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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

本报讯（吴小翠）在沙埕镇台山列岛

海域，一眼望去，有不少的大黄鱼养殖网

箱遍布水域，浮动的渔排连接成片，大黄

鱼在网箱内或悠然自得戏水，或甩着尾

巴竞相逐食，养殖户告诉记者，近些年沙

埕海域的水质越来越好，养出来的大黄

鱼品质与野生大黄鱼相差不大。

“台山列岛远离陆地，水质干净，地

处鱼苗洄游地带，洋流又带来丰富的营

养物质，捕食天然鱼苗和浮游生物可以

保证大黄鱼的野性，同时我们还主动打

捞海漂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维护这片

海域的生态环境。”福建创源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丁景寿说。

福建创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大黄

鱼养殖规模常年保持在 100万尾，其野

化的成品大黄鱼每年可向江浙沪中高端

市场提供 50万斤，还为当地创造了 30多

个就业岗位，使当地村民在“家门口”便

实现了就业。

“我在渔排上工作，一年收入有 10

万元左右，不用外出打工就能赚钱，还能

照顾家里。”台山岛村民林益仙说。

海洋是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要地，近年来，我市在优先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为实

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我市大力提倡

生态循环养殖的理念，注重养殖与环境

的协调发展，不仅减少了海上养殖对海

洋环境的污染，还通过合理的野化密度

和科学的饲料投放，保证了大黄鱼的品

质和产量，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和

稳定。

据了解，福鼎大黄鱼年产量近 4万

吨，约占全国的 14%，产值约 15亿元；年

繁育大黄鱼苗约 15亿尾，产值 2亿元左

右，因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养出的黄鱼

个头大条形好，除满足本地需求外，还销

往周边的苍南、霞浦等地。

“为了保护好沙埕港这片海域的海

洋生态环境，这几年我市不仅加强了海

上养殖综合治理，还推进水产养殖尾水

治理，全市 49个养殖主体已基本实现达

标排放。”福鼎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副站长

郑守专表示，我市每年还组织开展水生

生物增殖放流，涉及品种有大黄鱼、鲈

鱼、真鲷、黑鲷、厚壳贻贝等，全力维护全

市海域生物多样性，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下阶段，我市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以海洋经济为引擎，积

极推动海洋旅游、海洋文化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海洋经济格局，推

动全市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 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 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薛青莹 陈兴丰）5月 21日，

我市首个银发人才发挥作用基层联系点

在福鼎市乡村振兴促进会揭牌成立。

据了解，我市现有省、市、县各级银

发人才 150名。银发人才发挥作用基层

联系点的搭建，旨在推动社会所需和银

发人才所能的精准对接，持续发挥银发

人才的智慧和力量。

接下来，福鼎市银发人才发挥作用

基层联系点将围绕党建党务、农业农村、

科教文卫等六个领域，选派 9名银发专

家作为驻点成员，安排专兼职工作人员、

志愿者协助开展各项工作，为银发人才

充分发挥作用提供服务保障。同时，充

分发挥市级基层联系点的桥梁纽带作

用，结合“1605示范工程”（重点挂钩服务

16个产业联系点、5个挂钩村），推行“需

求单位点单、联系点下单、银发人才接

单”的工作模式，有针对性地协调银发专

家进行现场指导、特色专业培训。

首个银发人才发挥作用基层联系点揭牌首个银发人才发挥作用基层联系点揭牌

本报讯（温丽芬）“大家一起为爱减负，不要让高

额彩礼绑架了美好婚姻……”日前，一场以“抵制高

额彩礼，倡导文明婚俗”为主题的文明实践宣传活动

在鼎文化公园拉开帷幕，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驻足

参与。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设置展板、

发放倡议书等方式，向市民详细介绍了高额彩礼的

危害，并强调了文明婚俗的重要性，引导大家自觉抵

制高额彩礼，争做婚恋新风的维护者。同时，活动还

邀请了多位婚恋专家和心理咨询师，为广大市民提

供婚恋指导和咨询服务，帮助大家解决婚恋中的困

惑和难题。

此次活动得到了市民群众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

应。“选择伴侣时最重要的是看对方的人品和双方之

间的感情，大家应该从自身做起，自觉抵制高额彩

礼、相互攀比等陈规陋习。”市民王先生表示。

本次活动由福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

服务总队）指导，市妇联主办。

倡导文明婚俗
引领时代新风
倡导文明婚俗
引领时代新风

5月 23日，记者走进磻溪镇赤溪村

畲乡巾帼创业社时，三三两两的畲族

妇女正围桌而坐，现场制作手工银

戒。一旁的展示架上，畲族头饰、原创

卡通玩偶、手工编织、彩绘鹅卵石等特

色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近年来，在市妇联的支持指导下，

赤溪村立足地方文化，鼓励和支持当

地妇女，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研发富

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充分拉动了

脱贫攻坚路上的“巾帼力量”。

温丽芬 摄

本报讯（卓若思）近日，龙安开发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联合龙安计生协会开展“‘化’出新风采，‘妆

