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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深入浅出的海洋科普知
识、观赏惟妙惟肖的海洋生物雕

塑，走入同安区大乡小学，扑面
而来的是浓厚的海洋氛围。
这得益于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驻同安区洪塘镇大乡村帮
扶干部的大力推动。

近年来，越来越多涉
海人才走入乡村，开展帮扶
对接。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联合海洋讲师团走进后田学

校等多所渔村学校，将前沿的海洋知识和
生动的海洋故事带进学校，提升青少年海
洋意识。

如何发挥科技特派员的技术优势，助
力乡村振兴？长期以来，厦门市海洋发展
局持续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总结推广科
技特派员“下派制”“平台制”经验，取得了
良好成效。今年，该局选派2名干部参与
2023年新一轮科技特派员到基层任职，帮
助服务区、镇（街）提升渔业创业、技术水
平。

本报记者 吴晓菁
龙虾、东星斑等特色水产品源源不断从

厦门销往全国各地，销量位于全国首位；负
责鲍鱼、东风螺、鳗鲡、海胆、石斑鱼等育种
的研发团队用“芯”守护“蓝色粮仓”；农业农
村部对我市批发市场水产品进行流通环节
水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
100%……这是我市渔业经济发展交出的最
新成绩单。

昨日，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举行新闻发布
会，详细介绍厦门市2023年扶渔兴海工作。
立足厦门资源优势，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积极
拓展渔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通过一项项扎
实举措推动扶渔兴海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深耕蓝色粮仓
厦门
抢鲜
出招

“民以食为天”，厦门人爱吃海鲜。那
么，我市如何服务保障好百姓的“菜篮子”，
让市民吃上优质的水产品？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深入开展渔业保障
提质工作，丰富水产品品种，大力推广优质
水产品，保障市民“菜篮子”供应，着力推进
厦门渔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市批发市场水产
品流通环节水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
率100%的硕果。

生活在大海深处的大目金枪鱼，从千里
外的太平洋直接“游”到厦门市民家门口。
三年前，在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的牵头下，拥
有大型远洋捕捞能力的联成远洋渔业集团
落户厦门。截至目前，金枪鱼已在我市入关
上市约5000吨，在满足厦门高端水产品市
场需求的同时，金枪鱼集散交易中心初见雏
形。

一直以来，我市鼓励本地远洋渔企加大
渔获水产品的回运力度。目前，我市远洋渔
获回运量保持平稳发展，2023全年回运远
洋渔获预计可达2.5万吨，保证市场供应充
足。

数据显示，2022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
6.45万吨，远洋捕捞5.01万吨。今年上半
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2.9629万吨，远洋捕
捞产量2.1663万吨。

中秋临近，位于高崎渔港的夏商国际水
产交易中心，龙虾交易十分红火。“全国目前
在售的龙虾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夏商国际水
产交易中心走向全国的。”厦门市海洋发展
局渔业发展和质量监督处处长张良松介绍。

除了龙虾，东星斑、精品生蚝也在夏商
国际水产交易中心火爆交易。张良松说，厦
门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龙虾、东星斑和精品生
蚝集散地之一。

他表示，目前我市鼓励特色水产品进入
夏商国际水产交易中心赋码销售，并提供相
关补助。在优惠政策的驱动下，今年夏商国
际水产交易中心全年交易量预计可达20万
吨，交易额近百亿元，交易额和交易量将稳
居全国水产批发市场前列。

位于会展南二路的厦门市海洋与渔
业研究所，这几个月来热闹了许多。随着
厦门水产种业产学研孵化基地的基本建
成并投入使用，一个个育种、育苗团队相
继入驻，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蓝色希望。

截至目前，基地引进了厦门大学鲍
鱼、东风螺、大黄鱼育种和生物饵料科研
团队，集美大学鳗鲡育种、海胆繁育科研
团队和省水产研究所石斑鱼、海马等6家
研发团队。其中，集美大学鳗鲡育种团队
是我省目前唯一入围第一批国家水产育
种联合攻关成员单位的科研单位。

深耕“蓝色粮仓”，作为“芯片”的种苗
是关键。近年来，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以市
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充分挖掘我市

水产种业潜能，为海洋经济发展注入蓝色
“芯”动能。

位于同安石浔的百利龙程（同安石
浔）仔虾繁育产业园已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并投入运营，下一步将以此带动石浔片区
水产养殖区提升改造，争取建成省内最大
的单体南美白对虾工厂化育苗基地——
同安（石浔）对虾种苗产业化基地，扶持打
造国家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基地。

