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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玲玲 通讯
员 陈丹红） 2日，记者从晋江市医
院获悉，经福建省委组织部、福建
省科学技术协会、福建省财政厅及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决定，该院院士
专家工作站被授予“福建省示范院
士专家工作站”称号。

记者了解到，2016年 7月，晋
江市医院院士工作站成立，由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及其团队进
驻。多年来，李兰娟先后派副主任
医师盛国平、林成祖及主任医师朱
梦飞、汪鑫等团队成员常驻晋江，
通过建设健全感染科人才团队，构
建起相对完整的感染性疾病及传

染病诊治体系，不仅提高了晋江市
医院在肝病、感染病、结核病、艾滋
病等疾病的诊治水平，同时也提升
了抗菌药物规范化应用管理能
力。目前，晋江市医院感染科已发
展为晋江市综合实力最强、业务范
围最广、收治病种最全的感染性疾
病科，并在泉州市感染病学领域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

此外，在院士及专家团队的帮
扶指导下，晋江市医院还搭建了
iMDT(晋江市国际疑难病会诊中
心)，让晋江百姓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专家的诊疗服务。每周三、周四，
郑树森院士团队和李兰娟院士团

队还通过 iMDT对晋江肝胆胰外科
和感染科疑难病例进行会诊，并制
定治疗方案。截至目前，院士专家
已通过 iMDT平台开展疑难病远程
会诊达 400余人次，开展大型手术
直播 10场次，全市远程会议教学
7043人次。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作为
晋江市医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
聘专家，李兰娟在杭州通过 iMDT
平台与晋江市医院进行新冠肺炎
指南专题解读，并在线解答疑难问
题。此外，院士团队成员汪鑫、林
成祖在晋江市医院、晋江市医院晋
南分院疫情防控工作中，对防控制

度制定、诊区诊室设置、诊治流程
设计、隔离病区规划、院感防控等
方面提出了合理到位的建议，为晋
江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做出突出
贡献。

与此同时，李兰娟还曾多次莅
临晋江授课，为晋江市医务人员带
来国际最新科研进展。通过院士团
队专家的传、帮、带，晋江市医院感
染科团队的科研能力逐步提升，已
逐步启动数篇论文的撰写，承接并
启动了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孟
超肝胆医院牵头的中医药治疗艾滋
病项目——中医内病外治在艾滋病
免疫重建人群的临床应用。

本报讯 （记者 柯国笠） 近日，
在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中国轻
工业信息中心承办的轻工业百强企
业高峰论坛上，2020年度“中国轻工
业二百强企业”等四个榜单发布，其
中，晋江企业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和
特步（中国）有限公司获评“2020中国
轻工业百强企业”，分别位列第 14和
第89名。

此外，安踏还入选了“2020中国
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位列第8名。

据悉，“2020中国轻工业百强企
业”榜单从各大轻工企业的营收、利
润、营收利润率、税收占利税比重、研
发投入及营收增速六项指标来综合评
分，产生最终排名。

今年，上榜 200强轻工企业营业
收入合计达 3.42万亿元（人民币，下
同），占全国轻工总量的 17.6%，同比
上年增加了 1.7%；200强企业利润总
额合计为3642亿元，占全国轻工总量
的27.3%，同比上年增加了3%。

公开数据显示，轻工业是国民经
济的重要支柱产业。2020年，轻工行
业规模以上轻工企业营业收入19.5万
亿元，实现利润 1.3万亿元，完成出口
交货值 2.5万亿元。轻工业以占全国
工业13.7%的资产，实现了18.3%的营
业收入和 20.7%的利润，为国民经济
稳增长做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 施珊妹）近日，中
国服装协会公布第三届中国职业装优
势企业名单。其中，七匹狼、柒牌、九
牧王、特步等4家晋江企业入列“中国
职业装50强企业”榜单。

“将退休后的‘工作’做好”

1951年，黄清海出生于晋江市
深沪镇区东垵社区。自初中开始，他
便去深沪食品站打工赚零花钱。
1973年，经由单位推荐，黄清海去了
集美财经学校读书，成为一名“工农
兵大学生”。学成回来的二三十年时
光，他辗转供职于金井、英林、东石和
深沪等地的供销社，于 2011年正式
退休。

时间回到 2014年，在深沪镇政
府、深沪工商所的共同牵头组织下，
晋江市深沪小吃同业公会筹办成立，
而退休后的黄清海被推选为该公会
的会长。

“生于斯，长于斯，对深沪的感
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言说的。当发
扬深沪小吃的重担落在肩上时，我便
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这份退休后的

‘工作’做好！”黄清海说。

推进商标地标注册
“如果没有树立小吃品牌、规范

行业管理，比如注册地标、商标等，就
容易让游客在缺乏熟人引路的情况
下不明所以，极不利于推广与传播。”
黄清海介绍，地理标志是一种识别标
志，能表明产品的地理来源，但更重
要的是作为特定产品的品质证明。

为了进一步规范深沪小吃的行
业管理，黄清海牵头组织公会成员，
通过走访了解、开会探讨等多种方
式，帮扶 2 家会员企业获得 SC 认
证。如今，经过不懈努力，已先后获
批“深沪紫菜”“深沪花生”“深沪巴浪
脯”“深沪糖芋”等9枚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及3枚集体商标。
一开始，有些作坊因为生意好等

