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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 7 日宣
布，自 10 月 7 日 21 时起，
将现有 3 个中风险地区和
1 个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低
风险地区，实现全市中高
风险地区“清零”。

指挥部在当天的新闻

发布会上还宣布，7 日 21
时起，撤除离厦通道通行
查验点，在厦人员离厦不
再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此前，漳州、泉州、莆
田已陆续宣布全域转为
低风险地区。随着 7 日 21
时厦门中高风险地区“清
零”，福建省本轮本土疫

情波及的四地将全部全
域转为低风险地区。

厦门市副市长廖华生
介绍，10 月 6 日，同安区第
十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对全市其他重
点地区、重点人员的日常
核酸检测结果也均为阴
性。根据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

综合研判，厦门市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决 定 ，自 10 月 7 日 21 时
起，将同安区新民镇、祥
平街道凤岗社区、阳翟社
区及西湖社区山坪里等
四个区域风险等级调整
为低风险。

另外，自 10 月 7 日起，
莆田市原划定的仙游县、

秀屿区“封控区、管控区、
防范区”全部解除，并将
有 序 开 放 旅 游 景 区 、公
共场所，恢复线下教学、
生 产 经 营 、日 常 医 疗 服
务和社区（村居）的常态
化管理。

福建本轮本土疫情自
9 月 10 日发生以来，先后
扩散至莆田、泉州、厦门、

漳州四地。
福建省卫健委 7 日通

报，自 9 月 10 日本轮本土
疫情发生起，截至 10 月 6
日 24 时，全省累计报告本
土确诊病例 468 例，目前
住院 195 例，无死亡病例；
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尚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 0 例。

日前，省科技厅、发改
委、教育厅、工信厅等 11部
门联合出台《福建省建设海
洋科技创新平台工作方
案》。该方案旨在贯彻落实
省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建设

“海上福建”推进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年）的通知，提
出以提升海洋科技自立自
强能力为核心，以强化基础
研究和源头创新、加快海洋
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为抓手，努力把我省建设成
为国内领先、具有较强国际
影响力的海洋科学研究和
技术创新阵地、海洋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集聚地和海洋

人才汇聚高地。
方案提出，到“十四五”

末，全省基本建成领域布局
合理、功能梯次清晰、创新
链条完整、具有福建特色的
海洋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促
进我省海洋科技创新整体
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包括
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建设和
扶持现有 5 个海洋领域国
家级重大研发平台，打造我
省海洋科技创新平台第一
梯队；力争海洋领域省（部）
级重大研发平台总数达到
110 个，形成我省海洋科技
创新平台第二梯队；海洋科
技基础资源集聚功能有效
增强，45个海洋科技创新平

台重点建设项目基本完成；
建成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平台、技术交易平台、科技
公共服务平台等为主要内
容的海洋科技服务平台体
系，实现重点海洋产业链、
沿海市级区域全覆盖。

方案提出十一大主要
任务，并明确支持海洋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的政策举
措。如，推进重大海洋科技
基础保障平台建设，努力打
造一流的海洋科技基础设
施集群，重点推进海洋三所
大洋科考运维和保障基地、
国家深海微生物菌种库等
一批重大基础保障项目建
设等。

推进新建一批国家级
和省（部）级重大研发平
台，创建一批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
院、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
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加快海洋
领域福建省创新实验室筹
建工作，努力攻克一批海
洋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对
新认定的国家级科技研发
创新平台，按照不同层次，
最高给予 1000 万元补助；
设区市（含所属县市区）政
府每年要将省创新实验室
运行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
算，省创新实验室启动建
设 3年后，对建设成效显著

的，由省财政每年支持每
个实验室运行经费不少于
5000 万元，连续支持 5 年。
对被认定为省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的牵头单位给予
1000 万元资金扶持。推动
建设一批海洋科技协同创
新载体，布局建设重大水
生动物疫病综合实验室，
重点推进福建省协同创新
院海洋分院建设等。

引进和合作建设海洋
领域高水平研发机构，启动
和深化与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等科技合作，支持国
（境）内外一流高校、科研机
构、中央企业和世界 500强
企业或高层次人才团队来

