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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本单位遗失由霞浦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下浒信用社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033000393903。声明作废。

霞浦县下浒镇工会联合会
2023年5月30日

本单位遗失行政事业单位往来资金结算票据，注
册号：闽财（2015）票字第 36 号，票据号码：00725451、
00725460、00725462、00725464。声明作废。

周宁县泗桥卫生院
2023年5月30日

本店遗失2018年5月17日由宁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JY13509000018912。声明作废。

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爱亲母婴用品店
2023年5月30日

章新华遗失儿子章云涵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T350101326。声明作废。

挂失人：章新华
2023年5月30日

本单位遗失福建非税收入票据92份，
票据号码：03971559 至 03971650，注册
号：闽财(2010)票字第 02 号。声明作废。

周宁县公安局咸村派出所
2023年5月30日

遗失
声明

由我司承建的福州港沙埕港区福建鼎盛钢铁有限
公司配套码头工程项目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通过竣工
验收，目前本项目部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我
公司现在通告所有班组及农民工，您如果存在被我公
司本项目部、分包单位及班组拖欠工资情况，请速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前，来我公司承建的项目部结算并领
取工资。

特此声明！
福建省港口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5月30日

声 明
杨培锋：

本院受理原告汤细莲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闽 0902 民初 304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5月30日

公
告

本单位遗失由中国银行宁德
分行开户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030001350901。声明作废。

宁德八都灵山寺
2023年5月30日

本人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流水号：闽（2018），编
号：078373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潘昌颜
2023年5月30日

张作弟、蔡陈芳夫妇遗失儿子
张良燊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L350481831。声明作废。

挂失人：张作弟 蔡陈芳
2023年5月30日

黄常峰、黄秀英夫妇遗失儿子黄锦
宝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T350112520。
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常峰 黄秀英
2023年5月30日

本单位遗失福建省村集体专用
收款票据，票据号码：7556757。声
明作废。

周宁县狮城镇洋庄村民委员会
2023年5月30日

占晓燕、刘远夫妇遗失女儿刘欣愉
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L350577467。
声明作废。

挂失人：占晓燕 刘远
2023年5月30日

遗失
声明

海天一色水蓝蓝，碧海清波入画来。
日前，记者从霞浦县城驱车来到该县北壁
乡池澳村。池澳村位于东冲半岛南部，三
面环山一面临海，辖池澳主村及西牛角、
石人下两个自然村。鲍鱼，是池澳的支柱
产业，2022 年，该村鲍鱼养殖年产值约 5
亿元。

养鲍需要劳动力，这吸引了大量外来
人口前来就业。村内，川、黔、皖等外省车
牌极为常见，天南地北的人汇聚于此。全
村目前共有 344 户、常住人口约 1600 人，
本村村民与外来务工人员人数相近。“因
妹妹嫁到北壁乡，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
我来池澳从事鲍鱼养殖工作已经六七
年。从老家过来需要坐火车再转汽车，所
以有的春节也陪着鲍鱼过。我们一般每
天凌晨四、五点出海，把一笼笼鲍鱼拖到
渔排上投喂，这段时间，我每天要投喂270
笼鲍鱼。靠着这行当，每年我大约能有10
万元务工收入。”来自安徽六安的陈先生

表示。
“海上养殖业不仅吸引了外省务工人

员来村，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里住宿、
餐饮等配套产业的发展以及村内闲散劳
动力增收。2022 年，池澳村老人、农闲妇
女等群众的总收入较 2021 年提高约 200
万元。”该村党支部书记林振说。

鲍鱼产业发展旺了，村民致富更有盼
头。码头是池澳村最繁忙的地方，成排船
只在这里停靠，一笼笼鲜活鲍鱼被送上
岸，工人们将鲍鱼就地进行打包、称重、装
箱等工序后，由冷藏车送往福州等地分
销。码头上，养殖户韦仲华掰着手指头给
记者算了笔养鲍“经济账”：他在池澳已有
五年养殖鲍鱼的经验，购买和养殖鲍苗一
般在每年清明前后开始，当地鲍鱼生长周
期约 15 个月；去年，扣除人工、饲料、损耗
等成本，靠着养殖鲍鱼净收入约 50 万元；
今年，他养了 6000 笼鲍鱼苗，如按往年一
笼纯收入100元的行情算，将带来约60万

