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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则央企与地方合作的新闻引起社会关
注——南安市与央企中国五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五
矿旗下五矿产城“三平台一体系”启动，其中的“交易
平台”正式落地南安。与一般的工业项目不同的是，双
方此次合作共建的是一个平台类项目，包含集采平
台、共享平台、交易平台，以及“成长+”服务体系的“三
平台一体系”产业赋能服务。

央企与地方合作，项目多集中在实体经济领域。类
似央企与县域在平台建设方面的战略合作，并不多见。

据了解，五矿产城是中国五矿所属的产城发展平
台，在整合产城资源、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及运营服务
等领域经验丰富、实力雄厚。双方携手后，将为南安的
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运营提供更多助力。此外，交易
平台落地之后，还将为南安的产业链金融发展提供可
行方案。

南安是我省县域经济强县、2022 年度全国综合实
力百强县市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南安缔造了轻纺鞋
服、石材、水暖卫浴、机械装备等多个年产值超百亿元
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也构成了南安县域经济
的基本盘。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南安上述产
业集群乃至整个县域经济迎来了转型关口，为南安带
来巨大挑战。

上述南安多个传统制造产业集群，行业门槛相对
较低，近年来产能过剩、利润率趋低等问题也渐趋凸
显，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转型压力在肩，南安制造业
急需寻找新的发展动力，重塑新的盈利模式。

为有效驱动制造业转型，去年以来，南安市大
力推进工业园区建设，以企业规模化 、批量化进园
区的模式，并在园区内开展科研、行政审批、金融等
方面的配套服务，给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
供转型和新一轮发展的新支撑 、新动力。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南安市此番成功携手中国五矿，开展
合作。

近 年 来 ，南 安 市 大 力 发 展 工 业 园 区 标 准 化 建
设，急需经验丰富的建设和运营管理平台。作为央
企 五 矿 的 下 属 平 台 ，五 矿 产
城 实 力 雄 厚 ，尤 其 是 工 业 园
区运营经验丰富，科研、管理
等 领 域 人 才 储 备 丰 富 ，这 些
正好是南安转型过程中急需
的“养分”。

因此，央地合作在南安实
现从单体项目向平台项目的跃
升，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通过这
一轮合作，央企很好地贯彻了
国家战略，服务了地方产业发
展的需要，彰显了自身的优势
和价值；地方则获得了珍贵的
园区建设、管理经验，在转型关
口遇到了“及时雨”。这一场合
作不仅实现了多方共赢，也有
望为央地合作进一步向县域层
面拓展先行探路，提供有价值
的启迪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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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程枝文） 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全岛一体化
大数据中心基础平台完成建设并顺利上线。该项目建成了集数
据湖、数据资源中心于一体的数字平潭公共数据平台，并构建了

“地上地下一体、二维三维一体、室内室外一体”的数字平潭
CIM（城市信息模型）基础信息平台。

平台的上线也意味着平潭初步形成了全岛集约化数字底座
和中枢大脑，为工业互联网、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创新产业应
用奠定基础条件，也将有力助推平潭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平潭公共数据平台目前已开展了市监、交建、不动产、
自然资源等各委办局多元异构政务数据汇聚工作，对数据进行
融合治理，初步形成了“一企一档”“一人一档”和“一项目一档”。

根据《平潭智慧岛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实验区提出了构
建统一高效、安全可靠、按需服务的全岛大数据中心，实现城市
感知、政务、社会数据的全面汇聚与融合，打造平潭智慧岛的大
脑和中枢，夯实数字政府底座，赋能平潭数字经济发展。

平潭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基础平台上线

春夏之交，驾车行至漳平市南洋镇梧溪村，只见家家户户门
前铺着一张张“绿地毯”——当地茶农晾晒的春茶，构成一道亮
丽风景线。

南洋镇是漳平水仙茶核心产区，去年，水仙茶种植超 4 万
亩，年产干茶 4032 吨，实现茶产业产值 5.1 亿元。南洋镇水仙茶
产量又以梧溪村为最，全村共种植水仙茶近万亩，可谓户户有茶
园，家家会制茶。

虽然当地水仙茶种植历史悠久、规模可观，但零散粗放的种
植模式、散漫的管理、无序的竞争，一度让水仙茶价格低迷，许多
茶农无利可图，纷纷缩减种植面积。低谷时全镇种植面积仅
5000多亩，年产干茶仅 20万公斤，年产值仅 80万元。

今年 59 岁的龙岩市级水仙茶非遗技艺传承人李发金，在梧
溪村种茶已有 30 多年，见证了水仙茶产业的发展历程。“2006 年
左右，当地引进生态种茶理念，水仙茶产业才逐渐有了起色。”李
发金说，当地采用装杀虫灯、以螨治螨等物理和生物防治法，并
施用有机肥，让水仙茶叶基本消除农药残留，品质大大提高。

随着种茶技术改变的，还有茶农们对茶叶质量的认知。“原
来单纯追求产量，一年做四季茶，现在只做两季，求量更求质。”
李发金说。

30 多年里，李发金直接或间接带动上千户本村及周边水仙
茶种植农户走上致富道路。在梧溪村，“茶二代”正接过父辈的接
力棒，用更新潮的观念推动这个传统产业发展。

“80 后”黄超毕业后，曾在外打拼多年。2008 年，他看中水仙
茶产业的发展潜力，回乡种茶制茶。

与父亲相比，黄超更注重品牌建设和目标客户的选择，“回
来第一年，我就参加茶王赛，还拿到了名茶奖”。随着参赛越来越
多，黄超的茶品牌名气也越来越大。他还针对年轻人的口味，不
断探索实验，做出香气更足、口感更甘甜的水仙茶。

