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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2023年度报刊征订开始了！您可

选择以下任何一种订阅方式：
1.订阅量比较大的企事业单位可

到邮政局营业厅窗口办理订阅手续；
2.自费订户拨打订阅电话0433-

7512938，投递员在两日内上门为您办
理订阅手续；

3.全市各企事业单位发行站也可
代理订阅；

4. 可扫二维码登录“中国邮政微
邮局”实现线上订阅。

杂志收订截止日期：12月5日
报纸收订截止日期：12月25日
订报热线：0433-7512938
业务咨询电话：0433-7528661

2023年报刊征订开始了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珲
春市分公司

扫描二维码即可

实现“微信订阅”

足不出户订阅报

刊，邮政报刊发行——

承载信息的桥梁

古语云“闽在海中”，福建是海洋资

源大省，有着“耕海牧渔”的悠久传统。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出，

要“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海域，像抓粮

食生产一样抓海洋开发，把加快经济发

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伸”。

大黄鱼住进“健身房”，鲍鱼南下北

上成了“旅行家”，古老的海边“石头厝”

成了“金窝窝”……走进今日福建沿海，

看到的是一幅与时俱进的“海上田园”

图，听到的是一曲欢快悠扬的渔歌新

唱。

锚定向海图强目标，一张蓝图绘到

底。新气象的背后，是福建省委省政府

久久为功经略海洋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是海洋产业升级和科技助力的生动实

践，是百姓富、生态美和谐并进的新时

代发展答卷。

精耕细作“海上田园”

太阳刚刚升起，闽东霞浦县松山街

道的海上紫菜养殖区已是一片繁忙。

沙塘街村渔民林瑞波刚收获满满一船

新鲜紫菜。“今年紫菜长势不错，按现在

每斤‘头水’鲜菜4元的行情，一船就能

卖4万多元。”林瑞波说。

“养殖户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很常

见，同样是种菜，比陆地上效益强多

了。”沙塘街村支部书记魏韩文介绍说，

以前种紫菜靠缆绳和竹竿，现在陆续换

成环保、耐用的玻璃钢撑杆，“菜园子”

