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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光、林细义夫妇遗失儿子陈林诺的出
生医学证明，证号：L350337654。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建光 林细义
2025年2月18日

汤建森、江小英夫妇遗失女儿汤诗铭的出
生医学证明，证号：H350443867。声明作废。

挂失人：汤建森 江小英
2025年2月18日

本人遗失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证
号：C08329604。声明作废。

挂失人：岳文存
2025年2月18日遗失声明

本人遗失记者证，证
号：R35098166000004。声
明作废。

挂失人：缪勇
2025年2月18日

本人遗失由宁德市蕉城区农业农村局核发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证号：350902110206000079。声
明作废。

挂失人：汤李花
2025年2月18日

吴飞云、李正元夫妇遗失儿子李运宁
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M350509333。声明
作废。

挂失人：吴飞云 李正元
2025年2月18日

本人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证，证
号：兵字第202301027729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刘煜
2025年2月18日

本人遗失在福安市陵苑殡仪有限公司华
苑塔的林宜松骨灰寄存证，证号：00074143。
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安华
2025年2月18日

苏鑫炜、刘楚曦夫妇遗失女儿苏颂好
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W350159124。声
明作废。

挂失人：苏鑫炜 刘楚曦
2025年2月18日

本人遗失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证号：
C08328049。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达禄
2025年2月18日

吴成泉、钟佳慧夫妇遗失女儿吴珊珊的出
生医学证明，证号：P350521181。声明作废。

挂失人：吴成泉 钟佳慧
2025年2月18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郑燕颖 李珊珊）一年之计在于春，开
局起势见精神。春节刚过，柘荣县双城镇各大重点
项目已掀起复工复产的热潮，全镇上下鼓足干劲，施
工现场机器轰鸣、生产线不停转，全力以赴稳增长，
力拼首季“开门红”。

走进福建海诚药业有限公司中药饮片生产线建
设施工现场，只见多台大型打桩机轰鸣作响，忙碌地
进行着打桩作业。“为了确保节后顺利复工复产，我们
提前谋划，在春节后迅速组织工人返岗培训。目前，
所有人员已全部到岗、全面复工，工程进度正按计划
稳步推进，预计上半年能完成实验研发楼基础建设并
进行实验研发楼主体建设。”该项目负责人郑生文说。

据悉，今年，双城镇共谋划实施4个省市重点项
目，计划总投资1.9亿元。为确保项目顺利复工复产，
双城镇按照“六个一”机制要求，严格落实重点项目挂
钩联系制度，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当前面临
的困难以及发展诉求，协调解决用工、用地、投产、资
金等实际问题，通过“一对一”帮扶、“点对点”服务，精
准发力、攻坚克难，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加油鼓劲，
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柘荣双城：

复工复产进行时
奏响发展“奋进曲”

在深入践行大食物观的征程中，古田
县正以食用菌产业为笔，饱蘸创新与发展
的墨汁，绘就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踏入古田县，一排排整齐的光伏菇棚
错落有致地散落在乡镇间，在暖阳的照耀
下，闪烁着蓬勃发展的光芒。

多年来，古田县积极探索从传统粮食
生产向菌上建“粮仓”的转变。2024年，古
田食用菌产量飙升至94万吨，是粮食产量
的 8.5倍，产业链总产值达 280亿元，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1年居全市首位，达
到28102元。经过古田人民一代又一代的
努力，古田从一个落后的小山城茁壮成长
为“中国食用菌之都”。食用菌产业已成
为古田强县富民的支柱产业。古田县食

用菌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潇表示：“近年
来，我们牢记嘱托，以银耳为代表的古田
食用菌产业取得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最
大的食用菌商品化生产基地，银耳作为代
餐品‘飞入寻常百姓家 ’。”

工作日的早晨，满载着货物的卡车从
福建省古田县晟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
发去往全国各地。同样的场景每天在古
田的各个食用菌加工企业门前不断上
演。食用菌加工企业的兴盛发展，只是古
田县探索出的全国独一无二的食用菌“县
域工厂化”生产模式的一角。在这个模式
下，一、二、三产业在食用菌领域实现了深
度融合，为古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画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古田县拥有 600 多家菌包厂、烘干
厂、辅料生产基地和精深加工企业，还有
全国最大的食用菌批发市场、400多家电
商企业、2700多家网店以及3万多人的营
销队伍。它们围绕食用菌产业生产、加

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张巨大
的、无所不包的网，将古田食用菌输送至
日本、欧美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
14个乡镇（街道）近 200个村、5万多户菇
农参与到食用菌产业中，开发种植了 38
种菌种和菌类。

