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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据省财政
厅消息，截至 10 日，我省“快服贷”产品
依托省级政策性优惠贷款风险分担资
金池，累计投放 306.3亿元，惠及企业超
万家。

“快服贷”是我省聚焦小微企业、
外贸企业、科技型企业等，依托财政风
险分担政策推出的系列金融产品，包
括科技贷、外贸贷、商贸贷、乡村振兴
贷、文旅贷、台企贷等。省级财政通过

整合设立政策性优惠贷款风险分担资
金池，对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可能存在
的风险损失分担比例最高可达 50%，
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信贷支持。

自 2020 年创设以来，“快服贷”产
品合作金融机构已超 20 家，借助金服
云 平 台 线 上 全 流 程 服 务 ，形 成 了“ 财
政+科技+金融”的有效模式，有效缓解
了企业融资贵融资难融资慢问题。

我省“快服贷”产品投放突破3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林
舜水） 据厦门海关统计，1—3 月，厦门
市外贸进出口 2334.1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13.1%。其中，进口 1254.6 亿元，增
长 23.8%，出口 1079.5亿元，增长 2.7%。

1—3 月，厦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
1032 亿元，增长 31.4%，占同期厦门市
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44.2%，是最大外贸
主体。同期，国有企业进出口占 35.7%；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 20.1%。

从产品类型看，厦门市出口以机电
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1—3 月，
出口机电产品 566.9 亿元，占出口总值

的 52.5%；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265 亿
元，占 24.5%。进口以金属矿砂、机电产
品和农产品为主，1—3 月，进口金属矿
砂 276.3 亿元，占进口总值的 22%；进口
农产品 213.5 亿元，占 17%；进口机电产
品 186.8亿元，占 14.9%。

东盟、欧盟和美国是前三大贸易伙
伴。1—3月，厦门市对东盟进出口 434.2
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 18.6%；对欧盟
进出口 337.1 亿元，占 14.4%；对美国进
出口 265.8 亿元，占 11.4%。此外，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929.1亿元，增
长 35%。

一季度厦门市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13.1%

本报讯（记者 张辉） 近日，由省
农业农村厅、省委网信办主办的首届福
建省“一村一品”短视频大赛启动。本次
大赛以“闽山闽水 一村一品”为主题，
旨在推进做好“土特产”文章，打造一批

“土字号”“乡字号”农产品品牌。
参赛者应围绕本村主导产业或产

品，拍摄一段能够充分展现产业（品）特
色亮点、品牌形象、文化内涵等内容丰
富、健康向上的短视频。即日起至 9 月

中旬，为各地制作、推送、发布作品阶
段；9 月中下旬，主办方将开始集中评
选，并公布“十佳”优秀作品。“十佳”优
秀作品将获得在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
场，以及各新媒体平台进行推介与展播
的机会。

打造“一村一品”专业村，是我省实
施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3212”工
程的重要内容。目前，全省已创建 772
个省级“一村一品”专业村。

福建省“一村一品”短视频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林侃） 18 日，中荷
深远海海上风电研讨会在福州召开，近
200 位来自中国、荷兰两国的海上风电
行业重要参与者共聚一堂，聚焦深远海
海上风电，共商共享前沿技术创新成
果 。会 上 ，我 省 的 永 福 股 份 与 荷 兰
Maridea 公司签约，两国企业将共同协
作，在全球率先布局新型深远海漂浮式
风电设备。

永福股份是国内海上风电工程技
术领军企业，近年来企业加大了海上风
电技术研发和储备力度，目前参与提供
技术服务的海上风电项目装机容量合
计超过 5500MW。荷兰 Maridea 公司是
一家拥有大量的海洋工程知识经验，可
为漂浮式和固定式基础提供优质工程
咨询服务的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近年来，海上风电的飞速发展带来
机遇，也面临着挑战。记者从研讨会上
了解到，目前，大多数的海上风机均采
用底部固定式基础，但采用固定式基础

的海域有限，海上风电产业不得不转向
离岸更远、更深的水域。深水区和超大
型风机的发展，让漂浮式风电成为可行
的替代方案。

荷兰 Maridea 公司总经理保罗·沃
特曼表示，公司研发的“海鳗号”漂浮式
基础设有安全的支撑结构，在整个产品
生命周期内可抵御恶劣的环境条件，这
一概念已获劳埃德船级社认可，在全球
海上风电业界也引发极大兴趣，目前正
进入产业化阶段。

