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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庞修河

在全国两会闭幕之际，记者采访了海南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他向

记者谈起了他对法院工作的看法。

2008 年以来，海南法院通过开展制度建

设年、制度落实年、制度落实推进年、司法作

风转变年等活动，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司法

审判制度、廉政建设制度，确立了法院干警的

行为边际界线，全面促进了司法公正公开：一

是建立以审判管理、案件质效考核、法官业绩

考核、审判责任追究制度为核心的审判管理

制度，规范司法行为；二是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机制建设，先后出台了廉政监督卡、廉政监察

员、特邀监督员、离退休法官代理案件回避、

法官任职回避、司法巡查等制度，基本建立起

自上而下的惩防管理体系；三是主动接受各

界监督，落实司法民主，加强与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的沟通联络，建立了“分级分片、定向

结对”的监督联络机制；加强司法公开的力

度，海南法院连续两年在中国社科院公布的

司法透明度测评中排名前列。

执法为民、司法公正是营造海南国际旅

游岛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环。近年来，海南各级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

的指导和支持下，紧紧围绕海南中心工作，积

极适应国际旅游岛建设需要，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深入推进制度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

力，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司

法保障。在今年 1 月召开的海南省五届人大

一次会议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以 95.65%高票通过，这是自海南建省以来海

南高院工作报告的最高得票，充分表明海南

法院近年的努力实干赢得了全省人民的充分

肯定和高度认可。

今年是海南建省创办经济特区 25 周年，

当前的海南发展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措施具

体，进入到了更有条件实现科学发展的新阶

段，迎来了发展干事的最佳时期。希望海南

法院再接再厉，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大局，以端正司法理念、

提高司法能力为核心，加强法官队伍建设，认

真履行审判职能，为海南的科学发展、绿色崛

起营造和谐稳定、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泉州，美丽的港湾城市，历史上著名的

“海上丝绸之路”就从这里开始。改革开放以

来，泉州民营经济迅猛发展，以每年 30%的增

长速度闻名海内外。在新形势下，泉州民营

经济还有哪些发展亮点？近日，记者采访了

全国人大代表、新任泉州市市长郑新聪。

快马加鞭未下鞍

泉州拥有民营工业企业 7 万多家，民营

企业无论是数量、产值还是就业人数，均占全

市九成以上。虽然新任泉州市市长未久，但

郑新聪还是对泉州历数“家珍”。

至 2012 年 12 月末，泉州规模以上民营企

业有 3357 个，占福建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的

28.9%，实现税金则在全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

的 33.8%，当前泉州已形成纺织服装、鞋业两

个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装备制造、建筑

建材两个产值超 500 亿元产业集群；以及一

批产值超 100 亿元的产业集群。其中，纺织

服装产量占全省 80%、全国 10%；运动鞋和旅

游鞋占全国 40%、世界 20%，石材、石雕、树脂

工 艺 、工 艺 陶 瓷 出 口 量 分 别 占 全 国 60% 、

75%、70%、67%。

郑新聪告诉记者：“当前，泉州正全力开

展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扎实推进民

营企业‘二次创业’，努力打造民营经济发展

的乐园。”他介绍，在 30 多年来“一次创业”的

基础上，2012 年初，泉州召开民营企业“二次

创业”大会，提出通过“一园二转三推动”（建

设民营经济乐园，企业转型升级、政府转变职

能，依靠创新、人才、政策推动），引导民营企

业做大规模、做优品牌、迈向高端、走向国际、

运筹资本，再造泉州发展新辉煌。

泉州自开启民企“二次创业”以来，取得

了明显成效。“面对去年严峻经济形势，泉州

民营经济继续保持很强的内在成长性和整体

抗压性。”郑新聪介绍，“二次创业”支撑了泉

州继续迈进，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向超 2000

亿元产业集群迈进，建筑建材向超 1000 亿元

产业集群迈进，新形成一批超 500 亿元、300

亿元和 100 亿元的产业集群。

转型中创造新优势

针对民营企业如何在转型中创造新优

势？郑新聪告诉记者：面对民营企业在发展

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在创新转型中创

造新优势，是泉州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中必

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泉州新一轮创业，

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坚 定 做 强 实 业 信 心，加 快 产 业 转 型 步

伐。郑新聪认为，泉州要始终立足于传统产

业这个“大盘”。虽然当前民生产品的市场竞

争十分激烈，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能

量正在加速释放，消费拉动正在逐渐成为经

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泉州传统产业的许多企

业已经闯出了自主品牌、掌握了营销渠道，完

全可以做得更大更强。据统计，当前泉州市

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达 175 家，产值

达 260 多亿元。他说：“我们鼓励广大企业家

拿出过去 30 年积攒的财富，拿出创业初期一

身是胆的拼劲，更多地去依靠科技创新、先进

技术装备和先进的管理模式，转向先进制造

业、高附加值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泉州市力争至 2015 年，全市规模以上

民营工业企业产值达 14000 亿元以上，拥有

15 家以上的百亿元工业企业，5 个超千亿元

产业集群。

深 化 综 合 配 套 改 革，打 造 民 营 经 济 乐

园。郑新聪说，当前，国家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鼓励民间投资，省里对泉州民企“二次

