有限公司
的“山门牌鲜鸡蛋”、泉州市金草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的“鸟仙草牌金线莲”、晋江力绿食品
有限公司的“农亨牌岩烧海苔”、晋江市美味
强食品有限公司的“美味强牌紫菜”入选

“2024年度福建名牌农产品”；晋江市农学
会的“晋江胡萝卜”、福建省泉州市裕园茶业
有限公司的“裕园铁观音”、福建安溪岐山魏
荫名茶有限公司的“魏荫铁观音”、福建兴全
香业有限公司的“金水堂永春篾香”、福建省
誉丰国心茶业有限公司的“国心牌铁观音”
等5个福建省著名农业品牌通过复评。

2024年福建省著名农业
品牌公布

泉州多个品牌上榜

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关员对远
洋渔获进行监管 （陈荣山 摄）

“中国白”在进博会上吸引了众多国际客商的目光

泉州制造在广交会上广受欢迎泉州制造在广交会上广受欢迎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郭剑平）福建省
（晋江）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暨人力资源
服务供需对接会11月6—7日举办，百家知名
企业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商业务合作。

据介绍，近年来，晋江市持续优化人才
政策、制度体系和服务环境，主动加强与先
进地区的人力资源合作交流，推动全市人力
资源服务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目前
晋江市的人才资源总量达18.72万名，数量
位居福建省县域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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