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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时节，地处福建闽江流域下游的闽清县梅溪、梅城、东桥
等乡镇，约4.5万亩橄榄林迎来采摘期。苍翠的果林中，橄榄挂满
枝头。据统计，闽清县橄榄产量约 3.1 万吨，产值数亿元，果农
6000多户。近年来，当地通过合作社经营、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引
进深加工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等做法，帮助果农致富增收。

（新华网 肖和勇 摄）

【新华网看闽清】







 





 





 





 





 





 





 





闽 江 两 岸 橄 榄 飘 香

本报讯 11月5日，县委书记许
用贵主持召开2018年为民办实事项
目进展情况通报会。县领导陈婉
霞、张凯、张文裕、邱吉忠出席会议。

会上，许用贵具体梳理了各个
项目工作进度，分析了滞后项目存
在的问题与原因，要求未完成的项
目责任单位要抓落实，主官要到项
目一线现场去了解情况，督促项目
建设进度，实现践诺到位。他强调，
为民办实事建设项目必须得有工作
时间概念，要按照既定的时间安排

予以兑现承诺。今后对为民办实事
项目要有“一本账”的工作理念，对
亮夜工程、道路改造、缆线下地等工
程都要有大数据概念，工程要建立
核查台账，建立起后期维护管理使
用的制度，降低运行成本，避免不必
要的浪费，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
感与幸福感。各乡镇、县直各有关
部门，电力、移动通信、水务等单位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本报记者 吴广钟）

通报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本报讯 近日，省工商局、市市场监管局下
发通知，自今年 12月 1日起，将冠省名、市名的
企业名称登记核准权限由省局、市局核准调整
为各级登记机关均有权核准，各级登记机关可
根据登记管辖权限核准权限范围内冠省名、市
名企业名称。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消息。

企业名称“冠省名”是指注册资本达 1000
万元的企业可以申请在名称中的行政区划使
用“福建”或“福建省”；分支机构在其隶属企业

名称后使用“福建”或“福建省”字样。“冠市名”
是指注册资本达100万元的企业可以申请在名
称中的行政区划使用“福州”或“福州市”；分支
机构在其隶属企业名称后使用“福州”或“福州
市”字样。企业冠省名、市名有助于扩大知名
度，提高市场竞争力。

之前，住所在闽清的企业名称如申报冠省
名、市名，需要由县市场监管局初审后上报省
工商局或市市场监管局核准，由于冠省名、市
名企业名称登记权限集中，工作量大，审批一

般需要一周时间。12 月 1 日起，县市场监管局
就有权限直接核准辖区内冠省名、市名企业名
称了，减少了层级登记环节，这就意味着只要
是经营范围不涉及前置许可事项，并且满足冠
省名、市名条件的企业，即可在免费代办窗口
一并申请冠省名、市名企业名称核准和企业登
记，新办冠省名、市名的企业登记将缩减掉原
本需要一周的名称核准时间，在 3 个工作小时
内就能领取到营业执照，审批效率大幅提升！

据悉，自今年10月19日推行企业注册登记
免费代办服务以来，县市场监管局已为 138 家
企业提供了免费代办服务，其中，新设企业 52
家、变更企业 86家，窗口代办 125家，银行网点
代办13家，招商引资项目上门代办2家，受益企
业纷纷为此点赞。 （县市场监管局）

12月1日起企业登记再提速
冠省名、市名企业名称核准登记权限下放至县级

本报讯 11月7日，县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邀请省民族
与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
杨文法博士作新时代宗教工作及

《宗教事务条例》专题辅导。县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各乡镇党委书
记、统战委员，县直有关单位主要领
导参加学习会。

会上，杨所长全面系统地阐释

了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为与
会同志更准确把握宗教政策、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维护宗教和睦社会
稳定做了很到位的指导。会议要
求，与会同志会后要进一步组织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不断提高新形势
下宗教工作水平，促进我县宗教和
顺、社会和谐。 （本报记者）

县委中心组举行学习会

本报讯 11月5日，我县召开县
安委会全体成员会议暨全县第四季
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会议，
总结回顾了我县2018年以来安全生
产工作情况，认真分析当前形势，并
研究部署第四季度全县安全生产重
点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林志斌
主持会议。

会上，县安办和县道路办分别
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县安全生产形势
和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情
况，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第四季度工
作重点。县交通局、住建局、白中
镇、雄江镇分别就交通运输、建筑施
工、道路交通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
以及本乡镇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
做了汇报发言。

林志斌听完汇报后指出，今年
以来，我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但第四季度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冲刺
期，生产安全事故的易发期，对此，
各级各部门务必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做到认识上充分提高，思想
上真正触动，行动上狠抓落实，有效
防范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会议要求，一要深入学习贯彻
《省实施细则》，落实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二要认真对照年
初制定的 13+5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深入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明确监管重点，结合年终岁末特
点，针对性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
摸排与隐患整治。在道路交通方
面，交通部门要重点突击，做好“人”

