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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镢头下去，八九个个头饱满的马
铃薯便露出土外，然后去土、装袋……
接连几天，福安甘棠镇过洋村种植户缪
金华一早便在自家葡萄棚内忙活开来。

“我今年共套种了 70 亩马铃薯，长得很
好。这个季节一公斤能卖到 6 元左右，
扣除成本，每亩净收 2500 元左右。”葡
萄棚内套种的马铃薯喜获丰收，让缪金
华在农闲时多了一份不菲收入。

福安市共有葡萄园面积 8 万亩，为
破解耕地“非粮化”难题，去年，该市探
索葡萄园套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的模
式，从甘肃省调回“费乌瑞它”马铃薯脱
毒种薯 70 吨，在赛岐、溪柄等乡镇示范
推广葡萄园套种马铃薯 2000亩。

“我们通过引进新品种，丰富套种
作物种类；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
导，保证套种作物产量；重点扶持茶果
园套种粮食作物经营主体，激发农民种
粮的积极性。”福安市农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苏培忠表示。

在甘棠镇国泽村，种植户郑清华葡
萄棚内套种的马铃薯同样长势喜人。

“我家马铃薯是今年 2 月中旬种的，再
过个把月能收。看其他村种植户的销售
情况，我家的马铃薯今年价格也不会
差。”郑清华信心满满。

据介绍，葡萄园内土壤疏松肥沃、
通透性好、排灌方便，葡萄避雨栽培模
式，为马铃薯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一
年可以套种两季。此外，葡萄根系深广，

马铃薯根系短浅，两者吸收肥料层次不
同，互不影响。

“比如 2月种下的马铃薯，到 4月下
旬便可收获，比露天种植的马铃薯提早
半个月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而在马铃
薯收获后，葡萄园各项管护工作开始。
这种模式既增加了复种指数、提高土地
利用率，又增加了粮食生产面积，可以
助农增收。”福安市农业技术推广股负
责人翁龙龙向记者算了一笔账：福安葡
萄大棚套种的马铃薯平均株产 1.3 千
克，每亩葡萄园套种马铃薯 800 株左
右，亩产 1040 千克，去年批发价 2.4 元/
千克，亩产值可达 2496 元。“去年农户
普遍反映套种的马铃薯收成好，大家的
积极性都很高。今年我们将在原有套种
面积基础上，再增加 1000 多亩，进一步
推动果园套种旱粮的发展。”

种薯选择形状规整、重量 50～100
克的健康薯块；马铃薯要套种在葡萄
种植畦两旁，行距 1.3 米，株距 0.3~0.6
米；种植时挖深 30 厘米，宽 30 厘米的
种植穴……日前，为保证套种马铃薯
产量，福安市成立“葡萄园套种粮食作
物”工作专班，在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
期深入田间为农户进行指导。“虽然葡
萄大棚为马铃薯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
长环境，但是一些关键节点的管护技
术我们还不熟悉，有了农技人员的指
导，我们套种马铃薯心里更有底了。”
郑清华说。

福安：一棚两用“闲田”不闲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陈雅芳

本报讯（记者 卞军凯） 日前，被
称为“世界超市”的福清龙高商贸新城
全球名品交易中心二期招商工作取得
新进展，成功引入福建万宝元通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和福建东德逸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2 家企业，提速打造“买全球、
卖全国”的全球名品交易中心。

全球名品交易中心位于龙田镇融
鼎新都汇，规划招商面积 8000 平方米。
通过引进跨境电商 OTO 体验中心和
海外商品销售门店入驻，融合“线上线
下”新零售场景，打造福清市首家一站
式海外商品购物体验中心及最具国际
范的“世界超市”。

今年 1 月份，全球名品交易中心一
期试营业，入驻有江阴港综保区跨境电
商展示中心、俄罗斯馆等场馆，品类覆
盖美妆个护、家居日化、母婴用品、酒水
饮料、休闲食品等，开发有“龙高商贸商
城”线上交易平台，让市民足不出户就
能购遍全球。