元纯收入。
提起养鲍“钱”景，池澳村养殖户吴恩

爱变得健谈起来：“这几年来，海洋环境改
善了，海水水质越来越好，鲍鱼养殖的品
质和口感也上来了。今年，我养了3000多
笼鲍鱼苗，养殖过程中，和员工一起日复
一日地‘扎’在渔排上，这些辛苦都是值得
的，今年待收成后，我大概能有200多万元
的营收。”

吴恩爱所说的“水质变好”，得益于
近年来我市持续做好海上养殖综合整治
与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曾经，粗放、无序
的海上养殖模式，不仅制约了池澳海上
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也对海洋生态环
境造成一定影响。“清海”行动开始至今，
北壁乡对池澳村水产养殖进行科学规

划，助力推广新型环保‘筏式养殖’模式，
该养殖模式相较传统渔排养殖能更好地
起到防风浪、抗台风等作用，吊笼里的鲍
鱼附着力强，吃起来口感也更好。同时，
该村逐步建立鲍鱼、海带、龙须菜混合养
殖区，让养殖海带、龙须菜既可用于销售
也可用于喂养鲍鱼。

“近年来，我们在推动海上养殖综合
整治的基础上持续促进海洋渔业转型升
级，从树立生态养殖新理念、改变传统养
殖方式等方面下手，持续改善海上养殖设
施和环境再提升，带动养殖户增收，以实
际行动将池澳变为碧海蓝天间的‘海上田
园’。”北壁乡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 本报记者 兰强 余根坤 陈容
通讯员 林建忠

霞浦池澳：

南来北往聚渔村 只缘养鲍“钱”景好

作为回乡创业新型农民典型代表，黄高英深知
科学在现代农业中的重要作用。自 2013 年创立福
建圣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来，她不断引进新技术、
新品种，创新销售模式，成功带领其家乡寿宁县平溪
镇燕窠村的农户们走出一条致富路，荣获“2015 年
宁德市劳动模范”和“2023年福建省劳动模范”。

“要想获得好收成，选对品种是关键。”黄高英
说。通过对本土气温、光照、土壤、水质等多方面因
素的考察，黄高英因地制宜，引进大白、大毫、长芒子
与处暑红锥栗等高优锥栗新品种，带头尝试农业种
植的“新可能”。

为了更好地发挥优质苗木的优势，黄高英还多
次邀请大学教授、农业专家等现场指导，并引进专业
高级技师进行制茶、专业管理团队对茶园及茶叶进
行科学管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科技与人才的加持下，福
建圣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迅速成长起来，相继获得
硒锌绿谷、福建省巾帼示范基地、省级和市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等荣誉。

立足于企业的成长，黄高英积极为家乡的农户提
供指导，建立可视化示范茶园，实行与农户合作的“三
零”唤土技术（零化学、零化肥、零农药），提高农民对农
产品质量的保障意识，并争取开拓茶园锥栗机耕路20
公里、硬化道路12公里，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在黄高英的带动下，家乡燕窠村大变样。“现在，
农户技能及种植水平和收入都有显著提高。我们本
地产出的茶叶荣获海峡两岸茶王赛银奖、宁德市第
九届茶王赛金奖等奖项，其中，‘燕窠锥栗’更是一炮
而红，成为闽东的明星农产品。”黄高英说。

她还通过成立电商网络平台与农户专业合作
社、设立线下销售门店，进一步为当地农户开拓销
路、增加收入。目前，农户人均年纯收入达到16000
元以上，同比增长了20%。

据统计，其公司旗下的合作社成立近 10 年来，
已发展社员100余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户、低
保户4人、残疾户3人，为6户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脱贫效果显著。同时，黄高英还经常鼓励年轻人参
加各项技能培训与技能比赛，不断为家乡培养人才。

□ 见习记者 俞锦阳

5月26日，福鼎第十届民间茶王赛
开幕。该赛事是由福鼎市斗白茶协会组
织的民间斗茶赛，至今已经举办了十
届。此次赛事设置特别金奖1名，奖励
10 万元；金奖 2 名，奖励 6 万元；银奖 4
名，奖励 4.2 万元；铜奖 13 名，奖励 2 万
元；优质奖若干。斗茶赛为茶人之间技
艺切磋搭建的一个平台，且该比赛只选
择福鼎白茶中的白毫银针，是一场福鼎
白茶白毫银针的排位赛。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摄

