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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敏洁/文 王鹏洲/

图）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八次

监测合格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名单》。其中，瑞安市华盛水产有限

公司榜上有名。

为确保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的质量和水平，我国建立了竞争

淘汰机制，做到有出有进、等额递补，

每两年对企业进行一次监测评估。对

主营业务脱离农业、带动能力明显不

足、产品质量出现重大问题等不合格

企业，取消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资格。

从 2010 年起，华盛水产一直为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华盛水

产坚持质量第一、品质至上的产品理

念，以国际通用的《水产品加工良好操

作 规 范》为 准 则 ，建 立 比 较 完 善 的

HACCP 质量控制体系和 ISO9001 质

量体系。先后获得美国 FDA 和欧盟

的备案许可；内销产品严格按国家标

准和企业标准组织生产。

当前，华盛水产拥有万吨级冷库

两座，两艘万吨级现代化海上移动专

业加工船，一个高端冷链物流服务基

地和一支海洋捕捞船队。产品有水产

冻品、干制品、腌制品、风味品四大类

140 多种，其中尤以小水产干制品加工

为专长，产品以出口为主，销往日本、

韩国、美国、意大利、法国、欧盟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去年，华盛水产开始布局深加工

领域，着手研发休闲类产品，今年起陆

续上市，市场反响不错。该公司销售

总监陈景滢表示，近年来华盛不断做

产业结构调整，强化深加工项目建设，

延伸产业链条，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

本报讯（通讯员 吴寿国 记者 潘敏洁）近日，马

蹄笋高效栽培关键技术培训在高楼镇举办。来自

我市马蹄笋核心产区相关乡镇林技员、农业企业、

合作社、种植大户等59人参加培训。此活动旨在全

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质量兴农科

技支撑行动——浙南特色经济林产业提升振兴与

科技示范”项目实施，提升我市马蹄笋生产管理技

术水平。

据介绍，此次培训由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王月英主持，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研究员顾小平授课培训。顾小平从竹子生物学特

性、高效培育技术、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了着重

讲解，并为学员们解疑答惑。这样的现场培训，让

学员们学到了不少理论知识和实用技术。

培训后，一行人来到马蹄笋基地，查看了马

蹄笋生长培育情况，并对马蹄笋散生化栽培、竹

笋培育、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进行了现场技术

指导。

我市是浙江省马蹄笋的主要产区，具有悠久的

栽培历史。目前全市马蹄笋栽培面积近 3 万亩，年

产值10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 潘敏洁）“再过几天，

保税仓库将迎来第一批货物，届时这些

货架上将陆续摆满货物。”昨日，在位于

易达江南电商创业园的保税仓库内，瑞

安市易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方隆指着一排排货架说。

日前，市易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用型保税仓库通过杭州海关验收并

投入使用，这是我市首个保税仓库。

该保税仓库的顺利投用，能促进跨境

交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企业的通关和

物流成本，推动我市跨境贸易、跨境电

商的发展。

据介绍，保税仓库位于市易达江南

电商园 C 幢一层，仓库面积近 5000 平

方米。保税仓库内设有高清监控摄像

头，可实现视频信号的定点放大、缩小

和回放查阅，并与海关联网，实现保税

仓库内货物 24 小时无死角监管，确保

监管安全。

吴方隆表示，每个保税仓库能储存

货物种类不尽相同，如储存母婴用品、

奶粉的保税仓库建设标准要更高、更严

格。而易达保税仓库的储存货物范围

为酒类、日化用品、原材料（如鞋料）。

目前已有 4 家企业签约入驻保税仓库，

以葡萄酒贸易公司为主。

保税仓库，是指由海关批准设立的

供进口货物储存而不受关税法和进口

管制条例管理的仓库。储存于保税仓

库内的进口货物经批准可在仓库内进

行改装、分级、抽样、混合和再加工等，

这些货物如再出口则免缴关税，如进入

国内市场则须缴关税。

“易达保税仓库有利于我市企业节

约成本，企业进口货物存入保库时无需

缴税，出库内销时才需缴纳税款，大大

提高资金周转率和利用率。”吴方隆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比如一批价值 100 万