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忠
表 示 ，近 年 来 ，我 省 充 分 利 用 自 然 资
源 优 势 ，加 快 发 展 核 电 、风 电 和 光 伏
发电等，清洁能源装机已成为电力新
增装机的主体 。至 2022 年末 ，我省清
洁能源装机容量达 4541 万千瓦，占全
省发电装机的比重首次超过 60%，达
60.3%。荷兰是能源大国，也是新能源
强国，与我省的能源和产业需求高度
契合。

闽企将携荷企布局
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电设备

如果说，最近省内鞋服工业最火爆的
“概念”既非篮球鞋，也非跑鞋，而是“拖鞋”，
你一定在怀疑自己的耳朵。

此类说法，虽略显夸张，但也从一定层面
上反映了各大运动品牌在这一领域的“卷”。

仅近期，鸿星尔克在某购物平台发布的
一款和芬兰艺术家联名的运动拖鞋“芷境拖
鞋”，就吸引超过 2 万人预约；安踏新推出的

“氮气拖鞋”也在平台上得到众多潮流爱好
者的追捧。此外，去年起李宁就接连推出了

“行山”“天外来客”“云游 SLAY”等多款富有
设计感的拖鞋产品；匹克热门单品“态极”拖
鞋售出超过 1000 万双；特步推出沙发拖鞋、
火焰拖鞋、少林禅心拖鞋……

显 然 ，此“ 拖 鞋 ”非 你 认 知 中 的 彼“ 拖
鞋”。

作为最早提出“运动拖鞋”概念的匹克，
其产品核心便是将匹克自主研发的原本用
于跑鞋的 P4U 高分子智能材料运用于拖鞋
中，解决了拖鞋难以兼顾柔软舒适和涉水性
强、透气的问题。如今，匹克已从这一单品中
受益。据懒熊体育的数据，匹克的拖鞋销售
额已接近运动鞋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

与匹克类似，安踏则在“氮气拖鞋”中加
载了安踏自家的最新氮气科技中底，同时也
融入其成熟的中底科技 ASHOCK，具有两
种缓震脚感，同时提供支撑稳定性。361 度则
明确将近期推出的 N40 系列拖鞋当作其篮
球支线的衍生品，既能在高强度运动后提供
放松功能，又主打潮流个性……

随着各大头部运动鞋服品牌纷纷将以
往只用于高端专业运动鞋的中底技术运用

于拖鞋上，并辅以可拆卸、全包裹、镂空等全
新理念和更适应“Z 世代”穿搭的设计风格，
拖鞋已突破“耐用品”和“快消品”的边界，从
低端单品变成凸显科技范、国潮味的时尚单
品，可观的利润也为各家寻找到一个新的产
品增长点。

当“拖鞋”成为“网红”，背后的“流量密
码”是什么？省内一家运动鞋服企业的创新
负责人坦言，无论消费群体怎样迭代，高质
量产品永远是核心竞争力。

安踏、特步、李宁等企业近期先后发布
的 2022 年业绩报告显示，安踏首次超越耐
克成为国内市场年度第一；李宁超越阿迪达
斯排名国内市场第三；特步业绩也实现逆势
增长，创下新高。在国内消费市场反复承压
的背景下，国产体育品牌取得这样的成绩实
属不易。

“以韧性抵抗不确定性，长期赛道景气
长虹。”这是一份行业研报对国内运动鞋服
行业未来的预判。而背后的关键词，是创新。

翻看各家企业的业务报告，可以看到他
们都在不遗余力寻求创新增量。

361°成立“全球创新合作伙伴”，邀请
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上海体院和南通大学
等相关领域的院士团队成员合作，借力高
校“智囊团”攻克行业痛点，主动进行产学
研合作。

“东华-安踏联合创新研究院”近期启动
新型防水透湿材料科技——“呼吸膜科技”
第二阶段联合研发工作，这一新型研发机构
正探索前瞻性运动科技研发与创新成果市
场转化的新路。