深化海上综合治理 实现高质量发展

黄高英:

用科技和创新改变乡村

本报讯（记者 郭晓红）5 月 26 日，2023 年宁德
市职业教育服务企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暨宁德市职
业院校联盟工作研讨会在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召开，
市教育局、人社局、工信局及全市 11 所中职学校相
关负责人，宁德新能源、时代新能源、上汽集团、青拓
集团等9家企业相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职业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就业等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我市积极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了人才培养
与重点产业精准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培养输送
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本次会议旨在服务
四大主导产业及“8+1”特色农业，做好职业院校联
盟中高职衔接工作，提升“三二分段制”人才培养质
量，形成“政行企校研”的良性互动，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会上，本着“产教融合、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参会企业代表与职业院校就
实习与就业岗位开发、实习实训基地共建、联办订单
班（冠名班）、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等工作进行深
入交流和讨论。各中职院校就转段考核方案与五年
制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进行研讨。

2023年宁德市职业教育服务
企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林鼎 通讯员 兰文
馨 文/图）5 月 24 日，在赛岐镇象环村大
棚葡萄种植园内，一串串刚结果的阳光玫
瑰葡萄长势喜人，果农们抢抓农时，按标
准对葡萄串进行疏果、整穗（右图），让葡
萄树能够集中养分，培育出更大、更甜的
葡萄果实，提高葡萄的品质和品相。

据了解，福安是福建省葡萄栽培面积
最大、产量最高、效益最好的生产基地和东
南沿海最大的主产区。经过 40 年的种植
发展，目前，福安市葡萄种植面积达 8 万
亩、鲜果总产量近 10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
约 35 亿元，市场上销售的葡萄品质上乘，
口感香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近年来，为
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福安市积极探索葡萄
标准化管理，针对藤蔓修剪、疏花疏果、施
肥等环节，总结出一套完善的管理标准，并
通过农技人员将这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
理模式带到田间地头，让农民掌握更多的
知识和技能，提高种植效益，增强农民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福安：

葡萄棚里疏果忙 标准化管理促增收

本报讯（记者 张
瑜 通讯员 叶宝招）为
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税法
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
学生树立正确的税收法
治观念，近日，周宁县税
务局以青年文明号开放
周活动为契机，组织青
年文明号志愿者深入该
县玛坑中心小学开展

“情系儿童送教入校，青
号携手点亮未来”主题
活动。

在税收课堂上，税
务干部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贴近生活的实例和
趣味问答的互动，给学
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
的税收宣传课，并为学
生们赠送书本，带领他
们走进“税收世界”，了
解“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税收性质，提升青
少年对税法的认知。课
后，税务干部还携手学
生们在信纸上畅想未
来，学生们通过给自己
写一封信的方式向未来
的自己表达目标与梦
想，与自己进行一场跨
时空的对话。

下一步，周宁县税务局将不断
丰富税收普法形式，进一步扩大税
收普法的覆盖面，将税法知识送进
千家万户。

劳动创造幸福
致敬劳模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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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远帆 陈晓霞）为进一步压实责任，
充分发挥干部监督作用，督促基层干部积极履职尽
责、主动担当作为，连日来，古田县委组织部通过个
别谈话、集体约谈的方式，针对全县个别存在连续三
年村财零增长以及三年以上未发展党员问题的村，
对有关乡镇（街道）组织工作分管领导、包村领导、村
党支部书记开展了提醒谈话，不断增强乡村干部担
当意识，知责履责尽责。

为确保谈话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古田县委
组织部分别结合村一级的工作实际和村级建设存在
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拟定了谈话提纲，并确定了
以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作为主谈人员。同时，根据
谈话对象、存在问题的共性及差异，灵活采用个别谈
话与集体谈话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分析问题原因，提
出整改要求。

据了解，本次谈话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关爱的原
则，分管领导在谈话之初即表明谈话的用意重在提醒、
督促进步，更是对今后工作的再加压、再鼓劲。参与谈
话的一线干部们纷纷表示，这样的谈话既是压力也是
动力，下一步将主动作为、集思广益、力争破解难题，整
合资源优势，抓实问题整改，力促村级建设提质增效。

“靶向”式提醒谈话
促干部履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