升级改造，让紫菜质量和产量都上了一

个台阶。

万顷碧波可耕田。在霞浦2.89万平

方公里的海域上，迄今开辟出40余万亩

海洋牧场，这里春有海带、夏有生蚝、秋

有紫菜、冬有海参，一年四季都有大黄

鱼。2021年，霞浦县养殖水产品总产量

47.9万吨，产值达到127.6亿元。

11月9日，满载着3万笼鲍鱼的“闽

连渔运 60599”运输船从山东省荣成市

出发，驶向“中国鲍鱼之乡”福建省连江

县。连江鲍鱼从无到有历经30多年发

展，目前总养殖量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鲍鱼分

会执行会长吴永寿介绍，鲍鱼较为娇

嫩，对环境、水温要求高，近年来连江县

的鲍鱼养殖探索起“南鲍北养”模式，即

在春夏之交到北方“避暑”，在秋冬之际

再回到温暖的南方“过冬”。

“这样养出来的鲍鱼生长速度更

快、成活率更高、产量更大，还可以规避

夏季南方台风、赤潮带来的风险。”吴永

寿说。

在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湾海域，仰卧

着一座近 2000 平方米的橄榄球型钢构

设施，这正是大黄鱼的“新家”——“振

渔1号”现代化深海养殖平台。这里利

用风电装置可让养殖网箱360 度翻转，

实现仿野生环境。渔民因此打趣说，这

是让大黄鱼住上了“健身房”。

福州力美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许福安介绍，“振渔1号”是智慧养殖

平台，这里配备了 4G 基站、高清摄像

头、海水质量检测设备等，养殖户能通

过手机App实现“线上养鱼”，只要两三

个人，就可以养殖数以万计的优质深海

大黄鱼。

福建拥有 13.6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

积、逾 3700 公里海岸线、125 处大小港

湾，向海而兴具有独特优势。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启“海上福州”建设到今天打

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建”，福建牢记向

海发展的嘱托，一张蓝图绘到底，海洋

经济从近海、浅海向远海、深海不断拓

展。2021年，福建省海洋生产总值超1.1

万亿元，保持全国前列。

“海洋+”业态拓宽发展新路

北港，福建第一大岛平潭岛上一个

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小渔村。这里倚山

面海，一座座依山而建的“石头厝”造型

各异、色彩斑斓，置身其间，仿佛穿越到

童话城堡。

1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心

村，全村 1300 多人只剩 100 多人留守。

乘着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东风，通过

“现代化+原生态”的改造，现在的北港

成了近悦远来的特色文创主题村，传统

民居“石头厝”成了旅游市场上抢手的

“海景房”。

“海还是那片海，‘靠海吃海’的方

式却完全变了。”村支部书记陈松柏感

慨道，以前村民祖祖辈辈打鱼为生，渔

业资源衰退后只好外出谋生；现在家家

户户忙着搞旅游，村里环境变美了，街

巷变热闹了，老百姓变富裕了。

在霞浦的沿海，时常能见到端着

“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511公里曲

折的海岸线和265 万亩浅海滩涂，造就

了这里“云兴霞蔚、樵村渔浦”的人间胜

景，让霞浦获得了“滩涂摄影圣地”的美

名。

名气和人气上升后，当地民宿业如

雨后春笋般勃兴。据统计，霞浦县目前

共有各类乡村民宿（客栈）400 多家，客

房近6000间，年接待游客量达50多万人

次，年营业额近2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近

2万人。

一批新兴职业应运而生。霞浦县

三沙镇东壁村村民杨雪香 2006 年在一

位摄影师的邀约下开启了“渔模”新职

业，在镜头前展示撒网、挑担等渔家生

活，每月有几千元的收入。“现在来霞浦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前几年我盖了新

房，开办了摄影民宿和餐馆，收入的渠

道越来越多元。”杨雪香说。

在霞浦县沙江镇沙江村，返乡创业

青年张序剑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展现

家乡滩涂风光和父亲的赶海生活，逐渐

发展为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张序

剑乘势开设“赶海父子”直播间，销售家

乡特色海产品。

“2021年我们直播间卖出1000多万

条大黄鱼，全部海产品线上销售额达1.2

亿元，今年又新建了一个3000多平方米

的大黄鱼加工厂，准备向直播供应链拓

展。”张序剑说。

从一船一网到海上牧场，从向海要

地到借海生“金”，福建明确提出做大做

强做优海洋经济，全力打造海洋优势产

业和新兴产业集群。《福建省“十四五”

