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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福建省科学技术
厅公布 2023年福建省科技
特派员（闽藏协作）名单，
共有 54名入选。他们也是
福建省首次专项选认的

“闽藏协作”科技特派员。
据悉，为助力西藏昌

都市“三区一高地”建设和
经济社会发展，为昌都市
农牧业、林草业等行业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专项

技术服务，我省开展 2023
年福建省科技特派员（闽
藏协作）选认工作，此次入
选的省科技特派员（闽藏
协作）经个人申报、西藏昌
都市需求单位筛选，以及
福建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
与昌都市科技局分别审核
确认、省科技厅研究后产
生。

此次被选认人员来自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福建
农林大学、福建省林业调

查规划院、福建省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福建省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福建省气象局、福建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建
省医疗保障基金中心、晋
江市农学会、漳州台商投
资区角美镇人民政府、永
春县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服
务中心等我省近 40个企事
业单位的专业技术、管理
岗位人员，具有中级职称
或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并具有相关科技成果或科
技服务经验。据悉，他们
将到昌都农牧业、林草业、
生态工业、生态旅游、医疗
保障、自然资源利用开发
等行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开展专项技术服务，包括
八宿县农业农村局等几十
个单位。

相关通知要求，各派
出单位要强化科技特派员
日常服务管理，支持科技
特派员为昌都市开展科技

服务工作。福建省第十批
援藏工作队、昌都市科技
局将为福建省科技特派员
（闽藏协作）每人安排 2 万
元工作经费。省科技厅将
于 8 月下旬和 9 月中旬各
集中组织一批福建省科技
特派员（闽藏协作）前往昌
都市开展现场科技服务，
每批服务时间 2~4周。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
到，今后，我省将每年选认
一批福建省级科技特派员

（闽藏协作）到昌都开展为
期 1年的专项技术服务，促
成不少于 10家福建科研院
所与昌都企事业单位建立
合作关系。推动实现“订
单式”需求对接、“菜单式”
服务供给，推动福建科技
特派员制度先进经验和有
效做法在昌都落地开花，
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由第
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
拓展，促进“三产”融合，实
现全产业链覆盖。

“闽藏协作”科技特派员 首批专项选认名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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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州市市场监管
局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制定
的《企业开办服务准则》正
式发布。这是我省首个关
于企业开办服务的地方标
准，将“零延时、零费用”刻
章、“六合一”服务等创新探
索变成统一标准，造福更多
市场主体。

按照规定，开办一家新
企业，要完成设立登记、印章

刻制、发票申领、“五险一金”
登记等一系列程序，涉及市
场监管、税务、人社、医保、公
积金中心等多个部门。2018
年，在福州办结这些事项要
8.5个工作日；如今，办结同
样的事项，只需3个小时。

在全国营商环境考评
中，福州市开办企业耗时评
价指标曾获满分，被评为全
国最佳表现。在这背后，是
福州市在企业开办服务方
面持续推动的改革创新。

过去，开办企业的各个
程序是“串联审批”，前一个
部门审批后，才能进入下一
个环节，耗时较长。福州探
索将各个审批事项跨部门
整合，开展设立登记、印章
刻制、发票申领、“五险一
金”、无偿代办、开办咨询等

“六合一”，将所有审批事项
变成“一件事”，办事效率大
幅提升。

对于市场化服务的印
章刻制环节，福州市通过将

刻章服务点引入政务大厅
的方式，在全国率先推出企
业开办刻章“零延时”“零费
用”服务，让企业在递交申
请设立材料时就同时申请
刻章。完成企业设立登记
审批后，可同步领取营业执
照和一套免费印章，实现开
办企业全程“零收费”。

