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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通讯员 刘祖培） 昨日，记
者获悉，泉州泉港智慧停车
项目在全区 24个路段共规
划设置 5208 个停车泊位，
近期，该区对停车泊位进一
步修整，完善智慧交通设施
设备，推进泉港智慧停车项
目全面完成。

记者在智慧停车泊位
施工现场见到，施工人员正
在安装地磁感应器，利用砂
浆垫平路面，云石胶固定住
二维码，很快一个智慧停车
码就安装完成了。像这样

的地磁感应泊位，在泉港已
有 1020 个在正常运行，有
助于解决停车难问题。

“之前找不到车位，为
找个车位到处转，尤其是遇
到紧急事务时，浪费了很多
时间，又多花费油钱。有了
智慧停车管理，僵尸车也开
走了，停车更方便，省时又
省力。”市民黄先生说道。

据了解，智慧停车是通
过运用物联网技术将传统停
车场设备智能化。只要车主
将其车牌号或手机号录入智
慧停车系统，系统就可以根据

车主需求，为其找到目的地所
在位置的空车位，并引导车主
至准确的位置停放车辆。

“我们通过运用物联网
技术，将传统停车场设备智
能化，让其有感知和探测能
力，通过绑定停车位的位置
信息、编号信息、时间信息，
让物联网设备能够准确地知
道该泊位的情况。”泉州市泉
港智慧停车有限公司运营部
经理许先生表示。智慧停车
项目不仅通过先进的技术和
数据赋能，实现泉港区停车
一体化管理，缓解了城区路

段停车难、乱停车现象，同时
还将停车数据反馈给公安、
交警、城管等重要部门，共同
实现城市智慧管理。

据介绍，此次泉港规划
建设的 5208个智慧停车泊
位，截至目前已完成3494个
智慧化泊位的改造，建设诱
导屏22套，收费提示牌290
个等前端智能化设备，主城
区主要路段已经基本完工。
下一步，泉港还将针对停车
难、停车乱的路段进一步规
划完成泊位等基础设施建
设，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工。

泉港将建5208个智慧停车泊位
主城区主要路段的智慧停车泊位已基本完工

海 都 讯（福 建 日 报
文/图） “通车啦！通车
啦！”近日，历时 6个多月施
工的龙岩永定区至中心洋
村硬化道路竣工通车，当地
村民奔走相告。“原来通往
龙潭镇的公路，要绕道适中
镇和梅林镇。今儿这条新
路通了，只要 20分钟，比原
来快了 3倍！”村里的蜂农
王大哥乐开了花，做生意、
跑农务更勤更欢了。

近年来，福建省委、省
政府连年将“四好农村路”建
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全省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各地

党委政府狠抓实施，全省累
计建成农村公路9.4万公里，
全省通建制村公路60%是双
车道，超80%陆域乡镇可在
30分钟内上高速公路，实现
了“镇有干线、村通客车”。

今年以来，福建省交通
运输部门克服了疫情、自然
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四好
农村路”为民办实事项目提
前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截至
8月底，全省农村公路建设
与改造累计完成为民办实事
项目投资62.8亿元，占项目
总投资50亿元的125.6%，其
中农村公路建设58.0亿元、

危桥改造3.4亿元、农村公路
安保工程1.4亿元。农村公
路建设与改造完工 2092.4
公里，占年度计划1500公里
的 139.5％；安保工程完成

1472.4 公里，占年度计划
800公里的184.0％；危桥改
造完成 150座，占年度计划
150座的100％，有力促进社
会经济稳定发展。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昨日，记者从泉州市文
旅局获悉，为落实常态
化 疫 情 防 控 措施，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安全有序开
放，当前，泉州市各大文博
场所在正常对外开放的同
时，要求市民游客入馆时
需出示 72 小时核酸阴性
证明。

市民游客凡是进入
泉州市图书馆、泉州市

艺 术 馆 、泉 州 非 遗 馆 、
泉 州 海 外 交 通 史 博 物
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
址陈列馆等文博场所，
需接受工作人员测温、
查验预约码、健康码绿
码、行程卡、72 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入馆期
间，要求全程佩戴好口
罩，保持 1 米以上的安全
社交距离，尽量避免聚
集。

N央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规定》，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规定》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吸收了全面从严治党
的新鲜经验，健全能上能
下的选人用人机制，对于
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
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