技术的迭代更新，是推动产业发展最
强动力，古田县食用菌研发中心一直致力
于食用菌种植技术的创新发展。该中心
主任张琪辉表示：“食用菌种植技术的创
新发展对于我们践行大食物观具有重要
的意义，它丰富了我们的食品来源，拓宽
了食品的领域。”古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
措施，通过出台《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八
条措施》，累计投入35亿元，实施食用菌产
业提效专项行动，提升标准化生产、育种
和科研能力。首创种植保险、“两权”抵押
贷款等服务，投放贷款67亿元。在科研推
动下，筹建全球食用菌可持续发展创新实
验室，引进 14家高校科研机构和 70多个

专家团队，孵化32家民营科研所，制订22
项国标、地标，承担18项国省课题，完成古
田银耳太空育种并活化，开发40多个系列
加工产品。

在产业模式上，古田也有着不小的创
新。古田建成“3+N”园区发展模式和“菇
棚光伏+”模式，打造全国首个食用菌数字
大脑，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品牌建设方
面，发布中国食用菌行业首本蓝皮书，举
办世界银耳产业发展大会，“古田银耳”以
147亿品牌价值连续两年位列全国食用菌
区域品牌价值榜第二位，古田荣获全国地
理标志百强县。

展望未来，古田县将围绕打造“世界
菌菇中心”、巩固行业地位和发展新质生
产力 3个方面持续发力，发挥国际平台作
用，输出技术、人才和产品，确立全国标准
和定价权，加强精深加工研发，不断推进
银耳入粮，探索增收富民新路径。

□ 王薇

古田：

以菌为笔 绘就大食物观新答卷

新春伊始，位于福鼎市桐山街道职
成路的福鼎市潇洒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便开启“忙碌模式”，工人师傅们手
指翻飞间，一个个圆润精巧的小笼包相
继成形。

“对食品行业来说，品质是第一关
键，我们对原材料的选择、生产加工以及
储存运输各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把
福鼎最正宗、品质最好的美食送到消费
者手中。”该公司负责人李玉容说。

李玉容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福鼎姑
娘，2012年大学毕业后，曾在福州、上海
等地工作。2020年，因难舍“舌尖上的乡
愁”，她决定返乡创办食品企业，主营福
鼎肉片、小笼包、蜜汁鸡翅等10余种特色
美食的加工及销售。

在创业过程中，除了严格把控产品
品质，李玉容还注重贴合不同年节的文
化内涵和各类消费群体的审美偏好，精
心设计产品包装，并积极利用微信、抖
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开展线上营销，为
品牌积累大量人气。

近两年，在福鼎人社等相关部门
主办的当地大学生创业项目成果展
上，李玉容的美食产品多次亮相，一款
款简约时尚、便于携带的美食产品受
到广泛关注，不仅有效提升了品牌知
名度，还吸引来山东、广东、浙江等地
众多经销商。

“回来之后感觉福鼎的创业环境很
好，政府给我们搭设平台宣传自己的品
牌，尤其这几年，政府还在不断加大福鼎
美食的宣传推广力度，对我的事业也有
很大的帮助。”李玉容告诉记者，接下来，
她打算进一步优化产品的包装设计，并
结合景区旅游推出一些特色伴手礼产
品，努力把自家的美食产品推向更广阔
的市场。

日前，在福鼎市鹿鸣泉茶文化有限
公司，公司负责人陈蓝宇正通过线上直
播向网友积极推介自家的白茶产品。去
年，陈蓝宇辞去高薪工作，怀揣着对福鼎
白茶的深厚情感创办茶文化企业，通过
电商直播形式，专注传播白茶文化、推广
白茶产品，吸引了许多茶文化爱好者的
关注。

“福鼎市委、市政府始终不懈地推动
福鼎白茶发展，我相信白茶的发展前景
会更加广阔，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也
想在白茶产业发展上有自己的一份作
为。”陈蓝宇说。

在直播间里，陈蓝宇娓娓讲述每一
片茶叶背后的故事；直播间外，陈蓝宇
坚持深入原产地精心挑选原料，对每一
款茶品都抱着近乎苛刻的态度进行反
复甄选，确保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喝到最
正宗、最优质的福鼎白茶。短短一年
内，陈蓝宇的茶叶产品便在市场赢得了
良好口碑，并获评福鼎市创业资助项目
优胜奖。

“福鼎市政府对我们各项创业政策
上的支持力度很大，让我们更有信心把
事业做好，接下来，我们将扩大线上品牌
的知名度，探索开展线下特色茶事体验，
在打造品牌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把福鼎
白茶文化推广出去。”谈及新一年的发
展，陈蓝宇干劲十足。

厚植创业沃土，培育“青创”繁花。
和李玉容、陈蓝宇一样，当前的福鼎，
还有一大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正用自
己的智慧和汗水努力追寻梦想，展现出
一派热火朝天、热气腾腾的青年创新创
业生动局面，这背后离不开当地良好的

创业就业环境。近年来，福鼎市推出了
一系列优惠政策与帮扶措施，为创业者
提供资金补助、税收减免等“真金白
银”的支持，涉及创业培训补贴、初创
企业经营者能力提升补助、开业补贴、
创业项目补贴等。同时，福鼎还成立创
业创新中心，通过完善和优化创业政策
体系，加强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开
展创业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创业氛
围，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全面、更加便捷
的服务支持。