“车”“路”的管理，充分发挥“高清电
子警察”等系统作用，实行线上线下
结合的监管模式。

（本报记者 张永豪）

部署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 ，11月7日上午，省文化和
旅游厅党组书记石建平、副厅长林
守钦及市相关部门领导前来我县开
展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调研，进一步
指导推进我县乡村文化振兴工作。
副县长陈婉霞陪同参加调研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察看了白中镇
黄石村文化服务中心、坂东镇宏琳
厝和综合文化站，听取了当地实施
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做
法。十九大以来，我县坚持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挖掘当地
深厚的文化资源，以基层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为载体，不断传承提升农
村优秀传统文化，完善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
务形式，同时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
伍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加
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大力实施乡
村文化振兴，取得了良好成效。

座谈会上，在听取我县乡村文
化振兴工作情况汇报和与会部门同
志的发言后，石建平对我县近年来
的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
定。就下一步如何做好乡村文化振

兴工作，石建平指出，要持续挖掘特
色文化，充分挖掘出当地名人、名
胜、名产、民俗，结合礼乐、状元、院
士、陶瓷、古厝等闽清特色文化，进
行系统整理，打造亮点，说好故事，
广为推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要完
善制度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强
化供需有效对接，满足农村群众对
精神文化的渴求，同时支持农村地
区优秀戏曲曲艺、民间文化等非物
质文化的传承发展。要实施全域旅
游战略，连线串点，突出重点、亮点、
特点等，注重文化底蕴、文化体验和
文化熏陶。要加强文物、古建筑和
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提炼其建筑
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等，提升乡村
文化内涵。要发展文旅项目，鼓励
理事会、乡贤、企业家等投资开发，
创新体制，广集思路，助力乡村文化
振兴。

石建平表示，对此次调研中提
出的建议和问题、困难会持续关注，
及时予以解决，并将继续支持推动
闽清文化和旅游事业更快更好地发
展。 （本报记者 王广兰）

省文化和旅游厅领导
莅梅调研乡村文化振兴工作

村民将采摘下来的橄榄装入竹篓。

在闽清县梅溪镇白河江自然村橄榄林上空拍摄到的闽江和村镇这是白河江自然村一隅，周边是大片的橄榄林

本报讯 11 月 9 日，桔林乡举办“梅好
花·果·山”采桔节，庆祝丰收的到来。此次
采摘节由桔林乡党委政府、闽清县农业局主
办，以乡村经济发展为主线，积极响应闽清县
委县政府“三大一强”的战略，实现闽清做大
农业、做强旅游业的目标。县委常委、县总工
会主席张薇，县直部门、有关乡镇、村一级负
责人等参加了开幕式。

据了解，此次采桔活动将持续近两个月
时间，届时，广大游客和市民可前往亲身体验
摘柑桔、品柑桔。桔林乡因境内蜜桔成林而

得名“桔林”，是省级生态乡镇和省级绿色乡
镇，山水土壤等农业元素适合柑橘的种植，孕
育出的柑橘、脐橙果肉以鲜美、多汁、无渣而
闻名遐迩。近年来，桔林乡引进众多新品种，
形成万亩柑橘种植基地，产品在互联网线上
热卖，形成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
实现围绕“一幅画、一湾水、一条线、一杯茶”
的乡村振兴战略做出贡献。

来自省内外的数百人参加了采摘活动。
（本报记者 吴广钟）

“梅好花·果·山”

桔林乡举办首届采桔节

一名姑娘正采摘橄榄。 一名青年爬上梯子采摘橄榄

本报讯 11月 8 日，县委书记许用贵
带领县直部门、乡镇主要领导等前往泉州
市永春县考察学习乡村振兴工作。县领
导余颖凌、林从娇、林以銮、张文裕、陈峰
参加考察活动。

考察组一行先后考察了永春桃城镇
南星社区全面治水项目、泉州市党内政治
生活体验馆、桃城镇花石社区美丽乡村建
设、仙夹镇龙水村美丽乡村建设、岵山镇
茂霞村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永春县旅客集
散中心。其中，南星社区以渔蕉耕读为内

涵，打造具有水上人家特色的小村庄。通
过河道整治，完善水生动植物增殖和观光
旅游设施，流转闲置的 70年代民房，整修
为民宿、茶吧、书院等，美丽乡村创建内涵
丰富；花石社区通过流转古厝及洋中田等
方式，引导村民入股，盘活田地经济和古
厝经济，签约旅行社，整合各种红色旅游
资源，专业化运营管理，以产业带动乡村
振兴；龙水村的“龙水漆篮”列入省非遗名
录，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龙水村把
特色产业发展与漆篮文化传承相融合，做

好长期规划，实施村容村貌整治，与高校
对接，研制漆篮精品，延伸产业链，使漆篮
产业成为惠及全村的富民产业；茂霞村以
农户分散就近收集，采用接触氧化法+垂
直流式人工湿地工艺进行污水治理，成为
市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示范点，同时
积极创建产业融合型乡村示范点，打造

“一带二园三馆四区”，打造可玩可赏可憩
的乡愁古村。

考察组认为，本次考察所到之处，都
极具特色亮点，值得学习借鉴。每到一

处，考察组成员都认真听取当地的经验介
绍，详细了解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
实施办法、举措等，学习典型经验做法。
考察中，许用贵要求考察组成员要多听多
看，多想多研究，结合自己本乡镇本部门
的实际，思考如何利用已有的资源禀赋，
挖掘出更具潜力的文化内涵，打造出自己
的特色和亮点，把它做好做实，切实来提
升我县的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记者 王广兰）

我县组织赴永春考察学习乡村振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