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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屿区食品产业主要涉及农产品
及海产品加工行业、饲料加工业、粮油
食品加工业、食用盐加工业等；现有规
上企业14家，今年计划新增规上企业2
家。去年，该区食品产业实现税收同比
增长 248.6%；累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 4.46亿元，同比增长 216.3%，两项
增幅均居全市第一。

民以食为天。食品产业牵系民生福祉，关乎经济高质
量发展。

秀屿区落实市委“一五二三四”工作部署，立足实际，发
挥优势，全力打造食品全产业链条，做好一二三产业融合大
文章，推动全区食品产业做大做强。

加大招商力度加大招商力度 增强发展后劲增强发展后劲
由福建省淼鑫水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1.2亿元的

鲍鱼精深加工项目落户秀屿，秀神（福建）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项目签约入驻秀屿区鲍鱼科技产业园，骆农夫海洋食品
基地项目投资协议已签订……近段时间，秀屿区聚焦食品

产业链精准招商，成效显著。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秀屿区紧紧扭住项

目招引“牛鼻子”，积极扩大招商“朋友圈”。瞄准食品产业
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该区强化对外联系，在抓龙头强
链、抓基地延链、抓展会补链上下足功夫，进一步提升产业
发展质效。

以产业链招商为方向，该区强化与本地知名食品企业、
招商引资落地企业的有效对接，推进以商招商。该区以小
分队招商、展会招商、外出招商等方式，推介秀屿区鲍鱼科
技产业园相关政策，重点招引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和环
境友好型项目，力争达到“引进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
配套成链”效果。

开展产业推介活动是招商引资的有效渠道。去年以
来，秀屿区先后举办第十一届全国鲍鱼产业发展研讨会、

“七夕”上塘银饰小镇缤纷季暨百威国际啤酒节、首届莆阳
迎春年货促销活动等，组织企业参加海峡两岸食品产业投
资洽谈会暨预制菜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发挥“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的作用，为项目签约、订货等搭桥牵线。

秀屿区食品产业链专班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将组织食
品企业参加2024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以及其他展览展销活
动，策划举办“三品行食品展销”、啤酒节、开海节、农民丰收
节等。强化农产品及预制菜品牌推介，持续输出“南日鲍”

“南日海带”等系列区域品牌，打响“秀屿味”美食名片。
搭好招商引资“连心桥”，当好项目落地“服务员”。该

区着力做好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服务工作，通过走访企业、召

开座谈会等形式，强化跟踪服务，增进政企沟通交流，帮助
破除项目难点堵点。

去年以来，该区共对接12个食品产业项目，推进壹路鲜
伴、希润食品、海雄工贸、新顺水产等 4个项目投产，加快建
设鲍鱼产业园、南日岛东部海产品加工园 2个项目，对接跟
进福盐集团产销一体化项目及 5个意向入驻鲍鱼科技产业
园项目，增强食品产业发展后劲。

强化服务保障强化服务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
前不久，秀屿区工信局组织人员前往汇龙海产有限公

司开展“专精特新”企业专项贷款政策宣传活动，面对面指
导企业通过福建“金服云”平台申请贷款。

汇龙海产是一家从事鲍鱼等水产品精深加工的高新技
术企业。去年，在区工信局的全方位跟踪辅导下，该企业入
选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获得包括资金奖励、融资支
持、技术改造、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管理提升等一系列支持
措施。

围绕服务产业做强、企业做大，区工信局聚焦“送政策、
解难题、稳增长”，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通过匹配优
惠政策，常态化开展精准帮扶，实现“企业找政策”向“政策
找企业”转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为加强统筹协调和跟踪推进力度，秀屿区充分发挥
食品产业链专班桥梁纽带、联络指导和综合协调作用，
进一步挖掘项目线索、畅通对接渠道，并组织多家食品

企业参加食品行业产融合作政银企对接会，持续推进融资
对接工作。

在服务企业项目过程中，食品产业链专班实行周例会
工作制度，及时协调重点项目建设中的困难问题，加强对企
业生产指导服务。截至目前，已推进亿天食品、新顺水产新
增纳统，兴诚水产鲍鱼罐头等产品入选市名优产品名录；帮
助骆农夫食品和海岛之星获评市“白名单”中小微企业，汇
丰食品等9家企业获评市“白名单”工业企业。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IMS）建设，既是保障食品
安全的长效机制，也是实现食品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石。为此，秀屿区工信局精心组织 10家企业参加全区食品
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宣贯培训班，推动企业诚
信体系建设。其中，易太食品通过由省食品工业协会组织
的诚信管理体系评价，取得诚信体系证书。

产业发展，规划先行。该区组织编制《秀屿区“十四五”
食品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年，全区食品产业规上企
业达到17家，食品产业总产值达到15.3亿元以上，年均增长
率5%以上；力争规模以上食品企业全部建立食品安全全程
可追溯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全行业的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及
诚信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监管实现规范化、常态化、法制化，
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升。

