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
智

慧

海

都 2025年2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林威 美编/唐昊 校对/德峰

A05智 慧 海 都
968880

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
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50500422213505004222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中国工商银行泉州分
行立足“大消保”定位，秉承

“聚力合作赋能”金融教育
宣传理念，加强联动沟通，
在 2024年全年统筹部署常
态化金融教育宣传工作，通
过深化模式创新和渠道拓
展，高效务实开展金融教育
工作，助力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

立足网点，创新金融
教育形式。该行全辖网点
立足网点阵地，依托“工行
驿站”公益服务品牌影响
力，通过播放宣传标语、视
频，展示海报，以及设置公
众教育（消费者权益保护）
区和咨询台，摆放宣传折
页、发放资料、举办金融微
沙龙等多种形式，普及金
融知识。同时，选派优秀
员工担任宣传员，他们凭
借出色的沟通能力和形
象，现场向公众传授金融
知识，解答疑问，确保每位
来访者都能深入了解并掌
握相关金融知识。此外，

“微沙龙”形式让学习过程
更加生动有趣，真正让金
融知识深入人心。

丰富渠道，拓展宣传
深度广度。该行动员员工

通过新媒体渠道，采取通
俗易懂的方式宣传；在泉
州工行微信公众号上常态
化发布金融知识和政策解
读；通过线上多媒体平台
普及消保金融知识，扩大
教育宣传覆盖面，有效提
升金融消费者维护合法权
益的意识。积极调动全体
员工积极参与，探索金融
知识普及工作新渠道、新
模式，采用原创消费风险
提示漫画形式，为金融消
费者和投资者提供高品
质、公益性、全天候、开放
化的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
动，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
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辨别
能力和防范意识，持续完
善消费者教育宣传长效机
制，织牢织密风险防控安
全网。

常态宣传，深化金融知
识普及。该行以多种形式
深入开展日常教育宣传活
动，成立多支金融知识宣传

“工银护暖志愿队”，积极
“走出去、面对面”，聚焦“一
老一少一新”，关注特殊人
群，深入社区、学校、商圈、
企业、农村及农民工群体
等，宣传金融消费者八大权

益、防范非法集资、新型电
信诈骗等金融知识，满足不
同群体的精准金融需求，不
断加深广大市民群众对金
融知识的了解，增强各类客
户群体的金融风险防范意
识。

强化培训，提升全员金
融素养。该行持续加强员
工消保培训力度，提升各层
级消保意识和服务能力。
通过晨会、夕会、案防会、业
务培训会等形式不定期开
展内部教育和培训工作，严
格落实金融营销宣传话术
和服务行为标准，培训对象
覆盖中高级管理人员，基层
员工及新入行员工，通过不
断修炼好“内功”，真正将

“有温度的银行”理念落到
实处。

展望未来，中国工商银
行泉州分行以做深、做细、
做牢的方式多渠道高效务
实开展各类消费者教育宣
传活动，加强金融知识宣传
和金融风险提示，持续提升
重点客户群体金融素养，不
断优化金融生态，助力人民
群众更好共享金融改革发
展成果。

（郑明瑜）

中国工商银行泉州分行
常态化做好金融教育宣传工作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通讯员 王婉仪） 2 月 20
日上午，泉州洛江区河市
镇九旬老人林老伯独自前
往附近山上的寺院。因老
伯常独自上山，所以家人
并未过多在意。然而，直
到晚上7时许，老伯仍未回
家，家人四处寻找无果后，
心急如焚地到派出所求
助。

接警后，考虑到老人
年事已高，可能在山中
迷路，河市派出所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
组织警力赶赴老人前往
的寺院了解情况，一方

面 针 对 老 人 的 体 貌 特
征、出行路线等展开研
判。同时，民警还联系
熟悉地形的村民共同参
与到搜寻工作中。

经过分析，民警发现
老伯可能在烧香返回的
路上误入了离家不远的
山林，大家沿着老伯可能
走的山路一路寻找。天
渐渐黑了，山上气温也越
来越低，给搜寻工作带来
了极大的困难。救援人
员没有退缩，穿梭在密林
之中，不断呼喊着老伯的
名字。

经过一晚上的艰苦搜

寻，2月 21日凌晨 1时许，
救援人员终于在一个较为
隐蔽的山坳里找到了迷路
的老伯。经检查，老伯身
体无大碍。随后，民警小
心翼翼地将老伯搀扶下
山，将其送回家中。见到
老人安然无恙，家人激动
不已，连连道谢。

九旬老伯迷路 警民合力寻回

离开芥菜地，专家们
马不停蹄来到当地一处农
场。农场主正为大个脐橙
枯水、木栓化的问题愁眉
不展。两位专家在果树下
展开了现场教学。

“首先要考虑降水原
因，脐橙果树成长的每一个
时期对水量的要求是不一
样的。”陈发兴指出问题并
建议可以采用滴灌方式控
制水量，并自制发酵肥来施
肥。两位专家还敏锐发现
这位农场主对脐橙果树施

