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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划定可养区、限养区、禁养区，城管、生态环
境、海渔、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整体打通壁垒，形成海
湾治理合力。

▶“海滩上时常活跃着志愿者和民间社团保护海
湾的身影，海洋保护课程进入东山县中小学，建设美丽
海湾逐渐成为全县共识。”

福建漳州东山县，月牙形的南门湾上，金黄色沙
滩与木麻黄的树影交织。远处渔村七彩房屋错落有
致，与明代城墙相映成趣，一幅美丽海湾的生态画卷
跃然眼前。

东山县是全国第六、福建第二大海岛县，因形似蝴
蝶而被称为“蝶岛”。如今这里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南
门湾至马銮湾段环境尤其优美，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
游玩。陆海共治、部门联动、全民参与，东山全岛全民共
同打响生态保卫战，让“蝶岛”蝶变。

“海鲜县”陆海共治

走进东山，海风里携带着渔获的味道。世代靠海吃
海的渔民，打造出东山“中国海鲜第一县”的招牌。

东山岛地处洋流交汇处，海底礁石泥沙广布，远离
工业污染，是海洋生物繁衍生息的世外桃源。如今，这
里鲍鱼苗年产 60亿粒、产值超 15亿元，供应着全国约
60%的鲍鱼苗。

因海而兴的东山，曾饱受用海之困。东山县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邢淑晶说，曾有一段时
间，东山水产养殖快速发展，但由于养殖方式落后、盲
目追求数量和规模，侵占海湾搞养殖、违占海岸乱搭
盖、垃圾污水直排海等问题较为突出，海湾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

邢淑晶 2013年来到东山县环保局（现为生态环境
局），彼时南门湾一带，海上养殖场遍布，纵横交错的渔
排遮蔽了海天线，沙滩上不时可见烟头和垃圾——它
们大多来自渔业生产和生活。

2016年起，东山深入开展“净湾行动”，整治湾区违
规鲍鱼场、虾池等，迁移、拆除网箱超过 1.5万格，清退
海上养殖面积 47.3公顷。科学划定可养区、限养区、禁
养区，既优化了海水养殖布局，也让海湾重现优美的天
际线。

陆地排污是海湾污染的一大元凶。“过去东山全岛
一天只能处理 8000 吨污水，雨污分流不彻底，尤其是
海岛四周农村，管网设施相比城区更为薄弱。”邢淑晶
说，东山实施总投资 18.91 亿元的城乡污水收集处理
一体化工程，随着 4座污水处理厂及 16座污水提升泵
站拔地而起，海岛污水日处理能力提升至 7.25 万吨，

实现湾区污水治理全覆盖。

打通海湾治理壁垒

海湾治理需要通盘协作，东山曾被“九龙治水”
困扰。

位于东山马銮湾的赤屿是无人岛屿，也是珊瑚核
心保护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被废弃的鲍鱼养殖
场占领，堆积如山的建筑废墟成了海岛的“牛皮癣”，阻
塞海洋环流，影响珊瑚生长。

“海洋垃圾多年未清，既有拆迁难度大的现实问
题，也存在多个行政部门职能交叉的治理困局。”东山
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田瑞硕表示，2021年，公益诉讼
办案组检察官发现这一线索后，采取“圆桌磋商”的形
式，召集相关政府部门，指出监管不足。当年 5月，省市
县三级检察机关联动生态修复工程在赤屿启动，累计
拆除砖石结构1050立方米、混凝土结构530立方米。检
察院还引导涉案当事人自愿缴纳生态修复金，在赤屿
补植中东海枣树、红海榄等耐盐植物70余亩。

如今，盘踞赤屿十多年的建筑垃圾不见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连片绿荫，一抬头便能望见苏峰山的“网红”
公路。昔日荒岛成了“打卡地”。

田瑞硕说，为加强部门联动，东山县检察院还与县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海洋渔业等部门共建河长、林长、
湾长、田长、检察长“五长”机制，加强海岸和近海监督
保护，构建立体保护网。 （下转第二版）