目前，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正推动位于
翔安欧厝的厦门都市水产种业园区的规
划建设，同时计划出台水产种苗业扶持政
策，细化入园企业定制式招商，打造“厦门
蓝色种业硅谷”和“全国水产种业示范园
区”。

2.5万吨
今年上半年，全市水

产品总产量2.9629万吨，
远洋捕捞产量 2.1663 万
吨 ，均 保 持 平 稳 发 展 。
2023 全年回运远洋渔获
预计可达 2.5 万吨，保证
市场供应充足。

6家团队
截至目前，厦门水产

种业产学研孵化基地引
进厦门大学鲍鱼、东风
螺、大黄鱼育种和生物饵
料科研团队，集美大学鳗
鲡育种、海胆繁育科研团
队和省水产研究所石斑
鱼、海马等 6 家研发团
队。其中，集美大学鳗鲡
育种团队是我省目前唯
一入围第一批国家水产
育种联合攻关成员单位
的科研单位。

20万吨
今年夏商国际水产

交易中心全年交易量预
计可达20万吨，交易额近
百亿元，交易额和交易量
将稳居全国水产批发市
场前列。

保证供应
让更多深海鱼游上餐桌

文/本报记者 陈本美
通讯员 吴媛颖 凌静

图/渤海银行厦门自贸区分行 提供
今年以来，渤海银行厦门自贸区分行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外
贸稳规模优结构的决策部署，主动顺应厦
门外向型经济发展趋势，践行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宗旨，以产品创新为动力，以优化
服务为手段，积极丰富贸易金融产品，支
持外贸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强化金融科技
提升用户体验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
不断增强，渤海银行厦门自贸区分行始终
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本行“轻资
本”发展理念，不断丰富贸易金融产品。
通过进口开证、押汇和出口订单融资等国
际贸易融资产品，满足进出口类客户融资
需求；通过开票、开证业务，满足客户国内
贸易融资需求。

不仅如此，该行还以科技赋能金融，利
用SWIFT GPI技术开发出“渤银全球速
汇”服务产品。据介绍，该产品运用云服务
技术，不仅做到足不出户办理跨境汇款，还

能实现对客汇款全程追踪、费用透明、及时到
账，全面提升了外贸客户线上跨境支付体验。

“高效、透明、便捷。尤其是‘全球导航’式
可视化追踪功能，直击跨境企业多年来的痛
点。”提及“渤银全球速汇”，正在渤海银行厦门
自贸区分行办理业务的某企业负责人连连称
赞。

“一企一专家”
精准助企发展

一直以来，渤海银行厦门自贸区分行坚持
推行“一企一专家”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模式，持
续开展“人民币首办户”宣传活动，精准引导企
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我市一家以销售保鲜薄膜、手套等产品为
主的进出口公司，未办理过汇率避险业务，收
汇资金全部即期结汇。为此，渤海银行厦门自
贸区分行持续上门引政策、摆数据、较利弊，帮
助客户分析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的重要性，企业
最终决定通过远期结汇锁定未来2-10个月
内的多笔收汇款，避免汇率波动对利润造成不
利影响。

同时，针对该企业订单稳定，但收汇金额
小、笔数多、时间灵活等特点，该行与总行资金
运营中心沟通，为其量身设计了“平均价格远

期+择期”业务方案。通过加权平均方式计算
出适用多笔交易的单一汇率，每笔收汇按照提
前约定的单一价格结汇，避免了连续做多笔价
格不同远期结汇交易的繁琐操作。同时还可
根据客户实际情况为每笔收汇配套1-2周不
等的择期期限，解决企业到期交割时间不确定
的痛点，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系列惠企措施
全力助企纾困

着眼于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渤海银行厦门自贸区分行深入贯彻落实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关于免除中小微企业外汇
衍生品交易相关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手续费
的通知》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明确和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代客外汇衍生品交易的优惠力度。
除继续全额减免中小微企业避险保值交易手
续费，还根据客户情况及交易币种，给予中小
微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报价优惠，适用的交易
品种涵盖了远期、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人
民币外汇衍生品。

在此基础上，该行还创新业务模式，积极
推广供应链金融业务，通过占用核心企业授信
额度，为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有
效解决中小企业资金融通难题。

创新贸易金融产品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渤海银行厦门自贸区分行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助力外贸企业“走出去”

