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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日前，记者从漳州市科技局
获悉，2023 年漳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已开启报名通道，网
上注册截止时间为 6月 16日，报名截止时间为 6月 23日。
本次大赛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10 名、优胜
奖 10 名，将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2 万元的
创新资金支持，总奖金额达 230万元。

根据大赛报名通知，参赛对象为在漳注册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拥有知
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制
造、生产及服务等业务，年营业收入不超过 2 亿元人民
币。同时，大赛鼓励科特派创新项目参赛。

有意愿参赛的企业可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
（网址：www.cxcyds.com）统一注册报名，按要求申报项
目，提交相关信息和材料。具体参赛事宜，企业可登录漳
州市科技局网站查阅大赛通知。

漳州创新创业大赛
报名启动

本报讯（记者 黄小英）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漳州市
特色现代农业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大会上获悉，今年漳
州市大力开展现代农业项目招商引资，已促成 80 个项目
签约，总投资 118.5亿元。

漳州是全国重要的食品工业、农产品出口、对台农业
合作基地，也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
展试验示范区暨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2022 年全市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总量居全省第二位，
增幅连续多年居全省前列。

漳州签下
80个特色现代农业项目
总投资近120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近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漳州市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共青团漳州市第十七届委员会
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共青团漳州市第十八届委员会和新
一届团市委领导班子。

张国旺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共青团漳州市第
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
经济建设、两岸融合、乡村振兴、疫情防控、服务群众等
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漳州
青年的青春风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青
春力量。

开幕式上，与会领导为第六届“漳州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

共青团漳州市第十八次
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蔡柳楠） 福建首届品牌价值百强榜单发布
暨“一带一路”福建知名品牌发展与合作大会于近日在宁
德举行。记者从大会获悉，漳州共有 18 个品牌荣登首届
福建百强品牌价值榜单，包括 8 个企业品牌、2 个产品品
牌、5个自主创新品牌、1个老字号品牌、1个地理标志和 1
个旅游目的地。

福建以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盛纸业（龙海）有
限公司、福建紫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
有限公司、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立兴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豪士（福建）食品有限公司、同溢堂药业
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入选企业品牌，福建省梦娇兰日
用化学品有限公司、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产品品牌，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蛙
王子（福建）婴童护理用品有限公司、漳州万晖洁具有
限公司、漳州科晖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漳州市恒
丽电子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入选自主创新品牌，漳州
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入选老字号品牌，平和琯溪
蜜柚获评地理标志，福建土楼（南靖）景区入选旅游目
的地。

本次品牌价值评价活动由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
省品牌建设促进会联合主办。

福建首届品牌价值百强榜单发布

漳州18个品牌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巩昭） 日前，厦门
海关所属东山海关向辖区企业诏安县安邦水产食品有
限公司颁发高级认证企业（AEO）证书，安邦水产成为
我 省 水 产 行 业 第 2 家 AEO 企 业 。全 省 首 家 水 产 行 业
AEO 高级认证企业为位于东山的中港（福建）水产食
品有限公司。

据 了 解 ，安 邦 水 产 主 要 生 产 海 洋 休 闲 食 品 和 水
产 冷 冻 制 品 ，主 要 国 际 贸 易 对 象 为 欧 洲 和 东 南 亚 等
已与我国开展 AEO 互认的国家和地区。AEO 是“经认
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在全球 97 个国家（地区）
通行的贸易便利化项目。公司负责人表示，取得 AEO
这 块“ 金 字 招 牌 ”后 ，企 业 不 仅 可 以 在 国 内 享 受 到 低
查验率、申请免除担保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还可以提
高 产 品 在 国 外 的 通 关 速 度 ，提 升 国 际 知 名 度 和 贸 易
伙伴认可度。

据 悉 ，福 建 省 连 续 10 年 位 于 全 国 水 产 品 出 口 首
位，厦门海关东山辖区水产品出口量约占福建省三分
之一，是颇具影响力的水产品出口基地。为支持辖区特
色产业发展，东山海关积极为水产企业量身定制个性
化培育方案，有针对性地提供政策咨询、实地帮扶等便
利服务。

漳州水产行业AEO
再添新成员

春 回 大 地 ，农 事 渐 起 。走 进 长 泰 林 墩
办 事 处 林 溪 村 的 西 姑 庵 ，层 层 梯 地 环 山 而
绕 ，数 十 名 工 人 正 忙 着 除 草 、打 坑 、放 苗 、
覆土……一棵棵刚栽种上的观音茶苗在阳
光下随风摇曳，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谁能想到，在几个月前，这块增收致富的
“黄金茶园”是一块杂草丛生的撂荒地。由于
林溪村的西姑庵位于海拔 600多米的高山上，
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村民早已迁移下山，久
而久之，这里便成了撂荒地。