’点新时代”5.29会员活动日暨家庭健康文明实践活

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理论和实操，邀请居民

们积极参与到化妆学习和健康知识问答中，并从妆

容步骤到护肤品选择、注意事项等，讲述化妆在工作

和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广大群众正确树立新时

代女性的自信和风采，获取更多健康知识，增强自我

保健意识。

龙安：

“化”出新风采
“妆”点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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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温丽芬）日前，在佳阳畲族

乡佳阳村，福鼎市聚缘家庭农场的农户

三三两两开着微耕机、喷洒除草剂，忙着

翻土、除草、追肥，为旱稻播种做好准备

工作。不远处，农机手一人一台手推播

种机，在一垄垄平整过的土地里来回穿

梭，随着机械下方的滚轮匀速运作，一颗

颗旱稻种子顺势落下，随后被嵌入土壤

中，很快就完成了一次旱稻机播作业。

“今年是我第一次尝试种植旱稻，准

备种植 200多亩，目前已经种植了 40多

亩，预计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全部完成种

植。”福鼎市聚缘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圣文

说，“如果今年收成不错的话，明年要扩

大旱稻种植面积。”

据了解，旱稻，又称陆稻，较耐旱，能

适应生长于无水旱地、坡地及干旱生态

环境。“在推动撂荒耕地实现复耕复种的

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田块面临水源不

足、引水困难等问题。”福鼎市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总站站长阙玉林告诉记者，为

了让缺水的耕地实现粮食复种，去年市

农业农村局尝试在缺水耕地种植旱稻，

已取得试验成功。

在此基础上，今年我市首次尝试在

山地种植旱稻，并选择了旱优 73、旱优

786、旱两优 116等抗旱能力较强的杂交

稻品种，采取机播、条播、撒播等播种方

式，全生育期在 120天左右。与传统水

稻相比，旱稻整个生育期需水以自然降

雨为主。在生育的关键时期，包括分蘖

期、孕穗期、抽穗扬花期、灌浆期遇干旱

时要适当补给水分，使水稻在土壤比较

湿润的状态下，正常生长发育，开花结

实。同时，“旱稻直播”是稻种直接播入

大田的一种稻作方式，无须育秧、起秧、

插秧等程序，具有省工省力、节本增效等

特点。

推广旱稻种植是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和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重要途径，除了佳

阳外，今年我市还在管阳、叠石、太姥山

等乡镇开展旱稻种植示范试验，全市旱

稻种植面积达 350亩。近段时间以来，

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向种植户示范推广旱

稻种植新技术，同时下派农技人员全程

指导种植户高标准开展旱稻种植生产，

为稳粮增效夯实基础，助推福鼎粮食产

业稳步发展。

我市推广旱稻种植我市推广旱稻种植

本报讯（叶菲菲）日前，福鼎一中联合市法院、市

检察院开展“美好青春，与法同行”大思政课堂“模拟

法庭”暨法治教育活动。

本次模拟法庭以校园欺凌情景剧表演为开端，

完整模拟了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各个环

节，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真实庭审现场，整个过程环环

相扣、严谨规范，同学们配合默契、入情入境，营造了

学法、知法、守法的浓厚氛围。最后，市法院家事庭

少年审判庭负责人充分肯定了同学们的出色表现，

并对案件中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进一步

加深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认识与了解，使法治思想深

入人心，伴随他们健康成长。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把社会资源生成、转化为课

堂资源，打造“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思政课

程+课程思政”双向互动、协调育人的新方式，构建

学校与社会同频共育的培养模式。

“法庭”进校园
“检校”护成长
“法庭”进校园
“检校”护成长

（上接 2版）牢底线思维，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推进福鼎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会上，副市长洪荣、郑兴邦、陈煦分别作相关工

作情况通报，并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要求。市直有

关部门对重大项目建设攻坚大会战“三比三赛一攻

坚”工作作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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