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薛秀红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43

2021.12.10 星期五

地方快讯

未来五年
数字福建这样干

本报讯 记者丁南报道 近日，福建省

政府印发《福建省“十四五”数字福建专项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十四五”

时期新时代数字福建建设的主要目标：到

2025年，福建省基本实现数字政府智治

化、数字经济高端化、数字社会智慧化、数

据要素价值化，成为数字中国建设样板

区。到2035年，形成现代化数字政府、数

字经济和数字社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实

现现代化数字强省远景目标。

围绕上述发展目标，未来五年，数字

福建建设要怎么干？据福建省数字办副

主任李新飞介绍，《规划》提出了六个方面

的重点工作任务：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

府、发展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建设共治

共享的数字社会、构建赋智赋能的数据体

系、布局集约智能的新型基础设施、筑牢

可信可靠的网络安全屏障。

在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方面，全

面整合优化政务网络和一体化政务服务

体系，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的支撑能

力，推进数字技术与政务服务全面深度融

合，打造整体协同、高效运行的数字政府，

全面实现政务服务“一网好办”，大力提升

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便利化水平。

在发展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方面，深

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福建）

建设，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加

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字丝路开放合作

层次，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形成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在建设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方面，

聚焦便民、惠民、利民，推进城市、乡村、

文化、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数字化

智能化，建设更加包容、友好、和谐、智慧

的数字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全面进步。

在构建赋智赋能的数据体系方面，发

挥数据关键生产要素作用，建立健全全省

一体化数据资源管理应用体系，深化公共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进数据资源市场

化，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培育壮大数

据要素市场。

在布局集约智能的新型基础设施方

面，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基础设施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

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

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

施，推进全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发

展水平、创新能级迈向全国先进行列。

在筑牢可信可靠的网络安全屏障方

面，统筹发展与安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

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建设，强化网络与信息

安全的管理机制、手段、平台等体系设计

和建设，全面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和能

力，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

福建晋江提前完成
今年重点项目投资目标

本报讯 据福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

局消息，今年1月~11月，晋江市800个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862.0亿元，完成年度计

划投资 103.2%，提前完成全年投资目

标。其中，85个泉州市级在建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287.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的107.2%；36个省级在建项目完成投资

186.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104.5%。

新建项目方面，泉州顺丰创新产业园

项目、百宏年产33万吨功能性环保聚酯薄

膜项目、冠和年产10万吨高端产业用非织

造布智能项目、港益纤维制品无纺布生产

项目、东晋江南高速出口连接线延伸段工

程、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扩能改造工程、泉州

市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项目等85个重

点项目新开工建设，总投资363.4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145.7亿元，完成170.7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117.2%。

已投产项目方面，乔丹工厂扩建改造

项目、逸锦年产56.6万吨新型功能性纤维

项目、百宏年产25万吨涤纶工业丝生产项

目、夜光达反光材料生产项目、晋江新丝路

文教园（一二期）、泉荣远东污水处理厂排

海工程（陆域段）、池店南片区一期市政道

路工程第六标段等90个重点项目建成投

产或部分建成投产，总投资360.5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110.9亿元，完成128.0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115.4%。 （王 华）

□ 本报记者 丁 南

干净整洁的厨房、营养均衡的

家常菜谱、适老化的服务设施……

在福建省宁德市，一座座“互助孝老

食堂”让农村空巢老人在家门口就

能安度“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记者从宁德市委改革办获悉，

为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无

缝衔接，宁德市以“小食堂”凝聚“大

民心”，着力打造舒心、放心、暖心、

爱心的“四心”孝老“小食堂”，切实

解决农村空巢、困难、高龄老人用餐

难问题，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

了宁德特色的乡村范本。

突出科学性 打造“舒心”食堂

宁德市民政局的一份调查显

示，截至2020年底，宁德全市60周

岁以上老年人达62.8万人，占总人

口的17.6%。在农村，许多空巢留守

老人由于缺少亲人照料，通常是煮

一顿吃两餐，一些特困人员甚至是

煮一顿吃三天，饮食安全堪忧，助餐

问题成为急迫之需。

如何解决“吃饭难”这个当前农

村养老服务“痛点”问题？

在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溪池

村，26名空巢留守老人离家不离村，

在居住、膳食、文娱设施齐全的慈善

幸福院里安居养老。慈善幸福院根

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及饮食习惯，制

定了荤素搭配、汤饭均衡的每周食

谱，保证了老年人饮食健康及日常

所需营养。

在宁德的蕉城区、古田县、周宁

县、福安市……一座座“互助互济”

