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五
3时政·关注

□电话：0595-22500110 传真：0595-22500225 E-mail:xwb@qzwb.com QUANZHOU EVENING NEWS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宗宝 通讯
员林小宇 苏贤书 文/图）五城联动、山
海协作，名企云集、群英荟萃。11月 14
日，第七届闽西南协同发展区人才交流
大会暨送岗留才进校园活动在泉州师范
学院举办，活动现场吸引了3000多名高
校毕业生积极参与。

本次大会由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
龙岩市、三明市人社局以及泉州师范学院
共同主办。以人才交流为媒，活动邀请五
地市200多家企业或用人单位，为学子带
来4000多个优质的就业岗位，涵盖教育
培训、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纺织鞋服、食
品饮料等行业领域，岗位平均年薪约8万
元左右。其中，年薪10万以上的岗位941
个，福建泉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外贸业务
员岗位年薪最高可达18万元。

活动现场，设置人才政策宣讲和招

聘岗位推介环节，并设立政策咨询区，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指导
和政策支持。泉州师范学院电子商务专
业的洪女士告诉记者：“泉州有雄厚的产
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为我们

这些毕业生专门出台了就业、人才政策，
如果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就打算留
在这边！”

多年来，福建省加快建设闽东北、闽
西南两大协同发展区，每年实施一批山

海协作重点项目，有力推动沿海地区产
业向山区梯度转移，山区劳动力向沿海
合理配置，实现山区与沿海携手共进，结
出累累硕果，唱响了新时代的“山海经”。
泉州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
次活动，进一步深化拓展闽西南五地市
合作情缘，合力奏响激情燃烧的山海澎
湃曲。”

当前，泉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
力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力
大拼经济、大抓发展，加速竞逐产业新风
口、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先进制造业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加渴望人才、也更能成就人才。求贤
若渴、惜才如金的泉州，以打响“海丝泉
州·人才港湾”品牌为抓手，以真金白银、
最大诚意迭代升级了“1+5+N”人才政策
体系，构建了从“人才引进、住行医教”到

“产业对接、成果转化、基金引导”的全链
条激励机制，全方位引育、服务、成就人
才，让广大人才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下一阶段，五地市将以本次大会为新
的起点，在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的框架下，
加强人才平台共建、队伍共育、生态共创，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闽西南五城人才聚泉州
送岗留才进校园活动吸引200多家企业，提供4000多个优质岗位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高慧子 通讯员薛
缤勇 林思萍 王志晓）11月13日，福建省高
校院所存量专利转化对接（装备制造泉州专
场）活动在晋江举行。记者在会上获悉，
2024年全省新立项支持建设10个产业（区
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其中泉州落户3个。

落户我市的3个产业（区域）知识产权
运营中心分别是“晋江经济开发区区域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高端装备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和“伞业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它们
将围绕打造专利资源“富集地”、构筑创新经
济“新高地”的目标，聚焦高端装备、伞业、纺织
鞋服、新材料、集成电路等泉州优势产业，发
挥晋江、丰泽等地区域优势，以更专业化、市
场化的知识产权运营，构建完善“企业出题、
高校科研院所解题、运营机构促对接、主管部
门搭平台”的工作格局，组建知识产权创新联
合体，推进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

作为民营经济强市和知识产权强市，我
市一直致力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深度融合。
2023年，全市授权专利数37515件；截至目
前，全市有效发明专利数达19649件。2024
年以来全市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每万人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分别达22.51件和
5.13件，居全省“第一梯队”水平。在知识产
权转化运用方面，我市通过搭建高校、企业、
金融机构等多方参与的合作平台，成功推动
一批高质量的知识产权项目实现转化运用，
全市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44项，项目涵盖
机械装备、纺织鞋服、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2024年以来，我市还着力推进专利转
化运用专项工作，加快梳理盘活高校和科研
机构存量专利。目前已全面完成存量专利
6938件的盘点工作，盘点完成进度100%；
累计推动3519家企业注册，其中有2011家
企业已启动使用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
盘活系统。

推进重点产业知识产权
强链增效

3个产业（区域）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落户泉州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范金林 通讯员张
秋苹）近日，在晋江青阳街道乡村振兴促进
会第一届理监事会就职典礼上，乡村振兴促
进会正式成立，为街道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近年来，青阳街道开展“百企兴百村 乡
贤促振兴”行动，组建“乡贤理事会”，团结和
引导更多外出乡贤，以资源返乡、影响力返
乡、技术返乡、智力返乡、资金返乡等方式，
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同时，对青阳籍乡贤进
行摸底排查，逐一登记造册，组建分门别类、
归类清楚的乡贤信息库44名，并利用春节、
中秋等外出乡贤集中回乡的契机，举办乡贤
座谈会，共谱家乡发展篇章。此外，推行“党
建+乡贤”治理模式，充分发挥14个乡贤协
商议事平台的作用，今年累计帮助解决各类
矛盾问题和信访隐患30余次。引导海内外
乡贤踊跃参与家乡慈善事业、公益活动，青
华社区乡贤庄紫祥设立“庄紫祥慈善基金”，
连续六年发放奖学金，惠及学子超300人。

青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百企帮
百村 乡贤促振兴”行动推动下，今年街道已
策划落地普贤小学改造提升项目等乡贤促
振兴项目24个，涉及捐资助教、片区改造、
投资建设等领域，其中教育项目12个，为基
层教育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晋江青阳：

