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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李建辉率视察组来晋江视察泉州市
十七届一次会议建议办理情况，先后实地
察看磁灶窑址及百宏聚纤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泉州、晋江市领导陈小辉、苏耿聪、
王明元、林仁达、张健龙陪同调研。

本报记者 沈茜 许洋洋

本报记者 林小杰

昨天，晋江上空云系较多，以阴天天气为主，午后
大部分地区最高温不超过28℃，早晚体感较凉。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得知，预计未来三天，晋江以
多云到晴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白天气温进一步
下降，最高气温23℃，最低气温仅18℃。明天起，气温
逐渐回升，但昼夜温差较大。

闽南有句俗语：“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瑞雪
提醒小伙伴，寒露节气已到，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谨
防感冒。

今天多云，18℃~23℃，沿海东北风 5~6级、阵风
7~9级；明天阴，20℃~25℃，沿海东北风 5~6级、阵风
7~8级；后天阴转多云，21℃~28℃，东北风 5~6级、阵
风 7~8级。

简明新闻

今日最低温18℃
请及时增添衣物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通讯员
林福凉）昨日，记者从晋江市自然资
源局获悉，今年以来，晋江市农用地
转用和土地征收已获批 4209亩，超
去年全年 4015亩获批数，项目海域
使用权获批 770亩，泉州市首宗历史
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权顺利挂牌成
交；经济开发区安东园历史围填海处
理方案获自然资源部备案，再次盘活
825亩历史围填海存量，有效保障一
重环湾、二重环湾、东部快速路、晋江
南高速出口连接线、国科大、内坑恒
安、龙湖百宏、集成电路标准厂房等
重点项目用地需求，为加快项目落地
建设、稳住经济大盘提供用地用海要

素保障支撑。
今年年初，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出

台《“项目攻坚2022”资源要素保障工
作方案》《开展“百名干部进百企 一
企一策促发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发挥报批专班作用，选派 3人赴部省
两级部门驻点跟班，跟踪项目进度和
政策方向，争取省自然资源厅预借
2500亩补充耕地指标、倾斜914亩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泉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倾斜约 1259亩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实行局领导包片指导责任制，
下沉开展“单位+镇街、领导+骨干、政
策+实操”三个全覆盖巡回服务，组织
镇（街道）、项目主管部门、项目业主

三方会商，通过上门服务、现场督导、
挂图作战机制，推动问题堵点销号清
零。

同时，晋江市自然资源局还实行
内部闭环联动，健全与发改、交通、水
利、林业、人社等部门协作配合机制，
畅通快审、快报、快协调绿色通道，避
免项目业主“多头跑”现象。加快交
叉并联审查，推行项目策划预审机
制，在前期项目策划阶段，交叉统筹
核查地类、上位规划、生态红线、避让
文保、邻避问题等意见；在报批组件
阶段，按照“程序合法、交叉同步”的
原则，实行用地报批与成片开发方案
并联审批，审批效率有效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群众
“点菜”，政府服务。9月，晋江市委、
市政府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2023年

“为民办实事”项目，备受广大市民、
网友关注，众多有意义的建议纷至
沓来。

公共交通服务，是一个城市高效
运行的基本保障，更是一项重要的民
生实事。在此次征集过程中，交通方
面依然是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领
域。网友@会跳舞的蛋炒饭表示，希
望明年晋江能增加公交车班次、延长
末班车时间，以方便上班族、学生、老
人等群体出行。网友安阳则表示，

“希望晋江的公交站牌能清晰些，最
好能提供方便群众休息的座椅。”

“随着电车日益增多，晋江的充
电站还是比较少，快充、慢充等充电
设施数量不均衡。”网友@久希望明
年晋江可以增设充电设施。此外，目
前群众的安全意识还不够，部分居民

楼下随意设置充电线板，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巡查检查，
多加宣传引导。

网友@H.X.Y则希望，新的一年，
在晋江能够看到更多的免费停车位，
这样居民在家附近的公共位置就可以

停车，不用天天为“抢车位”而烦恼。
晋江还有哪些公共服务需要加

强？哪些便民措施需要创新？哪些
基础设施需要建设？你还有什么好
建议？欢迎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微
信等多种方式参与征集。

强化用地用海要素保障 助力稳住经济大盘

晋江今年获批项目用地4209亩

公共交通服务最受关注
“2023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征集”追踪①

种子是胡萝卜产业的“芯片”。昨日，在晋江市东石镇潘山
村的梓源农场，又一批国内自主研发、晋江自有品牌的“禧红
202”胡萝卜“芯片”，被播种到田里。

今年秋季，晋江胡萝卜“禧红 202”的播种面积首次超过
1000亩，开启了国产胡萝卜品种在晋江规模化推广之路。

此举，打破了长期以来晋江胡萝卜种子依赖进口的瓶颈，
将有力扭转高成本、高风险、低议价权的产业境况，为晋江胡萝
卜产业发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天地。