的孝老“小食堂”科学布局，“宜新则

新、宜旧则旧”，充分挖掘、整合辖区

内的农村幸福院、老年人活动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宗祠等现有公共服

务设施和闲置资源，进行安全、消防

和适老化改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独居老人“舒心”用餐，成为美丽乡

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记者了解到，宁德市于2013年

起在蕉城区等地开展“慈善幸福院”

模式试点，探索形成具有蕉城特色

的“政府+慈善+村级”三级联动的新

型农村养老服务。2019年10月，宁

德市政府印发通知，推广蕉城区“慈

善幸福院”模式，要求每个沿海县至

少建设10所，每个山区县至少建设

5所，作为试点解决农村留守老年人

的用餐问题。

在慈善幸福院的试点基础上，自

2020年起，宁德市在古田县开展了

“互助孝老食堂”试点，构建“政府搭

台、村居承办、居民互助、个人自愿、

梯度收费、社会参与”的运作模式，鼓

励居家抱团养老，重点解决贫困、留

守、孤寡、高龄、失独、重残等特殊困

难老年人的吃饭问题。如今，在总结

古田做法的基础上，“互助孝老食堂”

已在宁德全市铺开。

突出规范性打造“放心”食堂

今年6月，宁德市蕉城区首家乡

镇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霍童

镇桃花溪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正式投入运营，成为这个老区基点

村的“民心工程”和“良心工程”。

占地面积560平方米的桃花溪

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按照规

范化、适老化方案打造，卧室、孝老

食堂、卫生间、活动室、无障碍通道、

适老化桌椅等功能设施齐全，为村

内残疾老人、“五老”后代等困难群

众提供居家养老、用餐、生活帮扶和

休闲娱乐等服务。中心还将红色文

化和“孝悌”文化相结合，大力营造

敬老爱老社会风尚。

食堂与群众的身体健康密切相

关。为推进孝老食堂规范化建设，

打造“放心食堂”，宁德市民政局制

定了《宁德市互助孝老食堂规范化

建设指南》，对食堂的场所、设施、管

理、标识等四个方面进行严格规范。

场所规范方面，基本做到“八个

一”，即设在一楼，至少一百平方米、

一个厨房、一个餐厅、一个卫生间、

一个公共娱乐室、一块室外活动场

地、一个乡村卫生所。

设施规范方面，必须做到“十个

一”，即一套标准炊具、一台保鲜冰

柜、一台留样冰箱、一台消毒柜、一

套供暖降温设备、一套餐桌椅、一套

餐具、一台电视、一套灭火器材、一

套电子监控设备。

管理规范方面，按照统一标准

建立财务管理、公开公示、食品安

全、卫生消毒、资产管理制度，每个

食堂都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由老

人代表和村（居）党员组成，膳食管

理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听取

意见、改进膳食。

标识规范方面，统一在室外醒

目位置悬挂内嵌民政标识图案的食

堂招牌，运营和装饰融入党建、乡村

文明、家风家训内容，弘扬“孝悌”

