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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亮亮）硕果盈
枝金秋月，盛世盛会武荣城。7日，第
十五届海峡两岸（泉州）农产品采购
订货会（以下简称“农订会”）开馆仪
式在南安·福建成功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展会将持续至9日。

商务部台港澳司二级巡视员曹凤
威，福建省商务厅副厅长刘德培，泉州
市副市长汪志红，中国科学院院士、福
建农林大学教授谢联辉，福建省台港
澳办二级巡视员王志辉，福建省品牌
建设促进会副主任、泉州市政协原副
主席李翼平，南安市领导王连赞、黄景

阳、庄国阳、解丹蕊、陈倩、叶维新等，
以及来自各地的客商出席盛会。

南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连赞在
开馆仪式上致辞。他说，南安与台湾
一衣带水，在农业发展上形态相似、
业态互补，同心耕耘的“农订会”已成
为两岸交流、经贸往来的流量担当和

“烫金名片”，不断谱写着两岸一家亲
的新时代篇章。本届“农订会”延续
了“两岸携手、以农为媒、融合发展”
的办会主题，全方位展示两岸农业的
科技、文化、旅游等新元素、新产品、
新业态，必将为广大业界朋友们带来

一场农业盛宴、农货大餐。希望广大
客商朋友以农为媒，把握商机，精准
对接，擦出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精
彩火花。南安作为东道主，将全力搭
好台，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最舒心的
体验，让大家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据悉，本届“农订会”由海峡两岸
经贸交流协会、福建省海峡商务交流
协会、泉州市进出口商会、南安市海
峡两岸交流协会主办，更多呈现农业
科技、文创及旅游等方面元素，更进
一步扩大农产品的内涵和外延，助力
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大会设3个线下

展馆，展厅面积 1.8万平方米，共 471
个国际标准展位，其中大陆境内台资
企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展
位共256个，大陆展位共215个。

展会期间，将举办海峡两岸中草
药资源与应用研讨会暨产业对接会、
南安农旅招商推介对接会暨乡村振兴
实地考察之旅、预制菜产业供需对接
会、中秋“花样食光”嘉年华活动等相
关活动，还将组织评选“‘农订会’最佳
组织奖”“‘农订会’最佳展台奖”和“最
受欢迎伴手礼奖”，加强农产品企业品
牌建设，促进农产品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苏丽丽 陈
耀琨）近日，记者从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获悉，
为解决群众因实体证照忘带、少带导致“办不成
事”的痛点问题，该中心充分应用省、市电子证
照建设成果，通过手机“扫码亮证”，试行政务大
厅“免证办”服务。

如何使用“免证办”服务？记者了解到，办
事群众可先到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南安分
厅”、闽政通App、“南安行政服务中心”公众号
等查询所需办理事项的办事指南，了解办事所
需的相关个人证照。随后打开闽政通App，查
看“泉服务”→“泉证照”，或主页面右下方“我
的”→“电子证照”，确定本人证照库中是否有所
需的证照。最后，到窗口办事前，先在中心一楼
总导办台把闽政通App中的电子证照二维码提
供给导办人员扫码打印。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闽政通App上的个人
电子证照的生成情况不尽相同，请需要体验“免
证办”服务的办事群众务必先进入闽政通App
查看自己持有的电子证照。此外，出入境窗口
和婚姻登记中心事项不在“免证办”服务范围。

本报讯（记者 朱晓西） 6日，南安组织开
展 2022年省级城市商贸流通升级项目申报工
作，涉及商贸流通智慧化改造、首店首发经济发
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老字号保护发展和

“万福”公共品牌宣传推广等4种类型的项目。
其中，商贸流通智慧化改造项目对2021年

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期间，数字化、智慧
化升级改造的软件、硬件投资额给予最高 50%
补助，单家企业（单位）最高不超过50万元；首店
首发经济发展项目对 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2
年9月30日期间，品牌首店的店面装修(含装修
设计费、设备购置及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投资额
给予最高50%补助，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
元；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项目对2021年10月
1日至2022年9月30日期间，建设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含“党建+”邻里中心建设）软件、硬件投资
额给予最高50%补助，单家单位最高不超过10
万元；老字号保护发展和“万福”公共品牌宣传
推广项目对 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
日期间对单个项目（活动）按照不高于投资额的
5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南安商务”微信
公众号下载相关材料，将申报材料按要求于10
月 7日前报送至南安市商务局（市场秩序科），
并将电子版发送到邮箱naswjzxk2@163.com。