福建漳州东山县，画出守护“蝶岛”同心圆
本报讯（记者 蔡楠楠 通讯员 曾柯杏）近日，福建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发布新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共计 63家企业入选。记者
从市工信局获悉，我市雅歌乐器（漳州）有限公司、漳州南伯旺食品有
限公司、龙海市大华涂料有限公司、漳州碧山凯盛食品有限公司、漳
州中城投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漳州天福茶业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名
列其中。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具备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发展潜
力。近年来，漳州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认真贯彻工信部和省工
信厅有关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工作要求，坚持梯队培优、精准服
务并举，按照“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成长路径，着力培育更多优质企业，助力工业高质量发
展。截至目前，全市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 531家、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273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5家。

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资金奖励、融资支持、技
术改造、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管理提升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企
业专注主业、重视研发、提升质量，深耕细作细分行业领域，努力成长
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我市新增6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本报讯（林惠卿 蔡志云）近日，漳浦县在全市首创
出台《漳浦县关于推动县域卫技人才统筹使用的若干
措施》，率先实行卫技人才“县管乡用”“乡聘村用”“上
挂下派”“巡回医疗”“联合医疗”等人才统筹使用机制，
为推动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迈出了重要一步。

“县域人才统筹使用”是指在一个县的行政区域内，
打破传统上人才被部门、单位、身份、编制等限制分割的状
态，由县级层面根据需求和人才特点，进行跨部门、跨领
域、跨层级的统一规划、协调配置和高效利用，实现县域人
才资源的总量扩容、结构优化、布局合理、效能提升。

如何推动县域人才统筹使用，让更多的专业人才
服务乡村？

漳浦县积极探索创新，2024年以来陆续推出“菁英
汇浦、浦才秀艺”人才公益直播、浦才“四下乡进百村惠
万家”活动等用才载体，累计组织全县教育、卫生、农
业、文艺等四大领域专家人才 1028人次深入农村开展

送教、送诊、送技、送艺服务，加快推动技术、智力、管
理、信息等要素流向农村。

此次漳浦县推出县域卫技人才统筹使用机制，主
要是以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和县医院医共体总院
三级甲等医院创建工作为契机，探索从编制调配、人员
招聘、岗位设置、职称聘任、人才交流等方面，加强全县
医疗卫生人才一体化配置、管理和统筹使用，促进县域
卫技人才下沉乡村一线、服务乡村振兴。

去年10月，漳浦县已组建2个医共体总院，积极探
索建立医共体卫技人才“县管乡用”机制，将3个县直医
疗单位、17个乡镇卫生院和 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划
归医共体管理，实行医共体人员总量控制、统筹使用和
管理，统一进行招聘、培训、调配和人事管理，并统筹调
派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据统计，去年以来，漳浦县大力开展县乡村“巡回
医疗”，组建由全科医生、护士、公卫人员、药师等组成

的多学科专家人才巡回医疗队，深入 18个乡镇场 224
个村（社区）开展巡回医疗和健康宣教 1836次、服务群
众 50368人次。今年探索实行县乡两级医疗机构“上挂
下派”工作制度，累计选派11名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挂职副院长和学科
主任，精准抽调 51名高年资中级以上职称专技人才下
沉18家乡镇卫生院开展对口支援，选送40余名乡镇卫
生院卫技人员到县级医疗机构进修学习。下一步，漳浦
县将创新实行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制度，支持乡镇卫
生院采用编外招聘考试的方式，招聘临床医学、中医学
类专技人员到村卫生所工作。

下阶段，漳浦县将抢抓“菁英汇浦”人才事业发展
关键期，以服务发展为核心，聚焦人才统筹使用主线，
强化改革创新驱动，分领域分行业构建县域专业人才
统筹使用新机制，引导人才资源下沉农村基层一线，激
发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施展才华、贡献力量。

漳浦创新“县管乡用、乡聘村用”机制

率先在全市实行县域人才统筹

本报讯（记者 蔡楠楠 通讯员 高大中）近日，由市林业局牵
头设立的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漳州前置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
行，成功开展近 10 单林权、林业碳汇等方面的资源环境交易，交
易金额近千万元，正在挂牌交易的林业地票、林票和碳票约 2700
万股。

建立完备的林业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是漳州市新一轮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此前根据国家规定，我市的资源环境要素
方面交易需在三明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异地
挂牌交易。随着全市资源环境要素交易规模的扩大，市林业局结合新
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需要，依托智慧林业建设项目建设林业产
业服务平台，推动该平台纳入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并更名为海峡
资源环境交易中心·漳州前置服务中心，为全市林权、林业三票等方
面的交易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