为让撂荒地焕发新生机，自 2022 年下半
年以来，林溪村村干部经过调研走访、外出学
习，发现西姑庵气候适合种植高山茶，便决定
引进优质的金观音品种，集中发展茶叶产业，
以此带动乡村振兴。

“我们村盘活了西姑庵的撂荒地 110 亩，
其中 70 亩种植九子毛桃，40 亩种植金观音
茶。目前金观音茶苗种植已进入尾声，在种植
过程中，林溪村坚持高标准种植，从开挖梯田
到种植茶苗都聘请有经验的茶农，同时在茶

园里配备了完善的灌溉设施，以此来保障茶
的品质。”林溪村村干部林中和说，日后他们
将精心管护，力争一至三年初见效益，让这片
金观音茶搭上长泰高山生态有机茶发展的快
车，为村里和农户带来实际效益。

林溪村西姑庵是林墩办事处整治撂荒
地、盘活闲置土地的一个缩影。长泰林墩办事
处由于历史发展问题，许多田地、山地日渐荒
芜。自产业转型以来，林墩办事处引导协调各
村集中流转土地，因地制宜进行复垦复耕，引

进优新品种，唤醒沉睡的土地资源。去年以
来，林墩办事处以林溪村、江都村为试点示
范，因地制宜引种艾草、长生水稻等优新品
种，带动撂荒地整治面积 300余亩。

“今年，我们将集中精力聚焦农业优新品
种培育和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村
集体为核心，通过土地连片流转，进一步盘活
闲置资产，唤醒更多沉睡资源，加强村企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助力产业振兴。”林墩办事
处党委副书记郑兆琦表示。

唤醒撂荒地 栽上致富茶
□通讯员 林婷婷 本报记者 黄小英

日前，芗城区石亭街道董坑社区泽鲜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里鱼跃人欢，工人正抓紧
盘点运送一批美国斑点叉尾鮰鱼。

董坑社区由董坑、鳌后两个自然村组成，
人口 820 人，池塘面积约 300 亩，以发展淡水
养殖为主，有泽鲜、联杰两家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带动 80户养殖户大力养殖淡水石斑鱼、
鲈鱼、红罗非、美国斑点叉尾鮰鱼、江团鱼等
特色水产，年产值 3000 多万元，净利润约 300

万元。
泽鲜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锦辉

介绍，泽鲜、联杰两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十
几年间曾养殖过黑罗非、鲫鱼等品种，效益不
是很好。2019 年，几名台湾商人到董坑村投资
兴产，带来江团鱼、淡水石斑等鱼苗品种及先
进的养殖技术，村集体抓住机会入股合作社，
带领村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此后，在村“两
委”推动下，水产合作社鼓励散养户利用小鱼

塘，以江团、石斑、鲈鱼、红罗非为主打品种，
推行鱼类套养模式，达到优化水质和避免饲
料浪费的目的。

在饲养过程中，村委会要求养殖户严格
按标准养殖，不使用快速增长饲料，确保鱼
的品质。同时持续推进养殖技术推广培训项
目，组织举办水产养殖技术实地培训会，邀
请经验丰富的养殖带头人深入董坑及周边
的水产养殖户授课，助推董坑社区水产养殖

业健康发展、增产增收。2022 年，董坑人均纯
收入超 15000 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0 万
元。

“一条鱼‘游’出致富路。未来我们将积极
探索通过‘一条鱼’带活延伸产业链，拓展‘把
生鱼做成熟鱼’的乡村振兴产业思路，以‘生
产+加工+品牌’模式推动淡水养殖产业向规
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董坑社区支部书记陈炎坤说。

小小鱼儿 游出一条小康路
□郑文典 刘钦赐 林芷逸

产业迎来东风

今年“五一”期间，漳浦县官浔镇溪坂村
来了不少商家，他们挑选着一批批花木，并运
往全国各地。

溪坂村曾是个闭塞、穷困的插花地，1999
年，海峡两岸农博会花博会主会场选址于此，
给溪坂吹起了致富的东风。目前，溪坂村有花
卉苗木企业 220 家，配套企业 24 家，超九成农
户从事花卉苗木种植、经营。

村民翁建民告诉记者，过去村民以种植水
稻等农产品为生，由于地势低洼，村里常遭水
患。当时他通过帮百花村运输花卉，赚点运输
费。那时百花村的花卉市场已经有了一定规模，
他也动了心，便和同村几个伙伴从山上挖一些
苗木移栽到盆里，再运送到百花村售卖。