肥量把握并不准确，存在急
于求成的心态，导致浪费了
很大一部分化肥。

一棵长势有些颓废的
老脐橙树，让农场主很是
烦恼：“这棵老树去年脐橙
结果满满当当的，今年似
乎出问题了。”

如何拯救？陈发兴现
场指导如何科学地疏剪枝
叶，并给出后续诊疗方案：
围绕着老树，挖坑 40 厘
米，斩断多余的老根，在坑
里施肥，同时，还要注意产

果管控。
在现场教学过程中，

两位专家要求跟学的研究
生要和农场主保持联系。
两人认为，这个农场很注
重产品溯源工作，有规范
的运用科技手段使用农事
记录，学生在后续跟踪学
习时可以通过定期采样、
AI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在
增长学识的同时，通过助
力建立科学的种植管理体
系，帮助农场主实现降本
增效。

专家下乡“传经”破解果蔬种植难题
福建农林大学专家走进南安蓬华，助力农业产业“加速跑”

在南安蓬华镇，除了“蓬
华芥菜”，“蓬华脐橙”也是远
近闻名。南安市蓬华镇党委
统战委员、副镇长王大榜告
诉记者，蓬华脐橙皮薄无籽，
而且果肉脆嫩化渣，果汁丰
富饱满且有独特微酸口感，
深受当地消费者喜爱。2018
年，“蓬华脐橙”成为南安市
首个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评审的农产品。

此次专家们还走进“蓬
华脐橙”重要产地之一的蓬
华镇山城村，深入了解该村
使用无人机开展施肥、运送
采摘“蓬华脐橙”的情况。

“无人机在节省成本、提
升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很好地推动蓬华脐橙产业
增产增效、农民增收。”王大榜
告诉记者，2024年，蓬华镇开
始在山城村试点无人机施肥
和无人机运送“蓬华脐橙”，目

前已较为成熟地推动无人机
在果园施肥、喷药的运用。此
外，去年11月，蓬华镇还携手
顺丰开展了蓬华脐橙搭“飞
的”活动，使用无人机运输一
天可运载完成两万斤，相当于
6名挑工的工作量，有效降低
了运输成本和安全隐患。

“可以采用脐橙树体中
间剪空的方式，提高施肥效
率。”在当天的现场教学中，
面对农户提出的如何提高无
人机施肥效率问题，两位专
家提出了改进建议，并鼓励
山城村要积极使用好互联网
平台，要向政府公共宣传平
台借力，充分发挥集体力量
带动宣传，进一步拓展客源。

此外，针对山城村各个农
场多样化种植树木，两位专家
建议可以开展林业科普宣传
活动，通过二维码识木的方式
连入国家级互联网平台。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通讯员 李智锰 文/图

近日，南安市蓬华镇
迎来了一场科技“及时
雨”，福建农林大学的专家
团队带着先进的农业知识
和技术来到这里，为当地
农户和农场主送上了一场
干货满满的现场教学，为
蓬华芥菜和蓬华脐橙的健
康发展“把脉问诊”。

2 月 26 日，记者从南
安市蓬华镇了解到，此次
前来的专家有福建农林大
学副教授、泉州市科技特
派员陈贵松，以及福建农
林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发
兴，还有一群热心跟学的
研究生。

2月24日，专家团队先
是走访了南安蓬华镇的部
分农场和种植场，重点查看
了“蓬华芥菜”种植地。

采访中，南安市蓬华
镇党委统战委员、副镇长
王大榜介绍，“蓬华芥菜”
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叶
茎浑圆、口感甘甜爽口，霜

冻后的叶片还会呈紫色，
更加美味，因此美名远
扬。黎阳村还曾培育出重
达30斤的“芥菜王”。

然而在 2023年末，黎
阳村部分芥菜地却遭遇了
根肿病的困扰。为此，陈贵
松副教授特地邀请了陈发
兴教授和福建农林大学的
潘腾飞副教授前来现场调
研诊治。经过专家们的悉
心指导，黎阳村的芥菜根肿
病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

当天，专家团队再次
来到黎阳村，查看一块新
种植的芥菜地时，发现患
病的芥菜与健康芥菜在根

部有着明显的区别：患病
的芥菜根部根须光滑稀少
且根部肿大，健康的芥菜
则根须丰富。

现场的农户们看到专
家后，立即化身“学生”，详
细咨询了患病芥菜生长缓
慢、阳光照射后脱水软化
的问题。

“这个根肿病影响到
了芥菜的疏导系统，阳光一
晒，芥菜的水分和营养跟不
上，芥菜主体自然就软化
了。”陈发兴一边拉过跟学
研究生，一边比画着芥菜根
部向农户解释，并建议农户
可以采用叶面喷施的方式

来缓解养分供应问题。
针对如何进一步控制

根肿病的问题，两位教授
则建议菜地要充分轮作，
同时要注意农户自行留种
的不科学性，多年过去种
子可能退化。

专家悉心指导 农户化身“学生”

运用无人机 助力产业发展

精准“把脉问诊”拯救颓废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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