“接下来，我们人社部门将积极通
过‘导师巡诊’等方式，提高青年群体的
创业技能。我们还会对一些青年创业
项目进行评审，对优秀项目给予 3万元
至 10万元不等的补助。同时，我们也将
积极开展创业项目成果展，通过展示他
们的产品，激发更多的大学生参加到创
新创业队伍中来，以创业更好地带动就
业。”福鼎市人社局就业股负责人钟利
晖说。

□ 本报记者 缪星 通讯员 夏岩缘

福鼎：

多措并举强扶持 青年创业涌新潮

春节后，霞浦县柏洋乡道路施工现场再度机器
轰鸣，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加大人员和设备投
入，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记者在霞浦县 S201线次差路段路面改造工程
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边沟施工、进行调平层施
工及沥青混凝土铺设。

S201线柘荣界至洋里路段现有道路为上世纪
90年代建成的贯入式沥青路面，已超期服役。为提
升该路段路面使用性能，霞浦公路部门会同地方政
府对该路段进行提升改造。项目投资1206.14万元，
总长 7.612公里，建设涵盖路基、路面、平面交叉路
口、交安设施工程等内容，加铺沥青混凝土路面，预
计于今年5月完工。

与此同时，柏洋乡“四好农村路”项目也正加速
施工中，柏洋乡柏洋至谢墩道路工程、柏洋乡松亮至
兴业路口道路工程施工现场，挖掘机手臂挥舞，运输
车来回穿梭，一派繁忙景象。

“柏洋至谢墩道路工程路线全长 3.669 公里，
由 3.5 米扩宽至 7.5 米，松亮至兴业路口道路工程
路线全长 2.217 公里，由 3.5 米拓宽至 6.5 米。目
前，两条道路均处于路基施工阶段，进展顺利，预
计在今年 7月份竣工。届时将大幅度提高群众出
行舒适度。”柏洋乡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江宏志
介绍。

道路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主动脉”。为满足农
村群众出行新需求，提升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和满
意度，近些年，在霞浦县交通运输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柏洋乡持续加大农村公路建设投资力度，扎实
开展“四好农村路”建设，全面提升道路养护管理
水平，推动农村运输条件和发展环境得到有效改
善，初步形成了以乡镇所在地为中心，乡道为支
线，村道为分支，连通周边县区，覆盖全乡的四通
八达的公路网络。2021年以来，柏洋乡累计争取
资金 400余万元，推进了松坑线、柏柘线、小周线、
谢横线等道路安全隐患修复，全力解决群众出行
难题。

一路通，百业兴。柏洋乡禅洋村党支部书记彭
庆顺表示，禅洋村原本交通不便，随着福塔线、溪禅
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的竣工，3.5米的土路被 6.5米
宽的水泥路所取代，禅洋村群众出行和农产品运输
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有效带动太子参、白茶等特
色产业发展。2020年以来，茶叶扩大种植面积约
350亩，太子参扩大种植面积约200亩。

路要修好，更要养好。为实现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的正常化和规范化，柏洋乡成立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工作专班，负责全乡农村公路管理工作。定期、不
定期对全乡公路进行检查和抽查，对检查和抽查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并按要求限期进行整改。同
时，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宣传方式，逐步提升群众
对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的认识，使共管、共养、共
治、共享理念深入人心。

□ 本报记者 陈容 通讯员 李巧鸿

霞浦柏洋：

“ 建 管 养 ”并 重
铺就乡村“幸福路”

▲今年1月份，华电周宁抽蓄公司发电量达1.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0.69%，
电力持续安全稳定供应，顺利实现新年“开门红”。

开年以来，该公司持续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部署，持续开展安全问题“清零”行动，提前做好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借助无
人机、智能机器人等数字化手段，采用“人工巡视+智能巡检+工业系统”的设备巡
检方式，对设备状况进行全面盘点，确保机组时刻“开得出、顶得上、稳得住”。同时
紧盯市场需求和生产经营指标，加强市场分析研判，深化“日调度、周协调、月分析”
管理机制，确保抢发电量取得实效。 林勃 摄

▼近日，福安一中滨海校区(湾坞中学)项
目主体建筑全面封顶，转入坡屋顶木模制作安
装及室内装饰装修等施工作业。

该 项 目 用 地 面 积 96.6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63300多平方米，分为二期进行建设，一期建设
工期24个月，建安造价 1.47亿元，建设内容包
括初中部、综合楼、地下室、学生宿舍楼、食堂、
简易运动场及附属配套工程等，计划于今年底
交付使用。该项目是福安市2024年教育重点
民生工程、教育补短板项目,将助力湾坞“不锈
钢特色小镇”建设,保障在湾坞置业安家的高技
术人才及务工人员子女学位需求。

本报记者 缪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