瞄准细分领域瞄准细分领域 拓展精深加工拓展精深加工
秀屿区海洋资源禀赋优越，是全省鲍鱼、海带、龙须菜

的主要养殖基地，发展海洋食品预制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眼下，秀屿区正着手对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创建海洋
食品预制菜基地，进一步拓展精深加工产品，做优做强产业
细分领域。

瞄准市场需求，秀屿区在笏石镇建设全省首个鲍鱼加
工产业园区——鲍鱼科技产业园，集海洋食品加工、冷链仓
储、产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吸引多个深加工预制菜项目落
地。初步估算，该产业园年产量可达 3.1万吨，年产值约为
10亿元。

海和惠食品有限公司是签约入驻鲍鱼科技产业园的
鲍鱼加工企业代表之一。该公司以南日鲍等海鲜类产品
为重点，提供规模化、标准化的生鲜食材配送和加工技术。

“项目落户在秀屿区鲍鱼科技产业园是企业做大做强
的必然选择。区政府在租金、厂房出让等方面给予了一
系列优惠政策。”海和惠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涓秀介
绍，目前，公司正着手推进项目各项前期手续，争取早
日投产。

位于南日镇的莆田市海发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把鲍
鱼加工项目落地鲍鱼科技产业园。该公司负责人骆文树表
示，公司就可以引入先进设备，更新生产工艺和技术，提高
自动化程度，培育水产品加工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据统计，2023年，秀屿区水产品总产量61.31万吨，同比
增长4.5%。

围绕“海洋富区”战略，秀屿区利用南日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建设优势，发挥汇龙海产等预制菜企业龙头带动
作用，集聚预制菜相关企业，深耕水产品细分领域，打造集
预制菜品研发、加工、销售、冷链物流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
产业布局。同时，成立预制菜联合研究中心，依托现有“育
苗、养殖、加工、物流”产业链，引导生产、研发、销售等食品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集群成链增“食”力
——秀屿区发挥优势推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林英 通讯员 林静静 陈小龙 文/图

拓展鲍鱼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条。 秀屿区工信局干部深入食品企业走访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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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学生体验“非遗”独特
魅力，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工艺
美术系发挥教育资源优势，组织

学生志愿者和“非遗”传承人教师一同走进荔城区新溪小
学，每周开展一次送教下乡“非遗”文化进校园公益活动。
活动通过特色课堂、教育传习等，让学生在学习制作泥塑的
技艺中感受工匠精神、传承传统文化。

4月 18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春晖和学生志愿者
带着一大袋事先调制好的泥坯来到木兰溪畔的荔城区新溪
小学，给参加学校社团活动的学生上泥塑课。课堂上，30
多名孩子拿到老师分发的泥坯，很是兴奋。陈春晖手把手
地教孩子们如何将泥坯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拍、捏、塑、
雕……没过多久，他手上的泥坯渐渐有了精气神，栩栩如生
地塑造出一个学生头像，现场孩子们都说“真像！”

“泥”中寻乐趣，指尖“塑”传承。孩子们细心观察、仔细
听讲，纷纷拿起手中的工具和材料进行创作。大家拿着泥坯
搓一搓、揉一揉、嵌一嵌、按一按、刮一刮，将泥巴揉成自己喜

欢的造型。在揉搓捏间，孩子们展现出专注度和创造力。他
们围绕木兰溪题材，大胆想象、积极创作，有的捏出自己从小
生活的家园，有的揉出一条溪，有的搓出一座桥……感受民

间艺术魅力。看着自己动手创作的“作品”，成就感满满。
一块块泥巴捏出多彩木兰溪，每一件作品都代表着孩

子们丰富的想象力。泥塑制作课堂气氛活跃，志愿者也参
与其中，普及非遗知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这座学校与木兰溪息息相关。”新溪小学校长陈
建新说，该校曾因木兰溪水患，经历过三次选址两度搬迁。
随着水患得到治理，在上级关心下，学校各项设施日臻完
善，办学条件越来越好。孩子们都没有忘记这来之不易的
学习机会，木兰溪深深烙印在大家心中。“非遗”进校园，大
师与孩子们面对面，目的就是引导孩子们感受“非遗”文化，
并用学到的“非遗”技艺塑造心目中的木兰溪，非常有意义。

多彩“非遗”进校园，文化传承润童心。工艺美术系分
团委书记黄婧雯说，该系从去年开始，邀请多位“非遗”传承
人走进新溪小学，义务开展各类沉浸式体验活动。同时，用
好木兰溪题材，帮助学生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传承的使
命感、责任感，让非遗在校园“活”起来、“火”起来。

吴伟锋 林丽静 文/图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郭
文渊）前不久，“2024香港国际文
化高峰论坛”在香港西九文化区
戏曲中心开幕，知名古典家具艺
术家、四君子古典家具（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树应邀出席论
坛，与全球艺术精英共襄新时代
古典家具艺术盛举。