如今，这些创新之举，
全部被吸纳到《准则》中。

“除了这些具有福州特色的
创新服务，《准则》还包括办

理材料、办理流程、服务要
求、监督、考评与改进等内
容，涵盖了开办企业各方面
的工作要求与工作标准。”
福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申报环节上，《准则》坚
持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
除了到政务大厅申请，市场
主体还可申请“非现场办理
服务”。最新研制的智慧审
批自助服务终端已布设在
福州高新区企业开办窗口，

之后将拓展延伸至全市范
围。此外，在银行网点设立

“企业开办便民服务点”，将
企业设立窗口延伸至全市
239个合作银行网点，由银
行网点协助办理登记，进一
步方便群众。

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截至
今年 6月，福州市实有市场
主体达 106.77万户，同比增
长11.47%，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势头。

“从8.5个工作日到3小时办结”
福州发布全省首个企业开办服务地方标准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通讯员 陈晓静 文/图）
近 日，在福州马尾区琅岐
镇吴庄村、云龙村等地，农
户们抓住晴朗的好天气抢
收早稻，确保颗粒归仓。

稻田里的稻穗颗粒饱
满，随微风摇曳，空气中弥
漫着阵阵稻香，村庄、村民
被金灿灿的稻海包围，呈现
出一幅幅洋溢着丰收喜悦

的田园画卷。
随着收割机在水稻田

里不断前进，一株株水稻
被收割机的割台“收入囊
中”，水稻进入机器的脱粒
处理部位之后，稻穗上的
稻谷全部被脱离，最后，秸
秆从机器的尾部落下，整
齐地排列在稻田里。全部
收割完后，收集好的稻谷
通过机器上的一根大圆筒

自动排出。
据水稻种植大户叶其

朋介绍，今年共种植了270
亩的福建533品种水稻，目
前一亩可以收成 1000 斤。

“一亩水稻田，以前人工收
割时，得五六个人连续作业
四五个小时才能收完。现
在使用机械收割，20 分钟
左右就能收完。预计两天
即可完成 270 亩的水稻收

割。”叶其朋说。
马尾区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马尾
区出台了粮食种植补助政
策，不仅补助金额基本可
以覆盖水稻种植成本，还
大大提高了农户种植水稻
的积极性。今年马尾区计
划 早 稻 春 播 面 积 是 1000
亩，实际种植面积达 1281
亩。

海都讯（记者 吴雪薇）
“古厝新韵——福建省油
画家写生作品展”8 月 5
日在福建省画院开展。
本次展览由福建省文联
指导，福建省画院主办，
是福建省画院举办的规
模较大的油画采风作品
展。

据介绍，今年 5月底，

省画院组织全省 50 位油
画家，在福州开展了“古
厝新韵”写生活动，深入
探寻福州城市的历史文
脉。本次共展出反映福
州古厝景观和人文故事
的《庭院深处有人家》《情
满烟台山》《网红咖啡屋》
《红军园》《上下杭》等 150
件作品。

海都讯（记者 吴雪薇）
8月5日上午，“福满榕城——
2023年文艺名家送‘福文
化’进小柳社区活动”在福
州鼓楼区道山西路 146号
的“福望茗福文化小院”开
展，吸引了众多社区民众
参与。

各协会文艺家们为
社区居民准备了丰富多
彩 的“ 福 文 化 ”公 益 大
餐。福州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福州语歌曲原创音
乐人林书文老师唱起了
《福州福》《茉莉情》《咖
溜帮》等精彩的原创福州

语歌曲。此外，社区居民
还能现场体验各式非遗
文化，省级非遗传承人陈
君凡老师带厨师团队现
场烹饪“福小吃”同利肉
燕等。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
福州市文联主办，市民间
文艺家协会策划，与省雕
刻与设计艺术研究会、福
州文化艺术交流协会、鼓
楼区贸促会、南街街道小
柳社区、南仙茉莉志愿者
服务中心、福建福望茗商
贸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
承办。

用油画探寻福州历史

“福文化”进社区
居民家门口感受非遗魅力

福州马尾区琅岐镇

早稻抢收忙 田园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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