元的红酒货物，其进口环节所需缴纳的

税费共 40 多万元，而进入保税仓库后，

可以通过分批报关的方式，不用一次性

支付这笔进口关税和环节税，有利于企

业提高资金周转率和利用率，降低企业

财务成本。同时，企业可以更灵活地进

行货物采购、配置等。

此外，凭借地理优势，保税仓库内

的商品将无缝对接侨贸小镇盛汇购进

口商品展销中心，从而带动产品销量。

目前，温州南片地区的苍南、平阳、

泰顺、文成等以及闽北地区的福鼎等

地，均未设立保税仓库。随着我市保税

仓库的投用，必将带动上述地区相关业

务向瑞安集中，从而提高瑞安区域辐射

能力和整体经济影响力。

据悉，保税仓库项目是瑞安市今年

招商引资重点配套项目，是今年外经外

贸工作重点攻坚项目，保税仓库项目获

批必将带动我市外向型经济向纵深发

展，促进外贸经济良性循环。

本报讯（记者 潘敏洁）日前，2018 年省级农机

合作社示范社名单出炉。来自我市的恒丰农机专

业合作社、赖明安农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吉丰农机

专业合作社、存忠农机专业合作社、进维农机作业

专业合作社、飞良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等 6 家专业

合作社名列其中。

农机合作社是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主要载体，是

农业“机器换人”的主力军，是推动农业产业兴旺

的中坚力量。省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的创建，有利

提升我市合作社规范化水平、品牌运作能力及经营管

理水平，有效推动了农机合作社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

升发展。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重视并加强农机合作社示范

创建工作，支持引导农机合作社加大创建力度，提高服

务能力，打造服务品牌，推进农机服务向“全程、全面、

高质、高效”发展，为深入推进农业“机器换人”，乡村振

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瑞安首个保税仓库正式投用
酒类等进口货物的“便捷中转站”

我市举办马蹄笋
栽培技术培训

我市新增6家
“省级农机合作社

示范社”

“华盛水产”跻身农业产业化“国家队”

8家市级公立医院
实行医疗价格改革

从今年 9 月 29 日起，我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院、塘下人民医院等 8 家市级公立

医院全面实施医疗价格服务改革方案。

据了解，8 家市级公立医院进行首轮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将药品、材料、备检查、

检验费用进行下调；同时，将医疗项目包括

诊查费类、护理类、中医特色诊疗类等进行

适度上调。同时，患者在就诊过程中，会发

现部分检测项目费用有所下降，比如磁共

振扫描、糖类抗原测定等；门诊诊查费（挂

号费），急诊、假日诊查费、护理费以及中医

特色诊疗类项目有所上调。据发改部门测

算，上述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按照 2017

年服务量静态测算，预计全市市级公立医

院2018年可为患者减少医疗费用1592万

元。

记者从市医共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了解到，《瑞安市市级公立医院首轮医

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实施2个月以来，患

者均次药品费用支出下降了 11.71 元，均

次卫生耗材下降了 2.64 元。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院两个医疗服务集团累计减少药品

使用超过1000万元，成效高于预期。

“最多跑一次”
让群众看病就医“少跑路”