海洋强省建设专项规划》提出，全省海

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以上，到 2025

年基本实现海洋强省建设目标。

蔚蓝家园走向富美和谐

在霞浦县溪南镇猴屿码头，记者登

上当地渔民林立颜驾驶的快艇，前往七

星海域采访。海上碧波荡漾，蓝色塑胶

渔排整齐地分布在宽阔的航道两侧，渔

船和快艇畅游其间，激起阵阵浪花。

五年前，记者在这片海域看到的却

是另一番景象：连片的渔排拥挤不堪，

泡沫网箱等海漂垃圾充斥海面，腥臭难

闻的气味让人掩鼻。环境恶化的后果

不仅殃及渔业生产，也让外地游客大倒

胃口。

海上渔业养殖的繁荣，富了一方百

姓，但“无序、无度”扩张给部分海域造

成了严重的环境压力。近年来，福建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为指引，积极

践行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从严管海、

科学治海、系统护海，在更高起点上追

求百姓富、生态美的和谐并进。

海漂垃圾整治成为其中重点。2019

年，福建在省级层面出台了近岸海域海

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提出在沿海

各地成立海漂垃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常态化的海上环卫机制。2021年，

福建沿海地区投入逾2亿元治理海漂垃

圾，全面建成海上环卫队伍，当年清理

海漂垃圾12.55万吨。

海上养殖全面改造升级。据统计，

2017至2020年，福建共清退超规划海水

养殖约 2.3 万公顷。到 2023 年为止，将

累计改造传统养殖渔排44万口，改造贝

藻类养殖面积32万亩，新建深水大网箱

888万口。

“这几年政府下大力气进行了海洋

综合整治，划定了禁养区，清理了航道，

渔排上用新型环保材料替代传统木板

和泡沫，现在海面干净了，鱼养得也好

了，船也开得通畅了”，一辈子和海打交

道的林立颜高兴地说。

天蓝水碧，一叶小舟穿行于摇曳的

红树林之间，近处飞鸟翔集，远处中华

白海豚不时跃出海面……这样如诗如

画的场景，让霞浦县盐田畲族乡中贝村

鹅湾自然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

点。

“水清岸绿景美的好生态是最宝贵

的财富，也是最直观的教科书。”盐田

畲族乡党委书记雷宇说，下一步计划

在这里建设生态文明展示馆、滨海栈

道、观景平台、观鸟屋等设施，让大家

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更加懂海、爱海、护

海。

新华社福州电

鱼 丰 景 美 海 常 蓝
——福建“耕海牧渔”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姜克红 庞梦霞

新华社酒泉11月27日电（李国利

奉青玲）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27日

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区合练和全系统气

密性检查。目前，火箭、飞船及发射场

各系统状态良好，已完成火箭加注前的

一切准备工作。

当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迎来风

雪交加的低温天气，最高气温降至零度

以下。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神舟

四号发射任务之后，第二次在冬季严寒

天气执行飞船发射任务。

低温环境对处于室外的加注供气、

非标塔勤设备性能会产生不利影响，给

飞船和火箭等飞行产品的空调保障增

加了难度，也让发射场供配电等能源供

应系统面临严峻考验。为此，发射场从

技术、管理、质量和操作等方面深入分

析识别风险隐患，制定防控措施和应急

预案，开展专项设备复查、运行检查和

应急处置演练。

平台指挥刘阳带领岗位人员对发

射塔上的窗口、平台进行封堵、防雨、保

暖等一系列有利于空调系统升温的工

作，保证火箭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中心

气象室工作人员也多方着手，通过风云

卫星、探空气球、多普勒雷达等气象装

备，加紧进行气象监测和气象会商，确

保为任务指挥部的科学决策提供及时

准确的气象预报。

“我们对发射月近40年能够影响到

发射的气象因素进行了专题技术准备，

对大于10米的地面风和大于60米的高

空风及低于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天气

逐一进行了归纳总结。”发射场首席气

象预报专家李兴东说。

神舟十五号船箭组合体运抵发射

区后，已经完成了飞船和火箭功能检

查、匹配检查，组织了全系统发射演练，

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

发射工作。

“针对这次低温发射特点，发射场各

系统持续开展设施设备状态复查，我们

有准备、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发射任务。”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王学武说。

神舟十五号任务进行
最后一次全区合练

发射场做好应对低温天气准备

“郭阿姨，我和爸爸一起劳动了2个

小时，请给我们加4分。”湖北省襄阳市

南漳县城关镇卞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内，11 岁的程志豪一手拿着扫帚，一手

把“小红本”递给社区党委书记郭俊。

近几个月来，只要周末有时间，他

都会和父亲程俊威参加小区卫生清扫

志愿服务活动。打扫路面，捡拾垃圾，

帮孤寡老人做卫生，这些活他都做过，

并且干劲十足。“跟着爸爸来当志愿者，

我特别开心，而且劳动后还能找郭阿姨

‘加分’。”说话间，程志豪自豪地亮出自

己的“小红本”。

“小红本”大小与普通存折相似，上

面印有“时间存折”字样。翻开存折，可

看到日期、服务项目、服务时长、存支、

余额、证明人等信息栏。“参加志愿服务

满 1 小时，就可以加 1 分。”程志豪的存

折“余额”一栏写着“12”。

卞和社区常住人口有 3.4 万余人，

但社区工作人员仅20余人，如何更好地

为居民服务一直困扰着郭俊等社区工

作者。如今，一本“小存折”点燃了居民

们的主人翁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

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今年以来，

南漳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以“时间存折”为载体，充分发动群

众参与“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

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凝聚起基层

治理与服务的合力。

郭俊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社区

3000余人持有“时间存折”，年龄最小的

6岁，最大的84岁，累计服务时长最多的

已达417个小时。社区以此为基础，组

建起平安宣传、银发调解、清洁家园等

12支志愿服务队。

“人齐了，走，一起去转转。”夜幕降

临，卞和社区文化广场上的灯光准时亮

起，67 岁的童祖福身着红马甲，融进人

群——和社区居民聊聊柴米油盐，说说

社区新事。

童祖福是卞和社区“银发调解志愿

服务队”队长，只要有时间，他便和队员

们逛广场、走街巷，在闲聊中了解邻里

矛盾，并及时调解。“为社区做点事，能

得到认可，很高兴。”忙活了2个小时，他

在每名队员的“时间存折”里记下“+2”。

“对积累到一定积分的，我们会上

门慰问，送花，颁发‘社区最美志愿者’

