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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7日，三明学院举
办“新生献礼祖国，朗韵抒怀盛世”
网络文化朗诵大赛，进一步活跃易
班网络文化空间，增强易班网络思
政示范性、引领性和辐射度，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激励青年学子赓续
前行。

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借助学校“易班”网络平台，
参赛者以视频形式投递初赛作品，
经评委筛选，来自各二级学院的10
组参赛队伍进入现场决赛。

比赛现场，《黎明》讲述对旧社
会的不满，《复兴颂》表达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切期盼，《可爱
的中国》《青春中国》赞美人民勤劳
勇敢，《强国复兴有我》传递少年对
祖国的青春誓言。激昂的语调，传
递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真挚的情
感，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

“作为此次比赛的选手，站在
舞台上，我仿佛成为历史的见证
者，穿越回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
见证了中国从苦难走向辉煌。让我
深切体会到革命先辈坚定的信仰、
不屈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未来，
我将继续用诗歌传递正能量，用声
音讲述中国故事，为新时代的繁荣
与发展贡献力量。”2024 级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的陈婧瑜表示。最
终，比赛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
6名，三等奖7名。

本次网络文化朗诵比赛依托国
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三明学院）和

“易班”网络平台，以“时代新人铸
魂工程”为牵引，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诠释中华优秀文化
内涵，彰显中华语言文化的魅力。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通讯员
杨雪梅）

三明学院举办网络文化朗诵大赛决赛

本报讯 10 月 25 日至 29 日，市
应急管理局开展市本级2024年度行
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

按照工作部署，市应急管理局
成立评查小组，抽调了6名办案经验
丰富、工作严谨细致的执法人员参
加。评查工作分为3个小组进行，通
过评查前学习标准、评查中交叉阅
评、现场交流发现问题、评查后集中
反馈问题的方式，对市本级2024年
以来已办结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案
件开展案卷评查工作。

评查人员对照评查标准，坚持
问题导向，对部分执法问题进行深
入交流，如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和
现场处置措施决定书的适用该如何
选择、重大执法决定的集体讨论应

当在哪一个环节进行更为合适、法
制审核后该如何提出意见等。

评查小组要求，要形成问题清
单，现场交流会后，风险科要针对3
个小组提出的问题，汇总整理并形成
书面问题清单反馈案件主办科室和
经办人员；要整改促进提高，各科室
收到问题清单后，要对卷宗制作中存
在的不足进行整改，特别是文书制作
不规范的地方要进一步完善，提高规
范性；要规范档案管理，相关科室要
对形成的行政处罚卷宗，及时按照档
案管理要求，规范制作档案卷宗，妥
善管理并及时移交档案管理机构，提
高执法卷宗档案管理水平。

（全媒体记者 陈登达 通讯员
林 丽）

市应急管理局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本报讯 11月2日，沙县小吃广
州示范店正式开业。走进店内的小
吃明档，厨房人员在现场制作小吃，
店内大多数食材和配料都是从沙县
采购，力争让食客能感受到原汁原
味的沙县味道。墙面上展示的小吃
品种和文化宣传，让食客在就餐时，
也能了解到沙县的风土人情和小吃
的文化底蕴。

该示范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沙
面街道，占地约300平方米，除了为
顾客提供沙县30多种特色传统小吃
外，还供应沙县本地特色菜肴和特色
闽菜，让市民和游客品尝地道福建
味，打造集消费体验、文化宣传、产品
销售为一体的沙县小吃品牌示范店，

进一步提升沙县小吃品牌影响力，塑
造新时代沙县小吃品牌新形象。

近年来，沙县区围绕“标准化、
连锁化、产业化、国际化、数字化”的
要求，从品牌整合、供应链整合、产
品追溯等方面努力提升，已成功发
展沙县小吃会员店7718家，海外门
店229家。目前已在厦门、三明、北
京、上海、福州、广州等地开设沙县
小吃旗舰店和示范店，通过在重点
城市和区域开设旗舰店或示范店，
打造沙县小吃高端展示平台，探索
市场运营新模式，推动沙县小吃产
业高质量发展。