距离市区 40 多公里，技术较为薄弱、

设施较为老旧的高楼镇卫生院在过去多年

里无奈沦为当地老百姓的“第二”或者“第

三”选择。可就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依托医

共体平台，这家较为偏远的乡镇卫生院实

现了“华丽蝶变”，成了当地居民就医的首

选。

看病就医，感受最深的就是老病患。

从去年 11 月开始，王大爷从跑市区“找专

家”变成了在镇里“等专家”。他常看的市

中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医师胡思进每周定

期“下沉”到高楼镇卫生院，为当地患者看

病。“我过来看病只需要几分钟，省时又省

力。”王大爷说，因为是农保，在当地卫生院

就诊，报销比例比去市级大医院看病还要

高，既方便又实惠。

有一些当地患者本来就是胡思进的病

人，就医问诊都留在了当地。经过口口相

传，不少当地人也开始找胡思进看病。“我

每周二都会在卫生院坐诊一天，每次看 50

多号，常常忙到推迟下班。”胡思进说。

建立医共体后，根据高楼镇的实际情

况，市中医院派出骨伤科、针灸科、内科、B

超、护理等多个学科专家定期在该卫生院

坐诊、查房和带教。依托优质“下沉”专家，

高楼镇卫生院整体就医人次增多、检查项

目增加、重开住院综合病区⋯⋯一系列连

锁效应开始显现。据了解，今年 1 到 11

月，市中医院下派到高楼镇卫生院的专家

团队共计开展医师门诊诊疗2477人次，其

他辅助医师诊疗 318 人次，教学查房 13

次，开展健康讲座20多场。今年1月到11

月，高楼镇卫生院门诊量达 169784 人次，

门诊转诊（上转）36 人次，住院 86 人次，门

诊量、门诊转诊量、床位使用率相比 2017

年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据市医共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统计，今年 1 至 11 月，医共体分院门（急）

诊量 348.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96%，出

院 10309 人次、同比增长 12.65%；医共体

分院上转患者 912人、同比增长 496.08%，

医共体总院下转患者 531 人、同比增长

431%；总院人员在分院排班 8647 个工作

日，门诊服务32354余人次。全市26家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受益。

为方便患者就医，我市搭建临床数据

中心，完善区域电子病历系统，诊疗、住院

医嘱等信息互通共享、按需调阅。启用临

床检验中心、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心电诊断

中心等共享中心，实现检验检查结果互

认。完善“互联网+”智慧健康平台，开通

“一网通办”预约、付费、结算和健康信息查

询等服务，门诊检查智慧预约率、结算率等

10 项指标居温州各县（市、区）之首，截至

11 月底，网上预约挂号达 73.8 万人次，诊

间结算占比达46.3%。

近 2 年来，我市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

构的网底优势，积极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全面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

“以健康为中心”，组建“三师共管”签约服

务 团 队 140 支 ，家 庭 医 师 签 约 率 为

42.65% ，重 点 人 群 签 约 覆 盖 率 达 到

75.87%。

每个乡镇建设
一所标准化卫生院

今年 9 月，上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顺利完成整体搬迁。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新址位于上望街道薛前村上旺东路，中

心占地面积11382平方米，周边交通便利，

就医环境优良，可承担辖区内 6 万余人口

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任务。此外，

作为市人民医院医疗服务集团成员单位，

近 1 年来，总院专家定期坐诊并实施业务

帮扶，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上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搬

迁，是我市基层医院硬件设施改善与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缩影。今年 8 月，

《瑞安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用房改造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出炉。根据计划，从

2018 年至 2020 年，全市计划实施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业务用房建设项目共21个，新

建面积 14.5 万余平方米，总投资 8.56 亿

元。我市在房屋设施、医疗设备等方面加

大投入、创新举措，基层医疗机构的卫生服

务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逐步建立起“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制度，实现居民“小病不出乡，大病

不出县”。截至今年 11 月，已启动 4 个项

目，有10个项目完成了选址和控规调整。

市卫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层卫生

院硬件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医共体专家到

基层卫生院坐诊、带教，帮助卫生院加强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提升了基层卫生院的专

业技术水平，改善了乡镇居民的就医条件，

“既给基层卫生院带来了技术，又给患者带

来了方便，这也是医共体的利好体现。”

家住高楼的王大爷患有“三高”、颈肩腰腿痛等多种慢性病，以往，为了看病，他每个月都要往市区跑。而如

今，市级医院专家主动“下沉”、远程会诊拉近医患距离⋯⋯王大爷就医不用再多跑路，每个月在“家门口”等着专

家医生来。

自2017年11月，瑞安医共体建设正式启动以来，改革试点正在改变每一个瑞安人的“就医路”。据市卫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 年，瑞安作为全省首批 11 个县域医共体试点县（市）之一、温州市唯一试点，在原有“双下

沉、两提升”的基础上，开启了“同织一张就医网，共筑百姓健康路”的医共体建设探索之路。经过 1 年时间探索、

创新，瑞安医共体建设成效初显：今年1至11月，我市基层就诊率达73.84%，超过省定指标（65%）；浙江省医共

体评估组居民就医体验调查，我市得分为93.46分，为全省首批11个试点地区最高。

■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许正智 陈薇艳

瑞安医共体改革周年记：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群众就医负担减轻了

上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总院专家在基层“传、帮、带”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