标牌等……”郭俊说，居民可以用积分

兑换洗衣液等生活用品，但对多数人来

讲，一次次志愿服务的经历远比物质奖

励更有意义，“‘时间存折’推出半年以

来，仅有21人兑换了物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网格化

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

治理平台，我们的‘时间存折’有了新的

拓展方向。”郭俊说，现在社区将“时间

存折”与“智慧社区”服务平台结合，通

过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志愿者“接

单”，群众“评单”，进一步增进民生福

祉、擦亮文明底色。

一本本“小存折”，“存储”善行义

举，为基层治理与服务汇聚源源不断的

新动能，让精神文明之花在基层绽放。

截至目前，南漳县已累计发放“时间存

折”8.2 万余张，累计登记积分 110 万余

分。

清河管理区黄莲树社区借“时间存

折”引导小学生开展环境整治、学习互

助等活动，新组建了“小荷尖尖”志愿服

务队；李庙镇李庙社区用“时间存折”激

发退休职工热情，组织开办“老年课

堂”，开设音乐舞蹈、养生保健等课程；

武安镇赵家营村用“时间存折”激励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种植技术指导，带

动村民致富……

在南漳县委书记罗兴斌看来，“时

间存折”带来的不仅是志愿者数量的

增加，更凝聚起基层治理合力，将一张

张基层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幸福清

单”。

“‘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

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

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是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的要求。未来，我们将以

‘时间存折’为纽带，不断创新基层治理

与服务方式方法，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

工作体系，引导广大群众共同缔造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罗兴斌说。

新华社武汉11月27日电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叶

昊鸣 樊曦）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新版

《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进一

步明确所有铁路旅客列车和车站实行

车票实名制管理。

近年来，随着铁路的快速发展，电

子车票已实现全覆盖，铁路旅客车票实

名制管理早已超出原办法规定范围。

此次修订的新版办法，是在原办法对快

速及以上等级旅客列车和相关车站实

行车票实名制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所有铁路旅客列车和车站实行车票

实名制管理。同时明确，不属于长途客

运的公益性“慢火车”、市域（郊）列车、

城际列车和相关车站根据实际情况暂

不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的，铁路运输企

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布并说明理由。

在细化车票实名购买要求方面，新

版办法规定，购买车票以及办理补票、

取票、改签、退票等业务时，应当提供乘

车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

件信息。明确通过互联网、电话、自动

售票机、人工售票窗口等方式购票时

可以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种类，增强

可操作性。旅客遗失实名制车票的，

铁路运输企业经核实旅客身份信息及

购票信息后，应当免费为旅客挂失补

办车票。

在完善车票实名查验规定方面，新

版办法规定，旅客应当配合铁路运输企

业实施车票实名查验，在检票、验票、乘

车时出示车票和本人购票时使用的有

效身份证件。车站应当设有人工实名

查验通道，为老年人、证件无法自动识

读、需要使用无障碍通道和其他需要帮

助的旅客提供必要的服务。铁路运输

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对实施车票实名制

管理所获得的旅客身份、购票、乘车等

个人信息应当严格保密，不得非法收

集、使用、加工、传输、买卖、提供或者公

开，同时应建立健全信息安全保障制

度，采取必要防护措施，防止旅客个人

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新版办法还明确了相关方面的法

律责任。在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过程

中，发生殴打、辱骂车票实名制管理人

员，冲闯、堵塞实名查验通道、相关场

地，破坏、损毁、占用相关设施设备、系

统等扰乱车票实名制管理工作秩序、妨

碍车票实名制管理人员正常工作行为

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予以制止。对铁

路运输企业泄露旅客个人信息的，交由

有关部门处理；对不落实车票实名制管

理要求的，明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处理。对铁路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失

职、渎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新版办法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

行。

铁路新规发布 进一步强化车票实名制管理

一本“小存折”兑出
基层服务“大合力”

新华社记者 侯文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