闽按规定设立或共建海洋
领域高水平研发机构。引
进的重大研发机构，符合条
件的按其新增研发设备实
际投资额一定比例（最高
50%）资助。聚焦“高、精、
尖”技术领域，以市场化机
制建设海洋领域新型研发
机构。对于评价命名时已
过初创期的新型研发机构，
择优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
过 1000万元的后补助。构
建各类海洋科技公共服务
平台，对省内企业购买重大
海洋科技成果并实现产业
化，符合条件的最高补助
300万元等。

（据福建日报）

据省财政厅最新快报
统计，1—9月，我省财政收
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增
速呈平稳回落态势，一般
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4749
亿元，同比增长 21.3%，比
1—8 月回落 4 个百分点，
比2019年同期增长16.4%，
两年平均增长 7.9%。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82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7%，比 1—8 月回落 4.9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 17.9%，两年平均增长
8.6%。

从收入结构上看，税

收收入完成 3941 亿元，同
比增长22.2%，比1—8月回
落3.8个百分点，比2019年
同期增长15%，两年平均增
长 7.2%。其中，国内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等主体税种合计占税收
收入总量的 72.2%，分别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20.6% 、
32.3%、20.3%。非税收入
完成 808 亿元，同比增长
17.3%，比 1—8月回落 5个
百分点。

与此同时，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增长，
达 3825 亿元，同比增长

4.9%。民生支出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达 75.9%，
继 续 保 持 七 成 以 上 水
平。其中，住房保障支出
同比增长 29.6%，教育支
出同比增长 10.9%，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
长 5.8%，商业服务业等支
出同比增长 21.5%，自然
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同
比增长 16.7%，交通运输
支出同比增长 24.2%，科
学 技 术 支 出 同 比 增 长
8.9%，民生相关支出得到
较好保障。

（据福建日报）

1—9月我省财政收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七成以上用于民生支出

我省四地实现全域“低风险”
厦门中高风险地区昨晚“清零”，离厦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我省加快“海上福建”建设
出台建设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工作方案，成效显著的研发平台每年最高可获5000万元支持

海都讯（福建日报记
者 陈则周） 最近，福州
市长乐区鹤上镇党委镇政
府再次组织相关部门下基
层调研，探寻如何更好因
地制宜，挖掘潜力，发挥特
色，提升多种产业水平。

鹤上镇地处长乐区中部，
曾被评为国家级生态名乡
镇，有不少名胜古迹。多
年来，鹤上镇因地制宜，致
力发展高效农业、生态产
业、名优工业，取得了显著
成效。近日，鹤上镇党委

书记黄钦辉、镇长游金盾
向记者表示，要实施好乡
村振兴的战略，就要结合
实际，提高文化品位，增强
文化自信，做大做强特色
产业，农工并举，全面推进
高质量发展。

长乐区鹤上镇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

N据新华社电 澎湃

瑞典文学院7日宣布，
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
予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
古尔纳。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
马茨·马尔姆当天在斯德
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揭晓获奖者时说，古尔
纳因围绕“殖民历史”和

“难民经历”的文学创作而
获奖。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
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古
尔纳“不妥协于殖民主义
的影响和难民处在不同
文化与大陆间鸿沟的命
运”，他将此“富有同情心
地渗透到”其作品当中。
文学院还说，在他的文学
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
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被知
识热情驱动的无休止探
索。他从 21 岁开始写作，
斯瓦希里语是他的母语，
英语成为他的文学工具。

马尔姆表示，他已与

古尔纳通电话。因新冠
疫情，今年诺贝尔奖得主
将延续去年的方式，在各
自所在国家获颁相关奖
项，而不是按传统赴瑞典
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颁
奖典礼。

古尔纳 1948 年出生
于桑给巴尔（现隶属坦桑
尼亚），20 世纪 60 年代作
为难民移居英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陆
续出版了 10 多部小说和
一些短篇小说，作品围绕
难民主题，主要描述殖民

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
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
历史书写等，他展现的后
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
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
意义。

21 岁时，古尔纳开始
写作，尽管斯瓦希里语是
他的第一语言，但英语成
了他的文学工具。他曾
说过，在桑给巴尔，他几
乎没有机会接触斯瓦希
里语的文学作品，他最早
的作品严格来说不能算
作文学作品。

古尔纳（资料图）

非洲人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
因围绕“殖民历史”和“难民经历”的文学创作而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