（沙县记者站 许 琰 通讯员
陈庄敬）

沙县小吃广州示范店正式开业

“这新疆的马铃薯怎么是紫色
的？”“这羊肉也太好吃了，一点也
不膻！”“这树上干杏可真甜！”……
11月6日，走进新疆昌吉州玛纳斯
县展馆，红酒、牛羊肉、奶制品、各
类果干等80多种来自新疆的优质
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吸引着市民们
源源不断地前来体验选购。

“这些都是正宗的新疆绿色食
品，吃起来美味又放心。”市民朱女
士买了满满一大包，她本想再购买
一箱沙棘果汁，可惜该产品“热度”
太高，早已售罄。

品尝过新疆味道，不少市民将

目光转向了一床床轻柔蓬松的棉
被。只见每个棉被样品前都放置了
一个二维码，市民用手机扫码即可
进入线上商城，选购到心仪、优质
的新疆长绒棉被。

“玛纳斯县优质棉区面积有80
万亩，用当地棉花制作的棉被蓬
松度和保暖度都更好，也更亲
肤。我们正在和三明的各高校洽
谈合作，为学生提供全套的宿舍
床品，让更多三明市民感受到来
自玛纳斯的温暖。”玛纳斯县中恒
纺织服装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郝新说。

玛 纳 斯 展 馆 外 同 样 热 闹 非
凡。一段维吾尔族特色舞蹈 《心
中的爱》，让观展的市民纷纷驻足
欣赏。两位舞者身穿靓丽的民族
服饰，迈着轻盈优雅的步伐，跟
着音乐旋律前进、后退、旋转，
赢得了围观市民的阵阵掌声。

“我们都是来自玛纳斯的舞蹈
老师。展会期间我们每天都有两
场舞蹈表演，我们还教会了很多援
疆干部跳舞，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生
活。”其中一名舞者刘素梅说。

如此优质的新疆农特产品，
展会结束后怎么才能购买呢？“在

三明援疆分指挥部的大力帮扶
下，我们已在三明打造了哈大妈
特产店等3家农特产品旗舰店，让
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正宗
的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农特产
品。”玛纳斯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党委副书记、理事会主任陈洋说。

近年来，依托三明产业带动、
资金、人才优势，一个个援疆项目
落地生根，硕果累累，为玛纳斯县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如今，明玛两
地在产业、人才、文化、民生等领域
交往交流日益密切，正继续谱写明
玛一家亲新篇章。

地道新疆味 浓浓明玛情
●全媒体记者 金 鹏

“这是我第八次参加林博会，本次达成意向合作客户5名。”11月9日，在大田县桃源镇三明市竞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将挑选
后的金线莲进行冷冻真空脱水及包装，总经理陈金灶开心地分享着参加林博会的收获。

今年，大田县依托地方资源优势，围绕县域特色产业，组织12家企业参与现场展销活动，展示展销50多种系列绿色生态林（农）特产品；
邀请参会参展客商214人，其中台商10人；完成签约落地项目4项，总投资6.41亿元。 （大田记者站 苏 珏 通讯员 颜志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1月6日至7日，新疆
昌吉州党委副书记、省援疆前方指
挥部总指挥长黄立峰率调研组来我
市调研援疆项目工作，福建援疆三
明分指挥部相关负责同志陪同。

6 日上午，调研组一行参加了
第十九届海峡两岸（三明）林业博
览会暨第三届海峡两岸（三明）乡
村融合发展论坛开幕式和相关活
动。在昌吉玛纳斯馆，调研组详
细了解了产品展销情况，并为前
来参观的领导嘉宾及当地群众介
绍了援疆项目成果和当地的优质
农特产品。

在三钢集团，调研组参观了
1958 工业记忆馆并了解大数据中
心、闽光云商运行情况。调研组还
深入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中国
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以及直
播电商创业孵化基地，结合昌吉州
产业需求对接洽谈项目，共同深化
两地产业合作。