“互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优

良传统，营造浓厚孝老氛围。

在“四个规范”的推动下，一个

个规范建设的“孝老食堂”在宁德各

地建成投用，了却着农村外出子女

的牵挂。

突出公益性 打造“暖心”食堂

“互助孝老食堂”作为全新事

物，如何才能办得好、办长久？关键

是要突出公益性。

为打造“暖心”食堂，宁德市通

过实地督查、现场指导等方式，督促

县级财政加大投入，并通过推行收

费优待和增设专岗人员等措施，确

保“互助孝老食堂”可持续运营。

以蕉城区为例，该区给予每个

通过验收的食堂一次性开办建设

补助资金8万元，运营经费每年补

助6万元。古田县则给予每个通过

验收的食堂一次性投入装修设备补

助资金8万元，并按照七类特定对象

老人每人每天10元的标准给予运营

补贴，激励食堂提高服务质量，增添

开办食堂的信心勇气。

为了让老人吃得好又吃得起，

宁德各地坚持“收费适中、菜金平

衡、群众接受、持续运营”的公益性

原则，在面向全体常住老年人提供

助餐服务的基础上，将特困供养人

员、低保对象、建档立卡的贫困人

口、重点优抚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成员、重度残疾人中的老年人，以

及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七类特

定对象”和革命五老、三属、留守儿

童、残疾人、70周岁以上老党员等

“五种优待人员”作为重点保障对

象，实施“原则上一天伙食费不得高

于10元”的收费优待。

此外，宁德市还以蕉城区、古田

县为试点，在“互助孝老食堂”设置

公益性岗位，在充实食堂管理力量

的同时，为农村低保家庭、低收入农

户、4050人员和有一定劳动能力的

农村残疾人等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

业机会。

在蕉城区，目前已出台《开发养

老互助乡村公益性岗位的方案》，开

发了40个专职用于农村“互助孝老

食堂”的公益性服务岗位，岗位补贴

标准按照不低于区最低工资标准确

定，从就业专项补贴资金列支，进一

步减少食堂运营经费支出。

突出互助性 打造“爱心”食堂

“互助互济”是宁德“互助孝老

食堂”最鲜明的特色，也是食堂可持

续运营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宁德

市、县两级积极发动各类社会资源

参与“互助孝老食堂”建设，形成了

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互助格局。

鼓励老人助人自助。宁德市鼓

励老年人自助淘米、刷碗、打菜，动

员低龄老年人开展种菜、帮厨和送

餐等志愿服务。在保障老年人饮食

健康的同时，拓展其交际圈，丰富老

人精神生活。古田县、福安市、东侨

开发区等地出台“助老时间银行”机

制，引导食堂服务义工累积的时间

积分兑换养老服务，实现“以时易

时、以劳换老”。

倡导邻里守望互助。宁德市在

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倡导乡贤

志士、邻里乡亲“一袋米、一把菜、一

份爱心献食堂”的互助模式，为家乡

发展、邻里幸福添柴加薪。开发乡

村助老公益性岗位，发挥“近邻”优

势，将“互助孝老食堂”作为弘扬新

时代文明新风尚的重要平台，鼓励

辖区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中小学学生、农村党员等参与

助餐志愿服务。打通“助老时间银

行”与公益志愿服务的积分统筹兑

换，实现学生及公益性社会组织累

积的时间积分可用于兑换学习用品

和日用品，“以时易物、共享互通”。

引导社会共济共助。在周宁

县，当地积极发挥商会和社会组织

作用，引导20多名乡贤、企业家与互

助孝老食堂“1+1”共建。宁德市立

足“第三次分配”，积极引导社会慈

善资源、志愿者组织参与“互助孝老

食堂”建设，鼓励慈善力量、志愿者

以慈善冠名、捐款、捐物、开展志愿

服务等多种形式，参与食堂建设运

营，把“互助孝老食堂”打造为社会

公益慈善的重要窗口。

据了解，目前宁德市已建成233

个“互助孝老食堂”，日均服务老年

人5000余人，切实解决农村空巢、

困难、高龄老人用餐难问题，打通农

村养老“最后一公里”。

□ 蒋羽宁

□ 本报记者 丁 南

乡村振兴如火如荼，越

来越多的科技特派员开启回

乡帮扶之路。

“85后”园林工程师徐同

磊，是一位返乡“科特派”。

在他的家乡福建光泽县华桥

乡园岱村，每年农历八月，村

后山都会迎来一片宝藏野果

的成熟期。上山摘果成为外

出村里人共同的“童年记忆”。

这种烙在“童年记忆”里

的野果，学名木通果，形如肾，

俗名“肾果”，多生于海拔较高

的山谷密林林缘，常人极难见

到它。

如今，经徐同磊这位返

乡“科特派”的科技帮扶，园

岱村后山濒临绝种的野生

“肾果”，已蜕变为光泽县嘉

禾种植专业合作社“中华圣

果”采摘园里的网红水果，备

受游客追捧。

打破“野蛮生长”
传统模式

据了解，木通果属于正在

开发中的第三代水果，被誉为

“中华圣果”，是野生、高营养

又具备药理功能的“药食同

源”水果和新开发的优特水