省级城市商贸流通升级项目启动申报

截止时间10月7日

本报讯（记者 陈亮亮） 7日，
海峡两岸中草药资源与应用研讨会
暨产业对接会在南安·福建成功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中国科学院院
士、福建农林大学教授谢联辉，南安
市政府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陈江
虹参加。

活动现场，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吴德峰、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黄泽
豪、福建中医药大学台籍学者苏志
诚分别做《福建中草药资源及在养
殖业中的应用》《闽药资源古今考及

产业化应用途径》《海峡两岸中草药
“药缘”及历史渊源探析》课题演
讲。与会人员围绕课题进行分享、
交流、研讨。

据悉，此次研讨会旨在通过专
家学者分享、研讨，深度挖掘中草药
在振兴乡村经济、乡村文化和生态
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深
化校企合作，促进中草药资源的合
理高效应用，推进中草药产业与农
业种植业相互融合，助力中草药产
业和乡村振兴事业高度融合发展。

设3个线下展馆、共471个国际标准展位

第十五届“农订会”在南安举行

海峡两岸中草药资源与应用研讨会
暨产业对接会举行

南安市行政服务中心

试行“免证办”服务

本报讯（记者 洪丽燕）在第38个教师节
到来之际，7日，南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景阳
走访慰问了部分优秀教师代表，为他们送上节
日的问候和祝福。

在仑苍镇龙泉中学，黄景阳慰问了泉州市第
二届“最美教师”洪猛超，希望他再接再厉，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一行人还了解了龙泉中学的教育教学工
作开展情况，要求学校要加强校园日常管理和教
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教职工能力素质，全面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打造优质教育品牌。

在英都镇，黄景阳走进泉州市“教育世家”
洪永宁家中，与之亲切交谈，对洪永宁接力父辈
的教育事业、扎根农村教书育人42年来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敬意，希望他继续将好的教育传统
和优良作风传给年轻教师，助力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梓奇参加活动。

南安市领导

走访慰问优秀教师代表
■本报记者 庄树鸿 朱晓西

李 想 文/图

香气四溢的海蛎煎、各式酸甜
的水果、别具一格的畲族服饰、可爱
的人形玩偶、“抢镜”吸睛的高甲戏
表演……今年“农订会”已迈入第 15
个年头，现场依旧热闹非凡，各式转
发抽奖、现场凭宣传单领大米活动，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逛吃采买”，
快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新展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搬上展会

昨日，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除了
以往常见的乡镇特色馆外，今年还新
增了石井馆、东田馆、乐峰馆等乡镇
馆，为了吸引顾客，将产品推广出
去，各家展馆可谓是尽展身手。

位于会展中心入口处，2 名
男丑、女丑扮演者为观众们带来
了一场精彩的表演；现炸的海蛎
煎香气四溢，吸引了一大波吃货
试吃；村集体品牌——“桥头许村
长”亮相，专卖村里各色海鲜干货
……记者了解到，这是石井馆第一次
亮相“农订会”。

石井岑兜村是高甲戏的发祥地，
自古就有“十家九戏”之说，此次“农订
会”上就专门将高甲戏搬进了展会。

“乡村振兴中，地域特色和文化品牌不
可缺位。”岑兜村党总支书记洪安平介
绍，有鉴于此，石井镇、岑兜村经过思
考研究，决定着手通过文旅融合，将高
甲戏搬上“农订会”，让更多群众知道、
了解、喜欢高甲戏，以此带动乡村振
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除了演出，一旁的高甲戏文创周边
自助售货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生动可
爱的卡通角色图案印在了杯子、口罩、
杯垫、鼠标垫、帆布袋上，有的还做成了
小立牌、钥匙扣等文创周边产品。“这是
我们最新延伸的高甲戏文创产品，共有
9个角色，形态各异，喜欢的群众可以通
过扫码自助购买。”洪安平说。

“来尝尝好吃又甜的菠萝。”“这是
咸鸭，试试看吗”……东田馆里，吆喝
声此起彼伏，不少市民闻声而来，还不
忘购买一些回去与亲朋好友分享。南
安后洋菠萝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陈事业
说，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知道东田
菠萝，将好品质的农产品推广出去，也
将东田的名声传播出去。