很快，他们尝到了甜头：售卖花苗的收入
相比种植水稻翻了好几番。当时，翁建民不知
道的是，他们触碰到了溪坂村发展的风口。

1993 年，漳州市政府在溪坂成立闽南花
卉中心，而后又在 324国道上规划建设百里花
卉走廊。

1997 年，翁建民和合伙人开始尝试自己
种植花卉苗木售卖，随后收入连年增长。同村
村民看到，也逐渐加入。花卉走廊一开始设立
的 40多个摊位，大多是外地人在售卖，来自本
地的只有 3 个摊位。慢慢地，花卉生意日渐红
火起来，越来越多的本地人加入，大胆的，还
从广州引进新的苗种培育。

1999 年 1 月，第一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
会开幕，地点正是官浔镇。随着博览会的名头
打响，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商涌入官浔，溪坂花
卉苗木产业自此进入黄金发展期。

从买苗到育苗

沿着324国道驱车而行，沿途的花卉长廊上，
各种苗木色彩艳丽，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原先在花卉走廊摊位上的花农们也进驻
“花卉一条街”。如今，官浔镇的花卉苗木种植
面积超过 1.8 万亩，花卉苗木产业产值位居全
县第一，产业触角也逐渐延伸到周边的县、
乡。

苗农王毅宾的起步晚于同乡。2000 年，当
时还是电焊工的他，从事着花卉产业的配套工
作，通过和花农的接触，他看到这个产业的前
途，也在自家地里种起花苗。最开始，别人种什
么他就跟着种什么，香樟树、樱花树这些热门
苗种都是他尝试的方向。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由于起步较晚，他的苗种并不占优势。

“本地客源不好找，我就尝试卖到外地。”
2004 年，王毅宾买了第一台电脑，在中国园林
网注册了自己的店铺账号，这也是当时国内
最早的苗木线上销售市场。有了互联网助力，
他实现“弯道超车”，通过互联网收获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买家。

现在，他与本地许多苗农一样，把目光投
向种苗培育，将更多新品种投入市场，争取将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单一到多样化，从买苗到育苗，越来越
多的农户投入其中。如今，官浔镇全镇的花木

品种有 1000多种，涉及棕榈科、洋兰、榕树、冠
叶植物、仙人掌与多肉植物、绿化苗木等六大
类，并且形成科研、栽培、市场、基地一条龙的
产业化链条。

龙头企业带动

产业的发展势必带来规模的扩大，近几
年，漳浦的花卉苗木产业也从村前屋后走进

“大商超”。
海峡花卉集散中心位于漳浦县长桥镇，

2009 年由国台办批复成立，总规划面积 3500
亩，是福建省最大的花木交易市场，2022 年，
该中心入选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名单。

“中心给了苗农一个展示窗口，而更多苗
农的入驻也让集散中心的花木品种更全面。”
集散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园区已吸引
来自全国各地的 192家花卉苗木企业入驻，填
补了漳州市乃至福建省内无大型花卉苗木集
散市场的空白，为漳州花木产品提供一个高
品质、高标准、国际化的花木集散和交易平
台。

集散中心这个龙头给当地的花卉苗木市

场带来了什么？
“这里苗木品种全、数量多，购买苗木就

像逛超市一样简单，很多外省的客人都愿意
来这里买。”老罗是集散中心的租户之一，前
些年，他在漳浦租下 10亩土地，将自家的树葡
萄从江西移栽过来，“这里作为一个对外的平
台，可以给我的苗木带来更多销路”。

以往花农的经营模式是分散、单一的，因
为规模小、渠道窄，一些苗农常常为销售渠道
发愁。而集散中心则解决了苗农的产销难题：
平台通过与苗农合作，与上下游链条建立联
系，统一对外接单，形成订单式生产、采购以
及销售的一条龙服务模式，给企业增效，也为
花农增收。

在漳浦县花卉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林和再看
来，花木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的驱动力
和凝聚力。漳浦将通过海峡生科、花卉集散中
心、新镇宇、钜宝科技、宏盛园艺等一批龙头企
业的带动，进一步促进花木产业强链、补链。

如今，漳浦县花木产品已出口至荷兰、法
国、越南、中东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
链总产值 77.29 亿元，现有工商注册的花卉类
企业 396家，花卉从业人员 3.7万人。

邂逅邂逅““花花花””样幸福样幸福
花卉是漳州的特色产业。2022 年，漳州市花卉苗木种植面积 34.99 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达 384.15 亿元，其中进出口额超

8940万美元，排名全省第一。
漳浦县作为全国著名的花卉苗木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近年来，不断整合资源优势，通过龙头带动，开出富民兴产的

“致富花”。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林惠卿 陈启民 文/图

漳浦漳浦：：

官浔镇花卉基地

位于漳浦的钜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花卉种植大棚 海峡花卉集散中心内，随处可见观赏性苗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