特步与北京化工大学在新材料、绿色化
工及低碳环保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开展技
术创新，在如今的中国马拉松运动员百强
中，使用特步跑鞋的运动员人数位居第一。

……
更多的创新，则在整个产业链中“生根”

“发芽”。如今，仅在福建，就可看到从聚酯切
片、纱线、网布、染整到面料、鞋材、鞋底、配
饰等产业链各个环节，创新蔚然成风。

长期以来，国外一线运动品牌为体育用
品产业创立的性能标准一直在深刻牵引着
行业走向，也主导着中国专业运动员和普通
消费者的选择。

如今，在创新引领下，这种科技代差正
在逐渐填平。国产运动鞋服正一点点撕掉便
宜、耐穿的单一性价比标签，建立基于产品
质量、科技创新、款式设计的消费者认同感。

运动拖鞋、瑜伽服装、飞盘运动等“品类
突围”正是遵循着精准理解消费升级浪潮
的逻辑，在科技硬核实力加持下，这些新兴
细分品类更是成为“弯道超车”，走向中高端
的主力军。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推
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预计到 2025 年中
国体育产业的市场规模有望超过 5 万亿元。
体育产业的快速扩张势必带来对运动鞋服
需求的上升，一双“拖鞋”一旦置于这样的大
背景下而走红，我们便不难理解背后的原
因。与此同时，国货品牌逐渐走向中高端市
场，便将与国际品牌正面交锋。只有锚定创
新不松劲，从做大做强到做精做细，才是赢
得这场正面交锋的关键。

从拖鞋也“内卷”看福建鞋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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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金 通讯员
王鹏达 李荣鑫 文/图） 18 日 ，以

“融合创新、共享时尚新生活”为主
题的第 25届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
会（简称“海博会”）暨科技成果交易
会在休闲服装名城石狮市举行。来
自海峡两岸的 200 余家纺织服装企
业汇聚石狮，寻求新商机、拓展新合

作，实现融合发展新目标。
据了解，作为国内大规模、高规格

和强市场辐射力的纺织服装专业盛
会，第25届海博会展品覆盖纺织服装
行业全产业链，展会面积达3.2万多平
方米，主展区共设立了科技成果馆、流
行趋势馆、台湾馆、狮城定制馆、品牌
电商馆、面料馆、辅料馆、裤业馆、童装

馆、设计创意馆、机械馆十一大展区。
同时，设立石狮电商谷、石狮服装城及
石狮国际轻纺城等分展区，以有效引
流客户进入服装城、轻纺城交易区内，
推动采购商与商户对接交易。

在首次亮相的“科技成果馆”内，
35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围绕数字
融合创新、产业绿色发展、服务人民
美好生活等方面，展出了 162 项纺织
服装科技成果，深入贯彻“科技、绿
色、时尚”的纺织发展定位，为促进行
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25届“海博会”在石狮举行

海博会吸引众多参展商海博会吸引众多参展商。。

本报讯 （记者 王敏霞 通
讯员 谢佩龙） 19 日，第二十四
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暨第七
届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开幕。

鞋服产业是制造业强市晋江
的优势产业，集群规模超 3000 亿
元，已成为世界鞋服产品的最重要
智造生产基地。顺应科技创新、数
智转型发展趋势，本届博览会以

“晋智造 世界潮”为主题，设置了
峰会论坛、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投
资洽谈等多种活动，通过线上线下

“双线融合”办展，吸引了70多个国
家和地区2000多家海内外展商。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面
积 6 万平方米，共设置 2400 个国
际标准展位，规划鞋类成品/体育
用品、鞋纺材料、机械设备三大主
体展区，同时设立文体旅城市形
象馆、科技创新与人才馆、数字经
济馆、“一带一路”国际馆、台湾鞋
机馆等10多个特色主题馆。

站在数字经济新风口，本届
博览会首次设立数字经济馆，展
示供应链整合等关键环节最新
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
引导企业抢抓数字新风，打造晋
江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展示窗口
和对外招商引资“会客厅”。

鞋体博会已经成为产业流
行趋势“风向标”。本届博览会与
意 大 利 AF 集 团 合 作 设 置“2024
国际鞋、鞋材及体育用品流行趋
势展区”，权威发布和解读国际