今年以来，福清市龙高商贸新城指
挥部、龙田镇深入实施“深学争优、敢为

争先、实干争效”行动，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理念，聚焦招商目标，创新招商方
式，打造“专班+小组”招商工作模式，
通过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加快推进全
球名品交易中心二期招商工作。

此次引入的福建万宝元通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和福建东德逸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将进驻全球名品交易中心三
楼，招商总面积达 1500 平方米。其中，
福建万宝元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设
立中东欧馆&RCEP 馆，规划中东欧、
RCEP 馆进口商品展示区和文旅艺术
沙龙展示区、RCEP 馆风情体验区等功
能区域。福建东德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主营进口美妆、母婴、日用品等产品。

龙高商贸新城指挥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两家企业带动性强、成长性好，有
利于以招商增后劲形成“磁场效应”，有
效吸引更多商户集聚发展。下一步，还
将加快推动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入驻全
球名品交易中心，以“线上引流+实体
消费+直播带货”新模式推动传统商贸
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福清加快建设“世界超市”

本报讯（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朱
崇飞） 近日，记者从莆田荔城跨境电商
云产业园运营公司获悉，一批来自当地
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货物，通过“荔城
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报关后，日前在厦
门口岸顺利通关。这也标志着中国（莆
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新增一个线上
服务平台。

近年来，莆田致力打造多样化跨境
电商园区，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为企业
提供一站式多种服务模式。莆田荔城跨
境电商云产业园坐落在西天尾镇，总面

积近 2 万平方米，于去年底开始启用，
同步搭建“荔城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据
了解，该平台集跨境电商资讯展示、企
业备案、业务申报等功能于一体，借助
该平台，莆田跨境电商货物可在全国多
个口岸进行报关。

2020 年 4 月，中国（莆田）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获批设立。数据显示，
莆田现有纳入限上商贸业统计的跨境
电商企业 130 家左右。截至目前，莆田
市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已累计出口货物
1000余万件。

中国（莆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新增线上服务平台

阳春三月，南平市建阳区将口镇东田村永东草莓采摘基地大棚前，一篮篮红彤彤的草莓香气扑
鼻，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据了解，永东草莓采摘基地三年前开始种植草莓，由原来一两个种植大棚发展到现在 8 个大
棚。每年 9 月开始种植，11 月底可出果，出果可持续到第二年 5 月，亩产值达 2.5 万元。基地大棚种植
的草莓采用无公害种植模式，品质大大提升，深受市场青睐。

图为游客带着孩子在永东草莓采摘基地体验采摘乐趣。 本报记者 吴鹏 摄影报道

“前不久，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
冯奕钰带领博士到我们公司，现场指
导这个项目的研发工作，帮我们把研
发进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29 日 7
时，福碳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纪斌就
匆匆赶到位于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
产业园的公司办公室，带着团队投入
半导体单晶硅用静压石墨材料生产
项目的研发工作。“多亏了冯奕钰博
导这样的高级‘外脑’，我们团队攻克
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已经获
得‘一种用于石墨磨粉机磨辊轴的锁
定装置’等10余项专利。”

上海福碳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永
安成立子公司后，担任上海福碳新材
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纪斌也背上
行囊，来到山城永安。这几年，科研攻
关对纪斌来说可谓家常便饭。虽然地
处山城，但是纪斌和他的团队并不孤
单。每当科研工作遇到难题，冯奕钰
就会通过网络在线答疑解惑，还会不
定期到永安现场“问诊开方”。“2020
年，我们半导体应用端的研究已基本
成型，跻身国内最高水平。”