创业”给予 10 条政策支持。泉州在去年召开

“二次创业”大会和今年千名企业家大会上，

出台了推进民企“二次创业”等实施意见和专

项行动计划，设立了“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专项

资金”，从去年起，市县两级安排 5 亿元，今后

还要逐年增加。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建设“全

国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努力从体

制机制上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集 聚 利 用 民 间 资 本，更 好 服 务 实 体 经

济。郑新聪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

泉州本地的民间资本较多，民间信贷比较活

跃，但主要都是围绕实体经济来展开；同时，

许多海外侨胞也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像东南

亚的不少泉籍乡亲，实业遍布全球，投资领域

涉及金融服务、港口船运、化工橡胶、造纸印

刷、电子信息、房地产等。他说，据测算，泉州

市本地民间资本超过 4000 亿元，加上外地侨

资可能高达 2 万亿元。前不久，国务院正式

批准《泉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总体

方案》，是中央对泉州的大力支持，我们将大

力发扬泉州人“爱拼敢赢”的优良传统，坚定

信心，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先行先试，力争在

金融改革上率先突破，为全国的金融改革提

供经验。

郑新聪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泉州市要认

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

决策部署，各级政府要用“月嫂式服务”来转

变以往“保姆式服务”，积极主动地去理解、了

解企业的所需所求，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在更

高的起点上，开启“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王琰 陈彩霞）日前，记

者从青海省经济委员会了解到，2013 年，

青 海 省 开 发 区 将 按 照 各 园 区 的 自 身 特

色，着 力 打 造 有 色 金 属、藏 毯 绒 纺、造 硅

材 料 和 特 色 资 源 精 深 加 工 四 大 产 业 基

地，结合园区产业定位和产业基础，大力

推 进 上 下 游 产 业 融 合，加 快 打 造 产 业 规

模大、产业链延伸、竞争优势强的产业板

块和产业基地，力争到 2015 年，销售收入

超千亿元。

据了解，青海省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

将以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化工等产业为基

础，努力实现园区工业销售收入 2015 年达

到 1000 亿元以上的发展目标；南川工业园

将全力打造藏毯绒纺产业链、锂电池材料

及储能电池产业链、光伏聚光电池产业链，

积极推进昆仑玉文化产业园建设，把园区

建设成为“世界藏毯之都”；东川工业园区

将全力打造硅材料及光伏制造产业链、铜

精深加工产业链、钛合金熔铸及板管带材

加工产业链、电子铝箔及延伸产业链，加快

铝合金及型材、5X 极草等重点项目建设，

把园区建设成为青海省重要的硅材料及太

阳能光伏制造、轻金属合金及电子材料产

业基地；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将以建设国家

高新区为目标，大力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全力打造高原特色资源精深加工、特色

中藏药、昆仑晶石复合新材料、环卫车、电

动汽车等产业集群，积极推进中药材及生

物资源储备交易中心建设，把园区建设成

为我国重要的发酵虫草菌粉、枸杞和沙棘

精深加工产业基地。

■ 本报记者 段思源 王睆

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

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运输往来的不仅仅是

丝绸，还有陶瓷和茶叶。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茶叶和瓷器几乎成为中国的代名

词。茶叶随着丝绸驼队的足迹绵延不绝，

一路流淌着醇厚绵长的清香。

说起陕西的茶文化可谓多姿多彩，泾

阳砖茶在明、清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

很多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曾经红极一时

的管理茶马互市的机构“茶马司”、曾经洛

阳纸贵的“陕西官茶票”、那号子随同波涛

翻滚的临泾渡、那驼铃逶迤的丝绸之路，处

处都散发着泾阳砖茶芬芳的茶香。泾阳砖

茶是友谊的使者，是泾阳与西部地区民族

和谐的纽带。茶帮们在泾阳用骆驼载着砖

茶，由临泾渡过泾河，沿青海、甘肃、宁夏、

新疆、西藏等开辟了一条与“丝绸之路”并

行的“砖茶之路”。消费者多为藏族、蒙古

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等各民

族。西部少数民族以食牛羊肉为主，为了

解油腻、助消化、分解脂肪，需大量饮茶；西

部地区蔬菜稀少，生长在那里的人们体内

绿色素缺乏，需饮食茶叶来补充维生素。

所以，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宁可

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而泾阳砖

茶所含有的丰富微量元素和良好的口感，

正好满足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这一需

求。因此，泾阳砖茶被称为“西部少数民族

的生命之茶”。

由于历史原因，泾阳砖茶于 1958 年在

泾阳大地上绝迹。为了挖掘历史文化遗

产，恢复在泾阳大地上终止了半个多世纪

的传统茯砖茶业，泾阳泾砖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贾根社于 1977 年开始南下，在湖南