最新流行趋势、潮流动态，与参会展商深度开
展国际先进技术、引领时尚潮流的务实合作。
嫁接上海设界等专业机构，通过流行趋势展
示、设计培训服务等原发设计服务平台，帮助
企业打造时尚产业链接器及创研孵化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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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时”。在漳浦佛昙镇东坂村，夹着咸味的
海风吹过了万亩虾塘。塘内一条条鼓着
肚皮的河鲀（俗称“河豚”）在游弋觅食。

一大早，河鲀养殖户戴跃明就来到
了自己的虾塘，下网、收网，将一条条河
鲀打捞起来，装到筐里，搬上货车，准备
北上运往江苏一带。

漳浦县是我省最大的河鲀养殖县，
养殖基地主要集中在佛昙镇，养殖历史
有 20 多年，养殖面积 3 万多亩，年产量
4000 多吨，产值 7 亿多元。目前，当地正
把佛昙镇打造成“中国河鲀第一镇”，将
东坂村打造成“中国河鲀第一村”。

探索立体生态养殖

“现在河鲀的价格比往年高，今天
收购价为每公斤 150 元！”看着一筐筐
的河鲀捕捞上来，戴跃明的脸上洋溢着
笑容。

临海的佛昙镇东坂村，靠海吃海，
水产养殖一直是东坂村的重要产业。

“东坂村原先以斑节虾养殖为主，
养虾初期效益很好，但容易出现病害，
后来有村民尝试将河鲀与虾混养，以

‘鲶鱼效应’刺激虾生长！”东坂村村支
部书记戴庆阳说，河鲀是虾的天敌，游
得慢的病虾很容易被河鲀吃掉，这减少
虾病的传播，又逼迫其他虾在快速游动
中变得壮实健康。

10 多年前，斑节虾市场一度走低，
东坂村的水产养殖业受到冲击，而原
先处于“套养”地位的河鲀养殖优势则
显现出来，江浙一带的水产批发商纷
纷过来收购，最高收购价曾经达到一
公斤 400 多元！

如今，东坂村全村约有 6000 人从
事河鲀养殖业，生态混养河鲀的水域面
积超 1万亩，年产值 5亿元左右，河鲀几
乎都销往江苏，最后再出口到日本、韩
国等。

2022 年 11 月份，东坂村荣获第十
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如今“河
鲀第一村”产业已产生外溢效应，河鲀
养殖已扩大到全镇乃至全县的沿海乡
镇，带动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一条鱼带富一个村

“老板，来盘红烧河鲀！”一到周末，
佛昙镇的饭店就热闹起来，不少外地游
客到此地就是冲着河鲀的鲜美而来。

“佛昙人工养殖河鲀已有 20 多年
的历史，养了有好几代了！”森海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漳州市河鲀协会会
长戴云峰说，野生河鲀之所以有毒，是
因为吃了有毒的藻类，而经过一代代
的品种选育和人工养殖的河鲀，其体
内毒素可控制在食用安全值之内。“以
前的‘拼死吃河鲀’，变成现在的‘拼命
吃河鲀’！”

东坂村有河鲀美食一条街，各家店
的烹饪手法五花八门，不管是红烧、煲
汤，还是油炸、剁椒、清蒸，都能让河鲀
的鲜味勾起食客的味蕾记忆。

“这里所有的河鲀，从育苗到小鱼
养殖、大鱼养殖，再到饭店终端，大家都
建立起详细的进出货台账，全链条可溯
源。”戴庆阳说，饭店里从事河鲀烹饪的
厨师都经过严格培训，确保人人“持证
上岗”。

2016 年，对于全国河鲀养殖业来

说，是重要的一年。当年 11 月，原农业
部和国家食药监总局联合发布了通知，
决定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暗
纹东方鲀加工经营，2018 年 7 月，中国
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公布养殖河鲀加
工企业审核结果，位于漳浦县佛昙镇东
坂村的福建森海食品有限公司正式通
过审核。因拥有这张河鲀“身份证”，这
里养殖暗纹东方河鲀经加工后可合法
进入市场流通。

受到福建知名小吃鱼丸的启发，森
海食品有限公司研制出方便携带的河
鲀鱼丸、河鲀饺、河鲀冻品等 10 多种速
食产品。戴云峰随手拿起一袋鱼丸制
品，用二维码扫一下，鱼丸产品的产地、
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等信息，全部详
细地显示出来。