文化润疆和智力援疆是援疆工
作的重要内容。在明期间，调研组
来到三明市委党校和三明学院，在
干部培训、师资培训和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推广等方面探讨实质性
合作，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2024年是福建对口支援新疆25
周年，昌吉州玛纳斯县是三明对口
支援县。此次调研将有助于统筹推
进援疆各项任务，进一步拓展产业
援疆、智力援疆、文化润疆等领域
的深度和广度，开启明玛两地交往
交流交融的新篇章。

（全媒体记者 金 鹏）

省援疆前方指挥部领导来明调研

本报讯 近日，省工信厅等多
部门联合发布《新认定的省企业技
术中心名单》，福建省清流县东莹
化工有限公司获评福建省企业技术
中心。

福建省企业技术中心由省工信
厅牵头，会同 8 个部门共同审定，
评审内容包括研发设备、研发经
费、研发人才等各项创新要素，旨
在对创新能力强、创新机制好的企
业技术中心予以认定，充分发挥企
业技术中心对本行业技术创新的引

领和示范作用。
东莹化工作为省级工业龙头企

业，在工艺上不断优化化学制品深
加工技术，目前年产五氟乙烷4万
吨、二氟甲烷3万吨等氟新材料产
品。近年来，公司开展多项研发项
目，累计获得发明专利10项、实用
新型专利21项，在多项制冷剂及含
氟精细化学品技术领域中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

（全媒体记者 朱丹宇 通讯员
林 韵）

我市一家企业获评省企业技术中心

小到餐具、纸巾盒等家居用
品，大到餐桌、橱柜等竹艺家具
……在第十九届海峡两岸（三明）
林业博览会现场，琳琅满目、造型
别致的竹木制品让前来观展的市
民眼前一亮。一根竹子如何孕育无
限可能？

11月8日，走进位于会场一侧
的“以竹代塑”展馆，竹子独特的实
用性和艺术感在这里得以直观显
现。展区里，市民接踵而至，体验竹
艺家具，询问产品价格，选定商品、
扫码支付，一气呵成。

“这是我第一次购买竹制用
品，现在都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我也想试一试，这里的竹制用品
感觉很特别，产品环保且不失中
国特色，刚才和老板交换了联系

方 式 ， 后 续 有 需 要 还 会 再 加
购。”竹制餐盘和收纳盒，是市
民黄静雨在本届林博会中下的第
一笔订单。

“我们已经拥有 41 件国家专
利，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家居、酒店、
餐厅、办公等多个场景。”福建省竹
里空间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营销部
经理郑燕红介绍，企业从2017年开
始参加林博会展出，这是第一年在
会场打造独立展馆。

“别小看竹子，它们的用处可
多了。”在永安主题展馆，永安天
斗山居森林康养基地民宿项目主
理人林前程正热情地向逛展市民
介绍展馆内无处不在的竹元素。

展馆分为上下两层，面积约
200 平方米，从屋顶墙面到桌椅

橱柜均由竹木工艺打造。林前程
表示，这是他们首次在林博会上
打造全竹制展馆，展会结束后，
这些竹制建筑材料还能接着循环
利用。

在距离不远处的泰宁主题展
馆，竹子更是被“玩”出了新花样。
印有“好运常伴”等祝福语的竹制
挂牌、由原木色与白色按键组合而
成的竹制计算器、设计简约却别具
特色的竹制时钟……这些新奇有
趣的产品，均来自福建新创艺竹
木科技有限公司。展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些产品是企业满足
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潜心研发设
计的新成果。

占地面积 78 亩、厂房面积
20000 平方米的新创艺竹木科技，

作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落地泰宁
仅一年多，已然成为当地经济发
展的绿色新动力。“企业于去年 9
月正式开工，光是去年的产值就
达到 2500 万元、税收超 80 万元，
直接带动了当地 100 多名群众就
业。”泰宁县林业局林业产业服务
中心主任黄忠斌说。