福碳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成功，
是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不
拘一格降人才”，创新模式引进人才
团队，推动产业发展的缩影。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据了解，
永安市实施“群燕腾飞”招才引智专
项行动计划，已建设 1 个人才之家、
1 个人才交流中心、4 个产业人才驿
站、6 个“燕归来”驻外引才工作站。
同时探索“人才飞地”引才机制，以
三明市“师带徒”引凤计划为契机，
成立福建省第一个金线莲产业院士
工作站，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和紧
缺急需人才。近年来，永安市共引进
省 级 人 才 193 人 、三 明 市 级 人 才
1996 人。2022 年，永安市委人才办
制定出台《永安市人才优惠房实施
办法》，将在永企业聘用的全日制本
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列为优惠房政
策享受对象，以实际行动切实为企
业解决招人难留人难问题。

在此基础上，永安市石墨和石
墨烯产业园积极推动人才链、产业
链深度融合，以产引才、以才兴产、

产才共融，推动产业与人才的“双向
奔赴”。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博导……永安市石墨和石
墨烯产业园人才展厅的“智汇永安、
才聚燕城”版块，可谓星光璀璨。目
前，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主
动与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
学、上海理工大学、中科院等高校、
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引进
了来自北、上、深等一线城市的 20
多支研发团队落户园区，60 多名高
端人才服务园区。

以入驻企业实际需求为出发
点，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亮
出满满诚意：投入 4200 多万元新建
员工食堂和收储 114 套园区人才公
寓，开通园区专线公交，完善园区
吃、住、行软硬件配套，用优质的配
套服务，让天下英才近悦远来。

成立于2018年的永清石墨烯研
究院，依托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生院在石墨烯及新能源储能材料领
域研发、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共
同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目前，永

清石墨烯研究院已入驻永安市石墨
和石墨烯产业园研发大楼，首批设
备完成安装，已陆续承接相关业务。

产业兴旺人才旺，通过建设石
墨和石墨烯产业园，永安市还留住、
唤回了本土人才。

“我的专业是学材料学的，刚好
这边有一个永安石墨和石墨烯产业
园，所以就回来到家门口就业了。”
福建永安市永清石墨烯研究院有限
公司检测中心副主任罗旌旺介绍，
自己就是永安市槐南镇人，2011 年
从南京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后，曾在
一家央企从事研发工作。2022 年，
因看好永安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发展
前景，罗旌旺决定回乡发展。

“人才+产业”同向发力跑出产
才融合加速度。截至目前，该园区已
落户从事石墨负极材料、特种等静
压石墨和石墨烯导热复合材料、石
墨烯制备、石墨烯家居、石墨烯导热
膜等应用企业 22 家。2022 年，该园
区实现产值 34.6 亿元，连续 6 年增
长超过 25%，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

永安：产业与人才“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方炜杭 通讯员 林丹 陈丽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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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农村部推介 199
个镇为 2022 年全国乡村特
色 产 业 产 值 超 十 亿 元 镇 ，
306个村为 2022年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福
建共 13个镇（乡）、20个村入
选。

入选乡村特色产业产
值超十亿元镇的分别为三
明市沙县区夏茂镇（沙县小
吃）、尤溪县台溪乡（茶叶）、
安溪县感德镇（铁观音）、安
溪县尚卿乡（藤铁工艺品）、
安溪县祥华乡（乌龙茶）、连
江县筱埕镇（海带）、诏安县
太平镇（青梅）、平和县小溪
镇（琯溪蜜柚）、武夷山市星
村镇（茶叶）、连城县朋口镇

（兰花）、福安市赛岐镇（葡
萄）、福安市社口镇（红茶）、
福鼎市点头镇（白茶）。

入选乡村特色产业产
值超亿元村的分别为罗源
县 起 步 镇 上 长 治 村（秀 珍
菇）、闽清县塔庄镇茶口村

（粉干）、平潭县流水镇砂美
村（鲍鱼）、厦门市海沧区东
孚镇过坂社区（花卉）、仙游
县度尾镇湘溪村（文旦柚）、
仙游县金溪村（乌龙茶）、尤
溪县后楼村（食用菌）、晋江
市金井镇围头村（鲍鱼）、晋
江市金井镇南江村（鲍鱼）、
永 春 县 达 埔 镇 汉 口 村（篾
香）、漳浦县佛昙镇东坂村