“佛昙的河鲀产业目前正努力向三
产融合发展。”佛昙镇镇长吴锦州说，河
鲀成了当地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当地已
形成一产养殖业，二产鱼丸、鱼饺、河鲀
面膜等加工产业，且正向农旅、休闲等第
三产业发展。

河鲀现已成为漳州市重点发展的
优势特色品种“六条鱼”中的一条，漳
浦县正全力申报“漳浦河鲀”地标，并
筹划举办河鲀文创大赛、河鲀美食节，
提升漳浦县河鲀产业知名度。这些天，
漳浦县紧锣密鼓地召开电商促河鲀产
业发展推进会，谋求河鲀产业在网上

“出圈”。

一条河鲀鱼一条河鲀鱼 游出亿元村游出亿元村
漳浦县积极打造漳浦县积极打造““中国河鲀第一镇中国河鲀第一镇”“”“中国河鲀第一村中国河鲀第一村””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蔡秋金 林燕兰

河鲀养殖成为佛昙镇的特色产业。 东南网记者 李姗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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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本届厦门国际会展周上，多位海

内外会展大咖齐聚一堂，研判会展业发
展趋势。这其中，“走出去”成为他们频
频提到的关键词。

“大力拓展新时期国际展会市场，
做大做强中国的展会，国际化是一条必
经的途径。”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王锦
珍表示，这个过程中，需要用好用足自
贸协定给展会发展带来的便利条件，积
极拓展“一带一路”展会市场。同时，还
要注意培育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让会展
企业“出海”之路更加顺畅。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导储
祥银看来，会展国际化应该是思想理念
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运作方式的
国际化，“资本合作、品牌合作、‘请进来’
和‘走出去’都属于国际化的范畴”。

“目前，厦门会展业已有一定的规
模，下一步应该积极走出去，全力开拓
国际市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会长崇泉认为，可以选择东盟国家作为

“走出去”的第一站，试水开展会展业
务。此外，要加强与台湾会展业界的合
作，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事实上，“走出去”与厦门一直以来
坚持打造国际会展中心城市的目标不
谋而合。厦门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
厦门会晤、G20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等
高端国际会议，投洽会、石材展、佛事展
等展会规模全球领先。本届会展周更是
邀请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亚
洲展览会议协会联盟（AFECA）等国际
会展机构、协会共同参加。同时，集中发
布了金砖和新兴市场 11 个国家 228 个
会展项目、海峡两岸 26个城市 514个项
目，促进“金砖+新兴市场”国家及海峡
两岸城市会展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1—3 月，厦门
“百展千企拓市场”活动中，已有超百家
厦企“走出去”参加十余场展会，参展企
业足迹遍布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
等，意向订单额超 5亿元。

拓空间 促产业
今年下半年，岛内厦门国际会展中

心五期、岛外翔安 30 万平方米的厦门
国际博览中心都将投入使用，届时将形
成思明区环岛路、翔安区东部体育会展
新城、湖里区五缘湾三大会展集聚区，
厦门办展办会能级将大幅跃升。

在本届会展周的活动现场，三大场
馆的相关负责人还与多个展览机构签署
合作意向，吸引众多项目来厦办展办会。

“比如，我们与汉诺威米兰合作举
办厦门汽车工业博览会，它不是一个简
单的车展，而是涉及整个产业链的专业
性展会。”厦门国贸场馆运营公司总经
理苏琦介绍，以新场馆拓展新空间，企
业积极引入优质的品牌展会资源，助推
城市产业发展。

今年，厦门持续深化“产业+会展”
战略，打造有行业引领力的国际化专业
展会平台。围绕“4+4+6”现代化产业体
系，深度挖掘与优势产业、重点产业关
联度高的会展题材，策划培育自主展会
品牌，力争每个重点产业都有相应的品
牌展会，促进厦门重点产业资源汇聚和
转型升级。

“新发展格局下，会展业发展迎来
重大机遇。”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中国
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曲维玺表示，随着
互联网巨头带着庞大的数据库进入会
展业，会展业必将迎来融合发展的新时
代，会展业应由内向外打破边界，探索

“会展+N”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