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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福能海峡
口腔八一七路门诊、五四
北门诊、福清门诊同时盛
大开业，开启了该机构“一
城四院”的新格局。今后，
老百姓可以更加方便地享
受到口腔连锁专业、便捷、
优质的口腔诊疗服务。

据介绍，福能海峡口
腔医院于2017年6月18日
正式开诊以来，发展迅速，
开设有颌面外科、种植科、
修复科、正畸科、牙体牙髓
科、急诊科、老年牙科、儿
童牙科等 12个科室，覆盖
了所有口腔诊疗需求。为
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口腔就诊需求，福能海

峡口腔提出了“一十百千”
的发展战略，计划未来5年
内，在全省各地布局100家
口腔医疗服务连锁，力求
让每一个福建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同步国际的
高端口腔诊疗服务。

此外，福能海峡口腔
连锁组建了一支由原三甲
医院双博士担纲的博硕专
家团队，坚持实行专业疾
病专家诊治，有效避免误
诊、错诊或过度诊治。同
时，严把医疗安全治疗关，
针对当下实际情况，采取
一系列预防交叉感染的管
理措施，使患者就诊有安
全保障。 （海都记者）

海都讯（福建日报
陈则周） 时值深秋，福清
市龙山街道玉峰、融中、先
强等村居的街巷、村道绿
树芳花，有的群众在公园
里悠闲漫步，有的项目建
设工地机声轰鸣。对这几
年来龙山街道的大变化，
村民赞不绝口。

福 清 龙 山 街 道 于
2016年成立，处于城乡接
合部，城区高楼林立，村
庄良田风光旖旎，有着丰
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这些为建设美丽而魅
力的村居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

谈及经验做法，龙山

街道党工委书记林立、办
事处庄志主任表示，近年
来，龙山街道进一步凝心
聚力，不忘初心，广大党
员、干部担当尽责，街道
办在实践中善施良策，以
务实的作风，不断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标
学习，挖掘潜力，致力于
建设美丽乡村和打造魅
力城区街道，在多方面取
得了较大成效。

今年初以来，龙山街
道努力优化产业结构，推
动多元产业发展，讲求增
收增效，同时搞好环境综
合治理，力求水清、河畅、
水绿、花芳。

福清市龙山街道

搞好乡村振兴推进城区发展

福能海峡口腔添3家门诊
开启“一城四院”新格局

刘家富出生在连江县苔菉
镇茭南村的一个小渔村。刘家
富回忆，当年，他从连江一中毕
业考入上海水产学院，算是圆
了自小的“渔业梦”。大学毕业
后，他顺利进入了连江县水产
技术推广站，并安排在该县渔
场指挥部从事渔情渔场工作。

上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
过度滥捕和粗放的作业方式，
曾经年捕捞量达万吨甚至数
十万吨的闽东大黄鱼出现了
连年急剧下降的状况。时任
连江县水产局渔业资源调查
员的刘家富萌生了通过人工
育苗保住大黄鱼资源的念头。

为进行大黄鱼人工繁育
研究，1981年底，刘家富主动
向组织要求，带着几大缸的

鱼类标本和几纸箱鱼类养殖
资料，调到了原宁德地区水
产技术推广站。从此，他的
足迹开始遍及与鱼苗繁育有
关的渔场、海区、养殖场等地
点，经常吃住在一线。

1987年 5月 9日，刘家富
用野生鱼培育的亲鱼20尾做
分组催产试验，其中一组自
然产卵了，并于当年育出第
一批 7374尾鱼苗。紧接着又
是 5 年的科技攻关，终于在
1990年实现了百万尾规模的
大黄鱼全人工批量育苗。

1992年，在刘家富带头下，
宁德市水技站试验场成立，进
行海水养殖新技术、新品种及
病害防治技术的试验、示范与
推广，并向社会提供技术服务。

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原站长刘家富获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研究大黄鱼40年 年过八旬仍战斗
日前，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国防科工局6部门向全社会发布2021
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共有10人获此称号。

其中，有一位水产科技工作者，他一生坚守
一尾大黄鱼，和团队一起，立足基层渔区，首创了
大黄鱼人工大规模繁养技术，为我国海水养殖业
发展和闽东沿海的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他就
是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原站长刘家富。

昨日，在刘家富的工作室，面对荣誉，他坦
言，这是党和国家对他这么多年工作的肯定，即
便如今年过八旬，他依然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
识，为大黄鱼产业贡献微薄之力。

“现在，没法像以前一
样随便下基层了，只能在工
作室里为需要帮助的单位
和群众解决水产养殖方面
的问题了。”在工作室里，年
过八旬的刘家富告诉记
者。关于今后的研究方向，
以及对大黄鱼养殖事业的

展望，他提出四点愿望：
一是要坚持产业高质量

发展，创建独具特色的精品。
二是针对大黄鱼产业的育苗、
养殖、加工、流通等各产业链
薄弱环节，根据质量安全、环
保、优质、节能高效等要求，
遵循高质量发展原则，对大

黄鱼养殖进行完善与提升。
三是通过机制和技术创新，能
够让年轻一代技术骨干下到
基层，做好技术服务的最后
一公里，同时由地方政府帮
助养殖户，引导群众将“海上
社区”管理机制建设为常态
化。四是观念更新，水产养

殖不仅仅是凭借“经验”，更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在更新换
代，应当通过原种子一代规
模化增殖放流与强有力的资
源保护措施，以及从饲料、药
品等多方面科学养殖，从而建
成独具我国特色的大黄鱼精
品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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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住一线 只为保住大黄鱼

年过八旬 工作室里为渔民服务

刘家富（中）带着学生做实验（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