（河豚）、云霄县下河乡下河
村（杨桃）、漳州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靖圆办郑店村

（食用菌）、武夷山市星村镇
桐木村（红茶）、连城县朋口
镇朋东村（兰花）、龙岩市新
罗 区 小 池 镇 培 斜 村（竹 制
品）、漳平市南洋镇梧溪村

（水仙茶）、福安市赛岐镇象
环村（葡萄）、福安市穆阳镇
苏堤村（线面）、福鼎市点头
镇柏柳村（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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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刚结束的全国两会释放出清晰信

号，那就是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
体、科学研究主体、技术转换主体的时
代将要到来。”何文波说，福光应该紧抓
这一机遇，从源头开始全程参与科技创
新活动，在解决技术难点、提出新方法、
研究新领域、解释新现象等各方面深度
参与，引领民营企业成为国家科技创新
的重要力量。

创新添动能，闽企活力足

如今在福建，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奔
跑在各自的追“光”路上。

“这是我们新发布的 400G 数据中
心交换机，它的超高速数据转发能力，
相当于每秒可传输 1100 多部 2 小时的
4K 高清视频、可以处理 1000 万次的订
单交易，技术上已是世界领先。”27 日，
在星网锐捷的研发中心，年轻的研发人
员小章介绍道。

数据中心交换机被称为网络设备
市场“皇冠上的明珠”。如今，在这一领
域，星网锐捷的复合增长率连续 5 年平
均增速达 86%，市场份额也节节攀升。

当星网锐捷推出第一款万兆交换
机时，整个中高端市场都是国外厂商的
天下。而如今，这家福建企业已有能力
与国际级厂商展开正面“肉搏战”。“武

器”，就是创新。
“星网锐捷现有员工中，研发人员

占 46%左 右 。每 年 我 们 坚 持 把 营 收 的
10%以上投入到高端产品研发中，即使
是在金融危机、行业寒冬的时候，研发
费用都没有减少，占比还逐年提升。”星
网锐捷总经理阮加勇说。

创新不问“出身”！在阮加勇看来，作
为一家混合型所有制上市公司，星网锐
捷始终秉持这一理念。“我们在研发上形
成了以企业研究院为核心、产学研相结
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在管理上形成了‘三
个一流’的人才战略、员工持股的股权激
励机制和内部创业机制；在市场上形成
了深入场景、贴近用户的应用创新理念，
成为推动公司持续成长的源动力。”

锚定创新驱动，近两年，闽企瞄准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
装备、生物与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围绕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开展技术攻
关，一批产品、技术持续突破，助力福建
产业激发新动能，焕发新活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宁德时代、宁德新能源助力宁德市
动力电池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正向世界级集群迈进；星云电子、时
代星云技术赋能全国首个光储充检智
能 超 充 站 ，已 在 各 地 实 现 标 准 化“ 复
刻”；高纯电子化学品、“手撕钢”、宫颈
癌疫苗、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等产品从无

到有，填补我省一个个行业空白……
数据显示，2022 年，全省工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5.5%，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 17.1％、对规上工业增
长贡献率达 46.2%。截至目前，全省已培
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49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45家。

另一方面，借由创新驱动，福建传
统产业加快技术改造，转换增长动力。

“新 款 跑 鞋 重 量 只 有 普 通 跑 鞋 一
半，回弹性能却提高 90%，更耐疲劳，预
计今年 5 月上市。”在安踏创新实验室，
负责人郑志艺告诉记者，搭载着最新升
级的氮科技的新一代跑步鞋正加紧生
产。事实上，这一技术已在顶级专业鞋
款中应用，搭载“氮科技”的钢架雪车鞋
助力中国钢架雪车队实现冬奥会奖牌
的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能力、有条
件的民营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
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
更大作用。”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
忠告诉记者，就在不久前，公司申报的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将与国内相关
院校联合培养运动科学、材料工艺、纺
织面料等领域的科研人才，推动更多创
新成果落地。