2023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印发《加快“以竹代塑”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以竹代塑”成为
竹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抢抓新机
遇，三明正举全市之力推动竹山经
营、精深加工、笋竹贸易、文旅融合
的全产业链发展，从传统竹制品到
工程竹制品，品类愈发丰富的竹制
品，逐渐普及并广泛应用在各个行
业领域中。

竹元素引领绿色新生活
●全媒体记者 梁梦婷

11月8日，第十九届海峡两岸
（三明） 林业博览会暨第三届海峡
两岸 （三明） 乡村融合发展论坛
在三明举办的第三天，记者经过
硕大的三明城市地标“风展红旗
如画三明”雕塑向展区走去，古
堡形状的大田馆赫然呈现眼前。

“这是冬瓜还是西瓜？”大田馆
内，不断有逛展的市民游客驻足询
问。展台上放了一排瓜，形状像西
瓜，外皮却又像冬瓜。这是个什么
瓜？游客们内心充满好奇。

“这不是本地瓜，是引自台湾
品种落地种植在大田的香芋冬
瓜。吃起来口感绵软入口即化，
满满芋头香味。温养肠胃，清肝
明目，是秋冬季的养生佳品。”展
销人员叶春冰兴致高昂地向游客
们介绍。

“真有这么好吃吗？”三元馆
的参展商元味松针鸡负责人黄东
亮也挤在人群中饶有兴致地问
起。“黄总，拿去尝尝，刚好跟你
的松针鸡一起炖着吃，味道肯定

好！”说话间，叶春冰已经抱起一
个冬瓜径直走向旁边的三元馆，
欢笑声顿时响成一片。

此次林博会，大田县展馆以
“发展海峡两岸森林康养产业 培
育林业新质生产力”为主题，设
计融入了大田济阳乡凤阳堡风格
元素，展出大田特色的绿色生态
林农产品。

高共和带着自家企业生产的
香芋冬瓜来参展了。高共和是福
建高氏药材的创始人。作为一家
集中药材种植、研发，园艺作物
种植，农业观光休闲旅游为一体
的现代化药材企业，福建高氏药
材有限公司目前已在三明沙县区
青州镇管前村、三元区中村乡、
大田县建设镇等地，建设超过
3000 亩的中草药和台湾农特产品
种植生产基地。

缘何会引进像香芋冬瓜这样
的台湾品种？高共和笑道，这归
功 于 自 己 的 台 湾 友 人 许 维 庭 。
2012 年，高共和前往台湾参加活

动时遇到许维庭，两人一见如
故。经过一番深入交流，彼此更
是增进了对两岸文化的了解，并
且在林下经济、农特产品等领域
找到了许多共同话题。

那一年，高共和在台湾高雄
呆了3个月，深入学习台湾农业技
术。回来之后，他和许维庭一起
努力，陆续将来自台湾的铁皮石
斛、金线莲等中草药及农特产品
带到大陆种植。此后，更是与三
明学院合作，在三明不少乡镇投
资创办家庭农场，共同推动两岸
大学生返乡创业，为当地农业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如今，来自台湾的铁皮石斛
等中药材已经在三明的土地上扎
下了根。种植产品
及衍生出的系列产
品也在海峡两岸多
领 域 深 受 顾 客 青
睐。10多年来，这
些来自台湾的林下
药材已经实现了从

普通种植到初加工、深加工的转
变。

今年7月，高共和与许维庭成
功将三明沙县小吃的著作权、商
标权及商城网进行整合，纵向延
伸产业化运营，发展壮大三明地
道药材上下游产业链。

高共和说，现在他们二人都
“退居二线”了，主要负责生产、
研发等事项。冲在运营前线“打
头阵”的，早已经换成了各自的
孩子。

土堡式的展馆内，来自厦门
的客商郑女士慕名找到高共和，
想要谈一谈合作，计划将三明地
道中药材产品引入到自己的康养
山庄内。

台湾品种在三明扎了根！
●全媒体记者 罗丽榕

特色产业开启发展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