原因，并不愿意主动注册相关标识。
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忙不过来，并且自
家牌子在深沪已属老品牌，口碑传播
很广，不需要再“做材料、走流程”去
申请小吃品牌、注册商标等发展壮大
的事情。为此，黄清海一家家走访，
苦口婆心地给对方家中年轻一辈做
思想工作。有时，他也一拍胸脯，积
极地将“做材料、申请”等活儿揽下
来。

伴随着深沪小吃公会各项活动
的开展，慢慢地，越来越多商户尝到
了齐聚合力拧成一股绳的力量，越来
越认可公会。

黄清海介绍，他们还配合市场监
督部门，对有条件的近 20家企业申
报入选泉州市小作坊名录。

积极推广深沪小吃
对外，为积极推广深沪小吃，黄

清海带领公会，策划、编印2本《深沪
美食》画册，邀请了蔡芳本、深沪乡贤
等名作家、专业摄影师为其撰写文
图，整理收录了近百种深沪小吃；对

内，为了聚集发力，经由讨论，他们还
筹划、编印了 7期《深沪美食》期刊，
积极展示各项工作成果。

“树立品牌、进行图文宣传只是
一部分，要真的把深沪的美味小吃推
广出去，还需要我们在线下做一些活
动。只有真的让食客们吃过、吃好，
才会更有信服力，才能让他们成为深
沪小吃的间接传播者。”深谙此理的
黄清海积极参与各项展销活动，还不
忘鼓励、建议公会成员商家积极行动
起来。

2015年 10月 17日，一道道特色
鲜美的晋江深沪小吃亮相菲律宾首
都马尼拉，这是晋江深沪小吃公会首
次将深沪小吃带到海外。渐渐地，深
沪小吃好戏连台，品牌推广进一步提
升。

据了解，这几年，中央电视台《舌
尖上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城市一对一》，以及《中国食品报》
《福建画报》等主流媒体走进深沪宣
传特色小吃，这让深沪小吃的推广又
上了一个台阶，深沪小吃也在逐步走
上更广的舞台。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通讯员 张伟 刘佳
慧）近日，新建福厦铁路7标晋江制梁场所承担的
泉州湾特大桥最后一榀箱梁成功架设。至此，晋
江制梁场667榀箱梁预制及架设任务全部完成。

据悉，晋江制梁场承担着新建福厦铁路 6
标泉州湾特大桥、新建福厦铁路 7标草洪塘特
大桥、坑圆大桥、安海湾特大桥等4座桥梁的箱
梁预制及架设任务。

“架梁作业是一套系列动作，总体分为‘移’
‘提’‘运’‘架’等四个环节，对应900吨的‘提梁

机’‘运梁车’和‘架桥机’。”架梁班组负责人耿
玉永介绍，“架梁施工属于高风险作业，特别是
在沿海地区，受大风影响，危险系数更高，所以
只有在确保机械设备状态良好、隐患排查到位、
人员操作合规的基础上，才能最终保证架梁施
工顺利推进。”

新建福厦铁路为福建省首条时速350公里
高速铁路，主线全长 277.42公里，建成后，福州
至厦门行程缩至1小时内，为打造福建沿海“一
小时经济圈”提供强劲动力。

本报讯（记者 施珊妹）驰援河南，劲
霸再行动。近日，劲霸集团对外宣布，响应
需求，再捐2000万元（人民币，下同）物资。

据悉，这是劲霸集团驰援河南的第
三波。此前，7 月 21 日，劲霸率先捐赠
1000 万元物资；随后，7 月 24 日，劲霸集
团再向河南捐赠 2000万元物资。迄今为
止，劲霸集团已累计向河南捐赠 5000万
元物资。

本报讯 （记者 蔡明宣） 河南省持
续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区域性严重洪
涝灾害。近日，大黄蜂品牌通过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向河南省定向捐赠款物
1015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包括 100
万元现金及 915万元物资。

晋江市医院院士专家工作站

获评“福建省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称号

安踏特步入选“2020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

特步七匹狼柒牌九牧王
入列“中国职业装50强”

泉州湾特大桥箱梁架设全部完成

深沪70岁黄清海:与家乡小吃的不解情缘

大黄蜂品牌
向河南捐赠1015万元款物

发起第三次捐赠
劲霸累计5000万元物资
驰援河南

说起深沪，许多人的脑海中，
总会浮现出拳头母、水丸、马加羹、
壶仔饭、肉粽等名小吃。多年来，
有这么一个人认真地从事着深沪
小吃的搜集、整理、组织、研究、宣
传、传承与发展等工作。他曾任职
于供销社，兼任过深沪镇商会副会
长，退休后，便开始担任深沪小吃
同业公会会长。他，便是来自深沪
70岁的黄清海。 本报记者 吴清华

晋江首家咖啡机器人
饮品店开业

轻轻点击屏幕，选择好喜欢的饮
品，再通过手机付款下单。下单后，选
用机器人送餐，就有机器人为你提供送
餐服务……这是，星速递饮品店机器人
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作为晋江首家咖
啡机器人饮品店,星速递坐落于晋江宝
龙广场一楼。在该店门口，有一台招揽
客人的机器人，它会跟随指定开展各种
动作，比如唱歌、跳舞等，不少小朋友都
被它所吸引。

本报记者 唐淑红 陈巧玲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