出生于莆田一木工之家的陈
玉树，在古典家具的“磨砺之路”
上，秉承着良材、良工、良师、良心
的“四良”精神，将文化与艺术相
结合，让传承与传播并行。他的
作品不仅包含着精巧的工序，更
融合了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表
达。他曾担任 2018APEC领导人
峰会、2020迪拜世博会中国馆、
2022冬季奥运会等国际顶级盛会
的古典家具设计师。

陈玉树说，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新时代古典家
具艺术的崛起需要立足自身悠久优秀历史积淀，学习
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外来艺术精
华，使古今中外相互共存、转化，实现优秀传统艺术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陈玉树提出，新时代古典家具不仅要体现出精湛
的工艺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要反映出时代的精神
和文化的多样性。这样的家具不仅是艺术品，更是文
化和历史的传播者，提供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和文化
理解。新时代古典家具，要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方式，让
每一件作品都能够跨越时代，传递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展现出对全球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学习。

别说我酷
ieshuowokuB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蔡蕊 通讯员 黄霞）4月 14
日，莆田高楼邮政支局爱心驿

站与荔城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南郊分园携手开展“行走
课堂，探秘邮政”主题实践活动。

当天，孩子们在家长及老师的陪同下参观了邮局
及爱心驿站，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介绍
邮政标志、邮箱及特种邮票《甲辰年》，科普邮票的发行
历史、种类、意义等知识，让孩子们了解写信、寄信的简
单程序，近距离接触邮票艺术，进而爱上集邮，传承邮
票文化。孩子们还现场体验了一回投递信件工作。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更
突出体现驿站的服务性。该爱心驿站将持续为广大群
众提供更多贴心暖心的服务，精准化服务不同客户群
体，持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傅梅香）4月 12日，莆田市实验
小学秀屿分校举办第二届校园

读书月系列活动之“三语讲莆田故事”比赛，弘扬莆仙特色
文化，展现“文献名邦”风采。

活动中，学生们用流利的语言、生动的表演，向在场观
众和评委展示“非遗”美食红团、特色端午节日习俗、千年
流传的妈祖文化……一个个充满温情的家乡故事感人至
深，一段段声情并茂的讲述展现了学生们对家乡文化的热
爱，让在场人员深受感染，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

据介绍，该校举办“三语讲莆田故事”比赛，让学生不
仅学习了莆田历史文化，还在实践中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和
公共演讲技巧，有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蔡玲 通
讯员 林婷）4月10日，新华网聚焦涵江
区大洋乡，以慢直播的形式向全国网友

展示其大白菜“春收”场景，观看人数达50多万人次。网络
直播为当地农民开拓市场打开了新路，大洋优质特色农产
品被更多人看到，促进农民增收。科技助农、科技惠农，给
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直播间的镜头里，大洋乡草绿枝壮，野花美艳，雾山
醉醉，云水漾漾，一山春色浓的美景跃然眼前。网友们沉浸
在轻柔的音乐氛围中，无需攀折花枝，也能花香满衣。连片
的良田间，绿油油的大白菜个大饱满长势喜人，已进入采收
期。戴着斗笠的农民俯身操作，采摘、分拣、装车……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一辆辆装满的货车从田间奔向了全国
各地，大洋的绿色无公害大白菜当天就能在农贸市场和超
市上架，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位于莆田北部的大洋乡素有“红色粮仓”的美誉，平均
海拔约800米。这里群峰叠嶂，河流交错，气候宜人，雨量充
沛，以赤红壤亚类土为主，PH值低，是农作物生长的理想之
地。特别是大洋优质冬米，十分畅销。

立足资源优势，大洋乡整合资源、统筹规划，积极引进
专业公司建设一批经济效益好、辐射作用强的生产基地，激
活“金土地”。依托科技小院科技赋能，推行稻菜轮作、水旱
轮作等耕作模式，着力打造融科研育种、农耕体验、研学旅
行为一体的农耕文化产业区，推进农业产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真正让“菜篮子”成为百姓的“钱袋子”，助力乡村振兴。

稻 香D aoxiang

“泥巴艺术”捏出多彩木兰溪
——湄职院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开展“非遗”进校园公益活动

图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春晖面对面
教孩子们玩转“泥巴艺术”。

新闻前哨X inwenqianshao

途经一片紫
色花海，才懂四
月芬芳浪漫。木
兰溪畔马鞭草花
开正旺，上周末，
市 民 们 漫 步 其
中，拈一袭紫香，
感受唯美的紫色
浪漫。

全媒体记者
杨怡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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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课堂”探寻邮路

“春菜”上新，你尝鲜了吗？

弘扬莆仙特色文化

拈一袭紫香拈一袭紫香

慢生活M anshenghuo

不是娱乐
ushiyuleB

寻梦园X unmengy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