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执政骨干队伍，具有重要
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
门要切实扛起全面从严管
党治吏的政治责任，做到
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
长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常态化。要坚持严管和厚
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做好深入细致思想工作，
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
性。要加强督促检查，对
贯彻落实《规定》不力的，
严肃追究责任。

《规划》明确了泉州市
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
业发展领域，围绕海洋生物
资源“全值化、高值化”综合
利用和产业布局“全链条、
高级化”导向，以市场为牵
引，着重“补链、延链、扩链、
强链”，加快突破，不断拓展
产业发展细分领域，提升产

业发展整体能级。
海洋药物方面，重点开

发海洋原料药、海洋药用辅
料和海洋现代中药，提升规
模化生产能力，积极引进海
洋创新药研发成果转化孵
化项目。

海洋生物制品方面，重
点开发海洋新型生物材料，

具有调味、增塑等功能的海
洋食品添加剂、海洋功能性
食品，以及海洋农用生物制
品、海洋化妆品等。

海洋健康食品方面，
重点开发海洋休闲食品、
鱼糜制品以及营养配餐、
代餐食品等海洋特色健康
食品，不断挖掘海洋食品

潜力市场，丰富海洋健康
产品谱系。

初加工和预制菜方面，
重点优化水产冷冻初加工、
做大海鲜预制菜、开发特色
腌制品（干品）。引导企业
加大设备更新改造投入，改
善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
力。

到2025年 打造5~7个海洋特色集聚区
泉州出台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推进“海上泉州”建设

全市各大文博场所

入馆需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
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

能下规定》

全省“四好农村路”超2000公里！
年度任务提前超额完成

9月19日，记者从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获悉，近日，泉州市海洋经济产业发展小组办公室印发《泉州市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发展专项规划（2022—2030年）》（简称《规划》），提到至2025年，泉州将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5~8家，形成5个以上具有明显市场竞争优
势的特色品牌，全市统筹规划打造5~7个特色集聚区，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产值的比重达到60%以上，行业产值总规模达到500
亿元以上，初步形成全产业链布局、创新创业环境明显改善、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体系。

到2030年，泉州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12家以上，培育形成1~2个国际知名品牌，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产值的比重达到70%以
上，基本构建现代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体系，行业产值达到850亿元。海上牧场与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规
模突破1000亿元大关，力争打造成引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为建设创新型城市、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实习生 王炜焕

根据《规划》，记者了解
到泉州市海洋生物资源综
合利用产业发展重点推进
工程。

资源供应扩增工程方
面，聚焦扩大资源供应渠
道、提升原料冻储能力、优
化供应链金融服务，形成多
渠道供应格局，增强加工企
业原料资源获取能力。

企业引育发展工程方
面，聚焦壮大龙头企业、做
强中小企业、发展初创企
业、推动“引陆下海”，形成
重点领域龙头带动、细分领
域做精做强，社会资本广泛
参与的发展格局。

园区孵化集聚工程方
面，聚焦产业园区建设，重
点打造石狮海洋生物科技
园、晋江经济开发区、永春
生物医药产业园、惠安崇武
产业园区、泉州开发区医药
产业园、泉州台商投资区德
润产业园、南安北部新城水
产预制菜产业园、泉港现代
海洋产业园。

品 牌 创 建 提 升 工 程
方面，聚焦打造特色品牌
集 群 、发 挥 中 介 服 务 功
能、拓展品牌产品国际市
场，增强品牌综合竞争优
势、扩大产品市场份额占
有率。

记者了解到，《规划》
明确了泉州市海洋生物资
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的总
体思路暨“1551”战略总思
路：

围绕打造国内先进的

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研
发、孵化和生产基地城市 1
个战略总目标；系统布局
海上牧场（另行规划）、海
洋药物、海洋生物制品、海
洋健康食品、初加工和预

制菜等 5大领域；实施资源
供应扩增、企业引育发展、
园区孵化集聚、创新转化
示范、品牌创建提升等 5项
工程，持续增强产业发展
动力源，实现产业发展规

模大幅提升，龙头企业创
新发展和市场拓展能力明
显提升，努力建成国内先
进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
用研发、孵化和生产基地
城市。

“1551”战略总思路 持续增强产业发展动力源

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细分领域 提升产业发展整体能级

推动“引陆下海”
细分领域做精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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