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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海而生，向海而兴。海洋是连接世界的“大通
道”，眼下，海洋经济已成为最具活力和前景的领域
之一。近年来，福清市主动融入新发展阶段新福建
建设、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等大局，聚焦做大做
强省会副中心城市，将“海丝”与“陆丝”无缝对接，积
极融入“两国双园”建设，拓展外联“大通道”，打通内
畅“大循环”，初步建成“海陆双向”辐射的物流大通
道，打造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不断谱写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近日，在福清松下港区元洪作业区，工人们正加
快3号引桥灌注桩、1号泊位平台灌注桩的施工，码
头水工主体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中。

福清万业港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友说，元洪
作业区1号、2号泊位总投资约9.12亿元，设计年通
过能力为262万吨，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松下港区元
洪作业区的吞吐能力，从而吸引更多的临港产业集
聚，促进贸易往来便利化。

码头的另一侧，冒着白气的远洋渔获一到岸，海关、
边检等口岸联检单位就迅速上船开展工作，全力保障中
印尼“两国双园”企业远洋渔船快速通关，助力远洋渔业

“海上粮仓”产业发展。
作为国家一类口岸，松下港区元洪作业区是中印尼

“两国双园”核心港口的基础设施配套和重要交通运输保
障。依托其区位优势和政策叠加优势，中印尼“两国双
园”中方园区“大动作”不断：元洪作业区远洋渔获防疫监
管区及查验平台已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进境粮食指定
监管场地已获批，为福建省及中印尼“两国双园”项目粮

食流通及加工产业又开通了一个进口通道，大力
提升口岸粮食通关能力。

据统计，元洪作业区粮食码头日接卸能力可
达2万吨，监管作业场所共占地665亩，粮食储罐
总仓容6.6万吨，极大满足境外大豆、玉米、小麦、
大麦、杂粮等通过水运散装方式从元洪口岸申报
进口；在远洋渔业方面，自2021年11月上岸点通
航以来，远洋渔获上岸量逐年上升，2024年预计
接卸总货量5万吨。

眼下，福清正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项目策划和招商引资，先行先试，拓展海
洋开放合作空间。福州新区元洪功能区管委会经
济发展处处长严小兵表示，在园区规划方面，目前
已完成城市设计方案，规划“三脉四廊、海城五象”
总体空间格局，为园区建设提供行动指引；在项目
策划方面，对接设计成果，梳理生成143个项目，
总投资约650亿元，推动一批基础设施建设提速

提质，园区生产、生活、生态配套将更加完善；在招商引资
方面，围绕海洋渔业、热带农业等五大跨国合作产业，形
成“走出去”“引进来”项目34个，总投资近800亿元。接
下来，园区将加快推动落地项目建设，力促招商引资成果
转化，在打造国际产业合作上作出新示范。 （融同心）

融入“两国双园” 逐梦“一带一路”

近日，2024年国内高校闽籍华裔留
学生八闽行活动走近福清侨乡博物馆，
学习了解海外先贤艰难创业的历程及家
国情怀。

福清侨乡博物馆主体建筑由福清籍
海内外乡亲捐资近9000万元兴建而成，
共三层。分为福清古代史、福清华侨史、
福清革命史三大固定陈列，2023年 12
月被中国侨联确认为第十一批中国华侨
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林璐 文/图）

近年来，福清市持续发挥海内外乡贤众多的资源优
势，推动乡贤多领域、全方位参与家乡建设和治理，打造

“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新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成立
乡贤促进会495个，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吸纳乡贤28701
人,2018年以来全市共筹集资金逾10亿元，开展乡贤助
力乡村振兴活动近万次。

搭好聚贤之台 凝人心聚合力

福清按照“一镇(街）一馆（园）”的原则，推动建成一
批乡贤馆、侨贤馆、乡贤文化公园等一批乡贤文化阵地，
营造知贤、荣贤、尚贤的良好社会氛围。新厝镇乡贤馆位
于江兜华侨中学红砖楼一层，分别载录了福清市、新厝
镇、江兜村的乡贤事迹，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镇村的族规家
训，倡导广大乡民重拾“温良恭俭让”等传统文化，传承乡
贤文化、弘扬乡风文明，获评福建省第一批省级家风家训
乡贤文化馆示范点；上迳镇梧岗村下好文化传承“先手
棋”，大力整合资金，盘活资源，充分挖掘当地红色历史、
名士乡贤、农耕农事等文化要素，让梧岗留得住古韵，看
得见乡愁，于2019年度荣获“福建省委实施乡村振兴实
绩突出村”称号，并多次获评省级文明村。目前全市在乡
贤促进会的基础上打造“一镇一馆一客厅”，24个镇街均
建成乡贤馆，作为商务休闲、联谊交友的重要阵地。

注重打好“亲情牌”，坚持以情动人、以诚感人，着力
构建以乡情乡谊为主线的促进融商回归工作网络，利用
异地商会工作交流会、商会庆典等活动契机，广泛宣传推
介福清市产业政策和乡村振兴规划，广泛收集招商引资
和回归工程项目信息。2023年2月4日，举办“福清市·
厦门大学科技成果对接会暨科技人才创新发展大会”，会
上发布“1+1+N”人才政策体系，签约20个项目，总投资
近百亿元，为福清科技创新发展按下了“加速键”；今年4
月2日，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第九届主席团就职庆典暨
中印尼“两国双园”推介会在福清举行，现场签约10个项
目，总投资逾100亿元，涵盖了信息技术、平台经济、制造
业、服务业、文化旅游等行业领域，为福清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做好赋能文章 助振兴促和谐

引导乡贤回乡创业，实现人才回归、技术回乡、资金
回流、项目回迁，通过盘活乡贤资源推动产业振兴。如：
南岭镇吉岚村围绕“乡贤+产业发展”工作模式，发挥乡贤
力量，筹措资金1000万元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并成立福
清市南岭吉兰牲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创设“南岭吉
家”品牌，发展南岭特色黄牛产业，同时，引进鳄鱼养殖项
目，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城头镇

新楼村依托福清市蜃楼农业种植农村专业合作社，坚持
“村党支部+合作社+乡贤+N”的基本框架，推进产业及其
配套项目建设，于2023年11月11日举办新楼村首届乌
山油茶采摘文化节暨招商推介会，该签约仪式上共销售
茶油2000多斤；上迳镇梧岗村立足自然资源禀赋，以土
地流转为契机，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动种植
大户创办了占地800亩的绿色产业基地，创造年产值约
320万元，每年可为梧岗村带来108.8万土地流转收入，
带动周边400多户村民增收。

引导乡贤履行社会责任 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积极团结乡贤参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奖教
助学等民生项目，助力全市各项社会事业发展。2023年
江镜镇南华村乡贤捐资450万元用于4.7公里的村庄道
路“白改黑”建设，改善了交通条件，提高了农村综合品
质；三山镇前薛村乡贤促进会通过募集资金将“孝”文化
做大做强，让10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每月都可以领取
到生活补助金，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高山镇凝聚乡贤力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成
立融高善贤公益服务中心，累计吸收乡贤善款400多万，
引进三个“名医工作室”，切实造福基层老百姓。

（何建霞）

▲福清松下港区元洪作业区 （来源：福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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