进口种子“卡脖子”专家携手农场育“国货”
秋天，胡萝卜种植的季节。
在晋江东石、永和、金井等镇的多个农场里，已陆续铺开

“禧红202”胡萝卜品种的种植。
“禧红202”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胡萝卜遗传育种

团队携手福禧种子公司共同培育，在闽南地区包括梓源农场等
多个规模农场已试种了多年。

“种子依赖进口，一直是胡萝卜产业的‘卡脖子’难题。再
加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北方市场被挤占，晋江胡萝卜面临成本
高、风险大、市场价格波动大等困境。”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专家、福建“科技特派员”庄飞云说。

诚如庄飞云所言，记者了解到，一罐进口胡萝卜种子有10
万粒，可种植 2.5亩，种子价格最高时涨到 1.3万元。每亩胡萝
卜仅种子的成本就在 2000元到 5000元间浮动，占了成本投入
的“大头”。

“种植进口胡萝卜虽然品质稳定、产量高，但种子和市场都
不在我们手里，赚不到钱的担忧一直存在。”梓源农场负责人刘
建家说。

为了破解种子“卡脖子”难题，2019年，在上级部门及晋江
市农业农村局推动下，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专家团队来
到梓源农场，就胡萝卜新品进行培育，观测不同气候、土壤、管
理模式等条件下，不同胡萝卜品种的长势、抗逆性等情况，并从
100多种试种的品种中优选出“禧红202”进行推广。

该品种不仅综合性状表现优异，种子成本每亩只需600元，
低成本还带来了投资的低风险。

电商团购搭起桥梁 国内市场带来“强心针”
新品叫好，还需叫卖。
事实上，推动“禧红 202”开始规模化种植的，除了品质优、

成本低之外，还在于国内销售渠道的拓宽。
在福州，为迎接晋江“禧红 202”的销售季，一批包含仓储、

分拣、包装、冻库的厂房已经在扩建。
投资方福州良农良品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黄松鹰介绍，去

年，该企业就已联合福禧种子公司，借助电商和社区团购等平
台，对“禧红202”胡萝卜进行国内市场投放。作为优质农产品，

“禧红 202”胡萝卜市场反响良好，这也让黄松鹰鼓足了扩建厂
房、拓宽渠道的信心。

“‘禧红202’胡萝卜属水果型，可果蔬两用，口感清香甘甜、
细腻少渣，尤其适合榨汁，能更好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
求。”福建省福禧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雪娟介绍。

新型销售渠道的开辟，也让更多农场看到了新品种的发展
机遇，今年，晋江推广“禧红 202”胡萝卜种植的农场达到 7家。
在国内，“禧红202”胡萝卜品种的种植面积已超3000亩。

对于未来，彭雪娟信心满满，“3年至5年后，我们将力争该
品种在国内推广种植面积达到5万亩以上。”

本报记者 许春 见习记者 周雨莲

“科特派”发力 小种子逆袭
晋江自有品牌胡萝卜“禧红202”开始规模化种植

省内涉疫地区
及省外入晋人员
需完成落地检和3天2检

晋江广种“禧红202”。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征集令

市民推荐的项目建议应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着重解决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广、民生关联度大的项目。
个别单位或个人要求解决、涉及单位或个人权益的问题一般不作为
推荐项目。

需要注意的是，您推荐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包括建议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您的姓名、电话等,同时将项目建议发送至
邮箱（2543455956@qq.com）。

为感谢市民的参与，晋江经济报将从征集的建议中评选出具
有一定创新性、全局性、普惠性的建议，授予“金点子”奖，并给予
500元奖励；此外，还将评出若干优秀建议，各给予100元奖励。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截至 10日 17时，全国现
有高风险地区1324个，中风险地区931个，其中福建厦
门一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为保障广大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晋江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醒。

晋江疾控提醒市民要落实提前报备。所有市域外
入（返）晋人员（含本市外出的返晋人员）实施网上预登
记制度，提前通过“入（返）晋人员自主申报登记”小程
序或“晋江 12345”微信公众号向目的地镇（街道）、村
（社区）或酒店、单位等报备，如实申报个人信息、抵达
时间、交通工具和健康状况等信息。未提前登记报备
的，在抵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补充登记；有7天内中高
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务必第一时间报告所到村（社区）、
单位或酒店，配合落实核酸检测等相关防控管理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省内涉疫地区及省外入（返）晋人
员，需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晋后，按照

“自愿、免费、即采即走、不限制流动”原则，积极配合完
成落地核酸检测和3天2检。

此外，旅客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
飞机、高铁、列车、跨省长途客运汽车、跨省客运船舶等
交通工具。入住宾馆、酒店、民宿和进入旅游景区等人
流密集场所时，需配合做好测体温，扫场所码，核验健
康码、行程码及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

对于境外入（返）晋人员，经我省口岸入境的，实施
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后，目
的地为晋江的入境人员，点对点接回目的地后继续实
施3天居家健康监测。在福建省外口岸隔离满7天的
入闽人员，在入境后 10天内返回晋江的，仍需实施居
家健康监测直至满10天，解除居家健康监测前进行一
次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