乐峰馆里，装在密封塑料袋里的
活鱼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以前大家都
是购买杀好的鱼，但路途远的话，会出
现不新鲜的情况，后来我们尝试了真
空包装，一下子就打开了新的销售方
式。”泉州瑞丰笋塔水库养殖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如今，真空包装的鱼在泉
州地区内还能通过快递售卖。“今年是

我们第一次参加‘农订会’，希望通过
该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知名
度。”该公司负责人表示。

【新产品】

现炒红米粉引来市民尝鲜

“这个米粉怎么是红色的，味道那
么香？”“这是红米做的米粉，炒起来不
会黏，口感也很不错……”向阳馆里，
南安向阳绿莹莹种植专业合作社副董
事长吴菜花正翻炒着一锅红米粉，撒
上葱花，一盘美味佳肴新鲜出炉，四周
的吃货纷纷闻香而来。

“味道不错，给我来一箱！”市民黄
先生试吃完，赞不绝口，立马掏出手机
扫码购买；“先留个联系方式，后面找
你订购。”市民黄女士试吃后便当即添
加了吴菜花的微信。

作为“农订会”的常客，吴菜花告
诉记者，5年来，他们专注闽南传统食
品的传承和推广，希望通过“农订会”，
让传统食品焕发新活力。“以前我们主
要以种植、销售红米和黑米为主，一开
始只种植了112亩，现在已经增加到了
800多亩。为了增加合作社成员收益，
拓宽销路，我们就做了一些新尝试。”
吴菜花说，经过3个多月11次试验，去
年 11月 20日，他们研制出了红米粉。

“第一次带着红米粉参展，目前看起来
效果还不错。”

许碰珠则是第二次带着洪梅镇梅
溪村的五都手工米粉参加“农订会”。

“这些米粉都是我们纯手工制作的，非
常适合胃不好的人食用。”许碰珠端着
新鲜出炉的米粉热情地向记者介绍，
去年“农订会”上，就有一个客户一次
性订购了1000箱，销量非常不错。

【新形式】

全新升级展区规划

记者发现，今年“农订会”全新升

级了展区规划，依照企业展品所属类
别规划展区，展位错落有致，同类产品
同台亮相。同时，展会现场多了几个
新展区，分别是农旅文创展区、招商引
资展区、政银企对接展区。

福州泽霖食品有限公司的摊位位
于中心馆中央的预制菜展区，各式海蜇
吸引着群众试吃品尝。“这是我们第四
次参加‘农订会’。”泽霖食品公司闽南
区域负责人林秀明说，“农订会”是一个
很好的品牌展示平台，通过该平台，能
够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推广和宣传。

同样想通过“农订会”拓宽销售渠
道、提升品牌知名度的还有福建泉州市
渔豪汇食品有限公司。走近一瞧，该展
区都是佛跳墙、鲍鱼花胶鸡、大盆菜等餐
桌佳肴的预制品，有的陈列在冰柜里，有
的被装成礼盒，成为送亲友的伴手礼。

第2次参展的渔豪汇食品公司，来
自“中国水产餐饮第一镇”的洪梅镇，此
次他们带来了旗下“渔豪汇”和“鲍真
堂”两个品牌。“‘渔豪汇’主要针对市场
流通渠道，‘鲍真堂’主打零售、电商，在
抖音等主要电商平台都有销售。”现场
负责人陈辉龙介绍，参展的主要目的是
展示福建地域特色预制菜产品。

此外，在洪梅镇乡村振兴馆，福
建省康瑞御膳食品有限公司同样展
出了佛跳墙、鲍鱼花胶鸡等预制菜产
品，增加福建了地域特色预制菜产品
的曝光度。

除了预制菜展区，农旅文创展区
借助“农订会”平台的辐射效应，展示

“农业+文创+旅游”模式乡村旅游目的
地，助推乡村休闲旅游，包括民俗文化
体验游、农家乐特色项目的宣传，推广
乡村本土民俗、文化，促进农村通过
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招商引资展区拓展着农业合作交流的
领域和层次；政银企对接展区通过策
划金融支农活动，解读银行推出的多
样化融资产品、服务和利率优惠支持，
为农商农企提供特色金融服务。

以农为“媒”促合作 各展馆亮点纷呈

相 关 新 闻

▲南安码头展馆，畲族乡亲带来了传统咸茶。

◀石井把高甲戏带到了“农订会”，一展乡村传统文化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