安化多方采集制茶信息，拜家乡 28 位老制

茶工为师，多方探索制茶秘籍，秉承祖训，

终于在 2007 年生产出了消失多年的第一

批 泾 阳 砖 茶 。 十 年 磨 一 剑，泾 阳 砖 茶 于

2011 年被陕西省文化厅列为“陕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

数百年来，“泾阳砖茶”承载着秦人自

强不息、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泾

阳砖茶以其古朴厚重的外形，丰富的营养

药用作用及其纯正悠长的口感，深受人们

喜爱。今日，泾阳砖茶将重振雄风，走向

辉煌。

■ 本报记者 段思源 王睆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播

出了一个节目“中秋月饼映团圆，起源就在

古长安”，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近日，

记者专门采访了西安志宽食品公司的董事

长聂志宽。此前，聂志宽撰写了“月饼的故

乡在未央”的文章，并发表在相关的刊物

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许有人会问，

聂志宽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对长安与月

饼有着如此深刻的研究，对秦地月饼有如

此深厚的感情？

聂志宽本人就是做食品的，他的公司

就叫志宽食品公司，是专业做秦式糕点的

公司。聂志宽常自豪地说，公司从上世纪

90 年代成立以来，主打产品就是秦式糕

点，秦式月饼、志宽水晶饼、桃酥、玫瑰鲜花

饼、水晶夹沙、绿豆糕等，总计有近 20 个品

种。关于广式月饼，聂志宽也有自己独到

的看法，他说：“近几年，广式月饼盛行全

国，其对食品工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但也造成了一些误解，好像月饼只有广式

月饼，其实月饼的品种是很多的，各地都有

自己的特色月饼。如晋式、京式、哈式、滇

式、苏式等。而陕西的秦式月饼历史更早，

品种也更多。早在汉代就有胡麻饼，到了

唐代，更有了红绫饼、贵妃饼等，这些都是

专门用来祭月、拜月，也是中秋供人享用

的。陕西的月饼，如果从地域上划分，还有

关中月饼、陕南月饼、陕北月饼等。聂志宽

认为长安、户县、蓝田、周至等地，每到中秋

节家家户户都自己烙团圆馍，这就是最传

统的月饼。还有定边的炉馍，延安的果馅，

西安的水晶饼，也都是人们中秋节走亲访

友的月饼。而且这些月饼不止八月十五

吃，一年四季都有。”所以他认为，中秋节带

馅的饼，都应当称之为月饼。

2009年，志宽食品公司就推出了自己研

制的新秦式月饼，并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秦

饼”、“秦饼世家”、“秦式月饼”等商标。聂志

宽还在省烘焙协会上一再声明，他注册这些

商标，绝不是想独占这些资源，而是想为秦式

月饼争得一席之地。有人问他，现在的烘焙

市场，特别是在西安这样的大城市，西点十

分流行，特别是年轻人对西式糕点情有独

钟，米旗、安旗、御品轩都做得很大很强。

你为什么要坚持做中式糕点，做秦式糕点呢？

聂志宽表示，中式糕点历史悠久，品种

繁多，口味独特，特别是我们的秦式糕点，文

化底蕴深厚，传承千年糕饼文化，做民族的、

地域的、特色的糕点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情。而且从某种意义讲，中式糕饼、秦式糕

点、秦式月饼市场更大。就像世界上的三大

菜系，有西餐、土耳其菜，还有中餐。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还是喜欢吃自己国家的菜。中

国人就喜欢吃中餐，陕西人就爱吃羊肉泡、

肉夹馍。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聂志宽从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烘焙行

业，先是成立志宽食品厂，然后改制为志宽

食品有限公司。 20 年来，他坚定地走秦

饼、秦式糕点之路，从来没动摇过，而且一

路走来收获颇丰。如今他在业界，被称为

秦饼专家，经常受邀参加各种有关秦饼行

业和产业的活动，在《中国食品报》、《陕西

商界》等报刊杂志撰写秦饼文化的文章，呼

吁振兴秦饼。并在行业内积极倡导建立秦

饼行业产品标准，规范行业技术，做精做专

秦饼产业。而且身体力行，他们做的志宽

水晶饼已成为西安家喻户晓的秦饼品牌。

与传统的水晶饼相比，在馅料、外形、口感

等方面都做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与此同

时，还创新了玫瑰鲜花饼，水晶夹沙，新秦

式月饼等 10 多种创新秦饼，成为陕西烘焙

业重要的专业秦饼生产基地之一。

近几年，陕西烘焙协会提出振兴秦饼，

聂志宽和他的企业率先响应，积极的投人

到振兴秦饼的工作中来，成为振兴秦饼的

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为振兴秦饼产业和

文化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受到业内外

人士的尊敬。

青海四大工业基地呼之欲出

泾砖文化的崛起之路

聂志宽的秦饼情结

把泉州打造成民营经济发展乐园
——访全国人大代表、泉州市市长郑新聪

转变司法理念 提高司法能力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谈法院工作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罗保铭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泉州市委副书
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郑新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