下一步，市林业局将进一步引导全市涉林资源环境要素产品
在漳州前置服务中心挂牌交易，并逐步推动涉海、涉水、涉农等方
面资源环境要素产品也在漳州前置服务中心挂牌交易，力争海峡
资源环境交易中心闽南分中心尽快建成。

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在我市
设立前置服务中心

已实现近千万成交额

本报讯（记者 陈铃清 通讯员 黄建和）6月 21日，
华安国家森林公园首届绣球花活动季暨马坑乡招商引
资推介会在贡鸭山村盛大启幕，活动秉承“以花为媒、

以商聚势”的宗旨，探索生态价值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
合，让绿水青山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本次活动由华安县委宣传部指导，华安县文旅局、

马坑乡人民政府主办，华安县工信局、华安团县委、华
安县妇联、华安县融媒体中心、贡鸭山村村委会、闽南
日报车友会共同承办。

活动现场，贡鸭山村的百亩绣球花海成了“网
红打卡地”，粉色、蓝色花团簇拥，游客穿梭其间，轻
嗅芬芳、定格笑颜，交织成了夏日的欢乐花海。身着
汉服的绣球花形象大使惊艳登场，宣读《文旅推广
宣言》，将贡鸭山村的生态、人文与产业之美推向更
广阔天地。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贡鸭山村海拔近千米，森林覆
盖率超95%，是“天然大氧吧”和避暑胜地。近年来，该村
依托生态优势，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的“山区样板”以及
厦漳泉文旅康养胜地，投资建设百亩绣球花海，串联古
驿道与民宿集群，还计划打造“最美日出露营基地”，带
动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业态发展。

启动仪式上，森林康养度假区、竹荪种植基地产业
园、香之源麝香天然养殖基地三大项目进行集中签约，
将打造高端康养胜地、培育高品质竹荪、助力中医药产
业升级。华安县将以政策与资源为保障，推动项目加快
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由外来居民组成贡鸭山村“第五小
组”新村民成为村里最强智囊团。他们发挥各自专长，
为项目运营、品牌塑造出谋划策。

此外，非遗与现代艺术表演也在活动中惊艳亮相，
“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市集、“四季马坑摄影大赛”同
步开启。活动主办方表示，首届绣球花活动季是华安探
索“生态+产业”融合的新起点，未来华安将深化政企合
作，推动更多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让绿水青山成
为“幸福靠山”。

以花为媒“绣”华章
华安国家森林公园首届绣球花活动季暨马坑乡招商引资推介会启幕

绣球花形象大使为马坑乡绣球花代言 本报记者 梁健 摄

本报讯（记者 蔡楠楠 通讯员 蔡杨鹏）日前，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科技引领“碳达峰
碳中和”论坛在成都举行。我市的“中国（漳州）—印度尼西亚海藻养
殖碳汇跨境开发与交易”，成功入选《“一带一路”碳中和技术创新典
型案例》。

据悉，该会议旨在汇聚全球科技界、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
的精英力量，共同探讨和推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
与解决方案，增进“一带一路”国家在碳中和领域的科技创新和
产业合作。

在该案例中，依托中国藻业协会和印度尼西亚海藻协会签订合
作备忘录的框架背景，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与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
慧能源有限公司联合牵头，组织漳州绿新集团作为业主单位与印尼
海藻养殖公司签订了海藻碳汇合作开发协议，依托自然资源部第三
海洋研究所、漳州信息产业集团、福建省卫星数据开发有限公司等单
位作为技术支撑力量，将878吨印尼江蓠海藻碳汇，开发至福建海峡
资源环境交易中心，并上线销售。这是我国首次通过跨国非政府组织
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形式，按照碳汇的时空可追溯性、唯一性等基本原
则，开发跨国碳普惠海藻碳汇。这也是首次将漳州市开发转化海水养
殖碳汇生态价值的经验，应用到东盟国家，创造性开拓了国内、国外
两种海洋碳汇资源。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拓展渔业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结合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背景，持续探索台湾、南太平洋岛国等渔业碳
汇的开发，积极培育渔业碳汇新质生产力。

我市海洋碳汇案例入选
“一带一路”碳中和技术创新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