聚乡贤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范金林）11月14
日，在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举办第十八届田径
运动会暨教职工趣味运动会之际，泉州籍奥
运冠军李发彬走进校园，为开幕式致辞，为
校运会健儿加油鼓劲，并与师生们零距离互
动交流，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奥运
精神思政课”。

“从2002年踏入举重这项运动以来，22
年的运动生涯中，我经历了太多艰难与坎
坷、创伤与病痛，但我始终坚定信念，永远胸
怀梦想……”在教学楼报告厅，李发彬分享
了自己从初次接触举重、刻苦训练，到最终
站在奥运冠军领奖台上的艰辛历程。他表
示，在为金牌而战的奋斗之路上，有三点感
想与同学们共勉，即要有担当“任重道远”的
使命，要有锤炼“负重致远”的实力和要有实
现“举重若轻”的超越。

互动交流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这
堂思政课让他们了解到李发彬的成功源于
那份坚持不懈的精神。“今天有幸和奥运冠
军对话让我受益匪浅，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
中，我们也要像李发彬一样，勇于面对挑战，
不断超越自我，从奥运精神中汲取奋进力
量。”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的刘同学说。

弘扬奥运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奥运冠军李发彬进校园

与师生交流

“我们对村民种植油茶树籽非常支
持，每年都会对生长衰退、产量低下的
退化油茶林进行修复，从而提高油茶的
产量，去年累计完成退化油茶林修复
746亩。”德化县杨梅乡林业站负责人
陈辅铭介绍。

近年来，德化县杨梅乡注重发挥生
态优势，从政策上加强油茶树种植的扶
持力度，对种植油茶树的农户给予每亩
900至1000元不等的补助。

此外，当地乡林业站还主动帮
助各村需要的村民联系购买油茶苗

木，并常态化邀请专家指导油茶的
种植、施肥、修枝及退化修复等工
作，从政策、渠道、技术等方面最大
限度地为茶油产业的发展壮大保驾
护航。如今，全乡油茶种植规模已达
3100多亩。

加强扶持 指导专业化

立足特色林业资源优势

山乡油茶结出“致富果”
近日，走在德化县杨梅乡杨梅村

街道上，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堆满了
大茶油籽，村民们正忙碌着剥茶油
籽。种植油茶树在杨梅乡已形成规
模，近年来，德化县杨梅乡立足特色
生态资源优势，把茶油产业作为生
态富民产业来抓，通过示范引领、加
强政策扶持、强化经营等方式，引导
培育油茶林种植规模化、指导专业
化、油茶展销一体化，取得较为显著
的成效。

□融媒体记者 颜雅婷 通讯员 郑
智得 邢志涛 吴丹雯 文/图

在杨梅乡杨梅村一片山坡上，油茶树
郁郁葱葱，一颗颗翠绿饱满的油茶果挂满
枝头。“这一片就是我承包的油茶林，已种
了12年，大概160亩有12000多株，预计
今年能产六七百斤茶油。”村民陈文墩说，
大油茶树生长周期较慢，一般9年挂果，
近20年才能进入盛产期，因此产生收益
的周期较长。

杨梅乡有种植油茶的传统，但过去种
植零散不成规模。茶油作为德化美食的主
要原材料之一，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这让
村民有了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作为村里
种植油茶的带头人之一，杨梅村党支部书
记陈采泮成为最早承包种植油茶树且受
益的种植户之一。“我连续承包种植油茶
林 50 年了，大约种植 30 亩，有 3000 余
株。”在陈采泮的带领下和乡林业站的指
导下，近年来，村里种植油茶树的村民越
来越多，目前有300多户油茶树种植户。

示范引领 种植规模化

在德化县杨梅乡农特产品展示交
易中心，已经加工好的大茶油整齐陈列
在货架上。作为当地为支持农业发展而
打造的公共展销平台，目前已有多家农
业合作社入驻，并展示特色农产品。

“我们合作社种植油茶，也收购村
民的茶籽或茶油进行集中销售。”入驻

该中心的德化县守一时令农业开发合
作社负责人方兴荣介绍，合作社采取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模式，形
成集茶油种植、采摘、加工、收购、销售
于一体的产业化链条，每年增加收入
30多万元。

除了油茶外，杨梅乡还立足特色林

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林产业，鼓
励群众种植灵芝、铁皮石斛、黄花远志、
黄精等多种林下中草药；同时，积极拓宽
线上销售渠道，引导合作社和种植大户
利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直播带
货，以多种方式促产业、带民富，让山区
百姓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强化经营 展销一体化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文旅
产业持续发光发热。做为滨海
城市的石狮，如今的海岸文旅

“热辣滚烫”，从十里黄金海
岸，到蚶江、永宁、祥芝等滨
海乡镇，都开发各自特色的滨
海文旅，打造一个个滨海宝藏
打卡地。图为石狮红塔湾的沙
滩上，周末游客络绎不绝。

（融媒体记者陈晓东 摄）

海岸文旅海岸文旅
““热辣滚烫热辣滚烫””

村民们正忙着剥茶油籽村民们正忙着剥茶油籽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高校毕业生正在寻找心仪的岗位高校毕业生正在寻找心仪的岗位。。

村民正在采茶油籽村民正在采茶油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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