好产品

好服务 好优惠

汇服务 惠实体——厦门市外汇服务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 系列报道

渤海银行厦门自贸区分行积极向客户宣传跨境人民币首办户政策。

电影《援疆干部》开机
由漳州籍作家吴玉辉同名

小说改编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记者

从漳州市文旅局获悉，电影《援疆干部》近
日在新疆昌吉市开机。

该影片由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同
名小说改编而成，作者是福建省第二批援
疆干部总领队、现任中央党校特约研究
员、漳州籍作家吴玉辉。影片由张忠导
演，李雪健、吴军等主演。

电影《援疆干部》以种植棉花为故事
脉络，通过多时空套层结构方式，讲述了
两个不同时代援疆人的故事。影片镜头
聚焦援疆干部，讲述他们坚持国家利益至
上，舍小家为大家，投身新疆建设事业，在
新疆大地上奋斗的感人故事。

据悉，援疆20多年来，我省先后选派
援疆干部人才9批共1400多人到昌吉州对
口支援，援疆成果受到广泛赞誉。在开机
仪式现场，吴玉辉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让
援疆干部看了感到亲切、各族干部群众看
了感到暖心、全国广大观众看了受到鼓舞。

以种为“芯”
打造“厦门蓝色种业硅谷”

把海洋知识带进学校
让涉海人才走入乡村

舞林高手同台竞技
市总工会举办市职工文化

节排舞大赛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 通讯员 李丽

欣 潘书婷）近日，由厦门市总工会主办的
“奋进新征程·舞动新时代”2023年厦门
市职工文化节——排舞大赛在工人体育
馆开赛。

职工们洋溢着明媚笑容，踏着昂扬的
节拍，用一曲共舞《我们》拉开了大赛序
幕。随后，来自公安、教育、烟草、港务、医
疗等13家单位工会的250余名职工同台
竞技，角逐冠军。

比赛根据所选的曲目，分为集体规定
曲目和集体串烧曲目。其中，集体规定指
定曲目技术上以突显行业、职工特色为
主；集体串烧曲目则是职工们大展身手的
一方天地，跳起了踢踏舞、民族舞、街舞等
风格迥异的舞蹈。

经过近4个小时的比拼，比赛决出一
等奖一队、二等奖两队、三等奖三队。市
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旨在激发全
民健身热情，增强职工身体素质，进一步
推进群众性文体活动持续健康发展。

漳州“四贤馆”开馆
以图文、视频方式讲述四

位儒学宗师生平事迹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近

日，漳州“四贤馆”在漳州历史文化街区
（即漳州古城）文庙广场开馆，社会各界人
士及游客前往参观学习。

“四贤馆”旨在弘扬传承与漳州渊源
深厚的朱熹、陈淳、王阳明、黄道周四位儒
学宗师的文化精神，由省闽南文化研究会
等单位指导创办。

漳州“四贤馆”占地面积200平方米，
以图文、视频方式讲述朱熹、陈淳、王阳
明、黄道周等先贤生平事迹及与漳州结下
的不解之缘，打造公众了解传统文化、认
同传统文化、参与文化传承的载体。人们
可以感受漳州“紫阳过化”“海滨邹鲁”的
形成过程，感受漳州这个朱子理学南传重
镇的独特魅力，感受先贤尊道统、讲义理、
重志节、有担当、敢拼搏的人文品格。

据悉，朱熹于公元1190年到漳州任知
府，在漳期间施行变革，其过程被称为有名
的漳州“紫阳过化”。陈淳，称北溪先生，师
从朱熹，南宋哲学家、理学家，为“知行合
一”说开了先河。王阳明即王守仁，公元
1518年率兵入漳征伐平乱后，上疏在闽粤
交界的漳州南部添设“平和县”。黄道周，
漳州府漳浦县人（今东山县铜陵镇出生），
先后讲学于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
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

供图/视觉中国

我市立足资源
优势，通过系列
举措扶渔兴海

增殖放流
今年预计放流
超4亿单位

一尾尾鱼苗、虾苗活蹦乱跳地游
入大海，一只只螃蟹挥舞着蟹螯，争
先恐后爬入海中……在今年6月8日
举办的全国海洋宣传日厦门主题活
动中，我市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放流
黑鲷、黄鳍鲷以及拟穴青蟹共80余
万只（尾）。

这只是今年我市开展增殖放流
的一幕。据介绍，今年全年我市预计
放流各种水产苗种4亿单位以上，其
中鱼类和蟹类均已完成放流任务，共
放流大黄鱼、鲷科鱼类、赤点石斑鱼、
拟穴青蟹等653.9万只（尾），计划放
流对虾类约4亿只（尾）。

链接

我市志愿者参加
增殖放流活动。（本报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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