福建传统产业固本拓新，一改“低
端”群像，展现出全新面貌。“当前，我省
正持续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改造，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今年，全省计划组织实施省
重点技改项目 1000 项以上。”省工信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

优体制机制，植创新沃土

去年2月，成功开发国内首套“氨—氢”
燃料发电站——3 千瓦级“氨—氢”燃料
电池发电站并交付中国铁塔龙岩分公
司；今年 1 月，和厦门金龙客车共同打造
的全国首辆氨氢燃料电池客车……这
是成立才 2年多的福大紫金氢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交出的“成绩单”。一条集绿
氨产业、氢能产业及可再生能源产业于
一体的“零碳循环”万亿级产业链喷薄
欲出。

“福大紫金的成立是一种产教融合
的新形式，它快速对接国家行业重大需
求，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了资源整
合、优势互补。”福大紫金的董事长、同
时身兼福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催化中
心研究员的江莉龙感慨地对记者说。

福大紫金是由紫金矿业联合福州
大学、北京海新能科合资创建，着眼的
就是如何更好地将科教资源转化为产
业优势。

据江莉龙介绍，近年来，福州大学化
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组织开展

“氨—氢”绿色能源重大技术攻关，创制

出系列新型低温低压合成氨催化剂和低
温氨制氢催化剂，突破了“氨—氢”能源
循环的关键技术瓶颈。在寻求技术产业
化的道路上，与紫金矿业不谋而合。

江莉龙，如今既是研究员，又是董
事长。在他看来，这样的双重身份有利
于统筹领军人才、科研人员和工程型人
才，让核心技术突破与工程化、商业化
推广“目标一致”。

“十四五”以来，我省加快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
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
展产学研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福大紫金应运而生。

打胜仗需要好战术。我省践行“创
新不问‘出身’”，连续两年对“揭榜挂
帅”“赛马”机制进行优化调整，已发布
两批榜单，突破了 3D 打印碳纤维等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

“我们已尝到‘赛马制’的甜头。”福
建福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健表示。
2021 年，我省在冷链物流消杀科研攻关
任务中首次探索“赛马制”。福夏科技与
福州大学付贤智院士团队共同研发的
冷链物流紫外光催化复合消杀机作为
在“赛马制”攻关中成果最为突出的大
型表面消杀设备，在北京冬奥会 3 个赛
区中获准使用。

“‘赛马制’和‘揭榜挂帅’一样，通

过多方有序竞争激发创新激情与活力，
实现让有能力者担重责，体现公平公
正。”陈健说。目前，公司“家用物体表面
致病菌广谱快速紫外消杀装置”项目又
入疆场，“赛马”比拼。

科技创新，企业做主。我省从要素、
政策、项目、市场等多方面着力，支持企
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
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近五年，全
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
重保持在 88%左右的高位，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 12个百分点，企业已当之无愧成
为研发投入的主力军。2022 年，我省享
受研发经费投入分段补助企业数和带
动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额分别同比增长
40.5%、38.2%。

企业创新已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的
重要源泉。2022 年，我省入库科技型中
小企业 6263家，同比增长 20.2%；全省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超 过 10000 家 ，是
2017 年的 3.27 倍，年均增幅近 30%，涌
现出一批“独角兽”企业。

体制机制创新，让科技创新主体活
力倍增。“当前，我省正加大力度实施高
新技术企业‘双倍增’和龙头企业‘培优
扶’专项行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今年，将提高规上企业研发活动和研发
机构的比例，打造以企业为主体，科技、
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区域创新
体系。”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说。

“ ”好风光引客来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