果。既可用作水果鲜食，也可

用作药材，最高售价可达到每斤

30元，具有极大开发价值。

目前，主要分布于荒山

林区的野生木通果，尚未被

大规模开发利用，人工驯化

培育还处于起步阶段。从

2015年开始，光泽县嘉禾种

植专业合作社就开始独立尝

试木通果驯化，因缺乏技术

引导和科学种植管理，采用

传统靠天吃饭、野蛮生长方

式，不仅果少、果小、挂果率

低，还存在干枯现象，栽培效

果并不理想。

2017年，彼时的徐同磊

还在华桥乡林业站工作，一

次帮助嘉禾合作社理事长

杨水明查看图纸的契机，两

位园岱同村人形成了把村里

野生果发展壮大的共识。

2019年，徐同磊调任崇仁乡

林业站副站长，虽离家乡，抚

育野生果的信念从未间断。

同年，徐同磊成为福建

省级科技特派员服务华桥

乡，并于后续正式定点帮扶

嘉禾合作社，提供品种嫁接

改良及规范化种植等技术指

导，发挥园林、林业技术所

长，帮助合作社建成近百亩

“中华圣果”采摘园。

此后，经科学驯化改良的

木通果更大更甜，食用及经济

价值明显提升。2019年，木

通果实现大丰收，采摘园扭亏

为盈，年收益开始达到50万

元以上。每年8月~10月采摘

旺季时，园区每天能吸引10批

次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

调研和参观学习团队，每个月

想要一睹“圣果园”的采摘游

客突破1000人。

“游客们惊奇的是孩时

记忆中的野果竟然实现了规

模化种植。只要碰到好天

气，来采摘园的游客就很多，

现在每天能卖 5000 元～

8000元。”杨水明说。

技术优势变成
经济效益

去年，徐同磊和杨水明为

驯化后的木通果注册了“铁牛

关圣果”商标，并申请了木通

果栽培发明专利，还增加了电

商销售模式，举办了采摘文化

节。园岱村的“圣果园”火起

来，不仅引领辐射、带动周边

及当地林农、合作社50多家

发展林下经济3000多亩，以

示范、培训、现场指导等形式

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还

吸纳了闽赣边界特别是周边

村民前来务工，解决了50多位

农民的就业问题，其中有建档

贫困户5户。

今年初，徐同磊同嘉禾合

作社建立了利益共同体，这是

福建打造新时代科技特派员

制度升级版的缩影。当地政

府通过鼓励科技特派员带技

术、成果、项目、管理，并以技

术入股和成果转让等方式，与

企业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的利益共同体，更好地将技术

优势转变成了经济效益。

如今，“圣果园”产量稳步

提升，预估亩产可达1200公斤，

产值每亩3万元，木通果产业

优势逐步凸显。

为了将木通果产业打造

成富民增收的新型水果产业

链和药材产业链，徐同磊计划

联合科研机构进一步攻破木

通果果实籽多的致命缺点，希

望可以像无核葡萄一样培育

出无籽木通果。徐同磊说，他

们还将探索木通果粗加工技

术，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

合，扩大木通果产业惠农助农

扶贫的盈利面板，缩短“野生

果”到“惠农果”的周期。

据悉，徐同磊返乡开展科

技帮扶以来，光泽县嘉禾种植

专业合作社先后被评为南平

市示范合作社、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科

技示范基地，发展为科技参观

学习的高地和园岱村、光泽县

的名片。合作社理事长杨水明

被评为省级林业乡土专家，合

作社社员李和善与黄国良被

评为光泽县优秀乡土人才。

“从普通农民到‘土专

家’，这是对他们的肯定，也

是对我派驻工作的认可。”

徐同磊说，未来他将和乡土

专家们一道，帮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共同为乡村产业

振兴贡献力量。

“互助孝老食堂”：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福建宁德市积极试点推广“慈善幸福院”“互助孝老食堂”机制，切实解决农村

空巢、困难、高龄老人用餐难问题，打通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

“科特派”返乡记：“野生果”变“惠农果”

专题 TopicTopic

福建南安献上一场福建南安献上一场““智造智造++装备装备””工业设备盛宴工业设备盛宴
智能制造，装备先行。为期3天的第三届泉州智能装备博览会近日在福建省南安市落下帷幕，该博

览会吸引了286家参展企业同场竞技。数控机床、精密机械、智能制造、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模具工

具、铸造设备、工程机械、五金制品等上千种实物精品，犹如装备“阅兵场”，献上了一场集“智造+装备”的

工业设备盛宴。图为展会现场。 武艳杰 摄

福建光泽县政府通过鼓励科技特派员带技术、成果、项目、管理，并以技术入股和成果转让方式
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将技术优势转变成了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