漳平梧溪村：

一片茶叶引领振兴路
□本报记者 戴敏 通讯员 陈俊毅 文/图

策划项目 构建园区
前不久，2023 莆田食品产业投资洽谈

会暨预制菜展销会举行。50 多家莆田预制
菜企业现场参展，同时与省内外近百家预制
菜企业直播互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
洽谈合作。会上，行业专家深入解读预制菜
发展新风口，为莆田预制菜跑赢新赛道建言
献策。

今年，“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首次被
写入中央一号文件。“预制菜产业发展迅
猛，已成为我国食品工业、餐饮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方向。”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
长 蔡 永 峰 在 展 销 会 上 指 出 ，在 传 统 餐 饮
产品升级、中餐工业化技术装备突破、冷
链 物 流 发 展 、互 联 网 营 销 以 及 政 策 红 利
等 诸 多 利 好 加 持 下 ，预 制 菜 作 为 跨 界 新
风口，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食品加工产
业的投资热点。

盯准这一风口，近年来，莆田市突出项

目带动，强化招商引资，策划生成一批预制
菜项目，同时优化服务机制，推动项目又好
又快开工投产。

以红太阳精品有限公司厂房迁建项目
为例，该项目分两期实施，设计产能规模为
年产即食海带产品 10 万吨、系列酱菜 3 万
吨、豆制品 5000 吨。目前，该项目一期已投
产。

产业集聚需要龙头带动，更需要载体支
撑。眼下，莆田已构建了亚明预制菜产业园、
诚壹预制菜产业园、方家铺子工业园、秀屿
区鲍鱼科技产业园、涵江区食品产业园（含
预制菜）等五大专业园区。

以 秀 屿 区 鲍 鱼 科 技 产 业 园 为 例 ，该
园区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62 亩，以鲍鱼加
工 为 主 题 ，将 建 设 成 为 海 洋 产 品 加 工 示
范产业园，集海洋食品加工、预制菜生产
等功能于一体。经过前期磋商，上海麦金
地 集 团 等 10 多 家 国 内 预 制 菜 产 业 龙 头
企 业 意 向 入 驻 园 区 ，预 计 总 投 资 超 过 35
亿元。

技术破冰 产品出新
预制菜风口当前，如何避免重复性竞

争，打好抢位赛？创新，成为制胜砝码。
近日，记者走进亚明食品，各式各样的

预制菜产品琳琅满目。该公司工作人员陈琳
介绍，近年来，除了主打产品酒店预制菜系
列之外，公司又陆续开发出火锅、米面、团
餐、“家有星厨”等 4 种预制菜系列，目前共
有 100多种产品。

经过 20 年发展，亚明食品已成长为中
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该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于
一体，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共建中国中餐
标准化产业基地、中国预制菜产业创新示
范基地，共设中国预制菜研发中心。在研发
中心加持下，公司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在市
场上引领潮流。

与此同时，莆田市赏味央厨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正在加紧建设占地 1.2万平方米的新

生产线车间。“新生产线预计今年 9 月或 10
月投入生产。”公司负责人罗福金告诉记者，
公司此次增资扩产聚焦工艺改进和技术创
新，加速打造“锁鲜”简餐拳头产品，准备通
过市场差异化竞争抢得先机。

记者了解到，在莆田涵江区食品产业链
工作专班牵线搭桥下，公司与福建农林大学
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制定“锁鲜”预制菜标
准。罗福金介绍，“锁鲜”是一种速冻技术，可
以保护食品的组织结构，最大程度维持预制
菜的新鲜度。新产品结合企业自建的现代化
工厂和中央厨房生产模式，有望在新兴消费
群体简餐市场大展拳脚。

此外，莆田市政府部门也正在推动与各
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积极构建技术平
台，为食品加工及预制菜行业注入科技创新
的源头活水。去年，莆田市科技局与集美大
学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以来的又一项重要
成果落地，双方在莆田合作开发蛤仔种业技
术，共建蛤仔种业联合工程中心。目前，该项
目已进入试产阶段。

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经济观察

莆田食品产业投资洽谈会暨预制菜展销会举行、中国鲍鱼预制菜基
地在莆田秀屿启动创建、莆田本土企业福建省亚明食品有限公司入选全
国“2022 预制菜企业 50 强榜单”……近段时间，莆田预制菜产业捷报频
传，显示出当地企业在这一新兴赛道上发力起速的强劲势头。

食品加工是莆田三大传统优势产业之一，现有 95家规模以上企业，
去年产值达到 478亿元。近年来，莆田预制菜从增资扩产、龙头培育、产业
集聚等方面发力，全方位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去年，莆田预制菜产业实
现产值约75亿元，成为莆田食品加工产业的新增长点。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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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精品有限公司预制菜生产线 莆田产鲍鱼预制菜产品

进入 5月，东山县迎来了休闲旅游的高峰期。23 日，一对游客在东山南门湾沙滩上散步，碧海银滩
上留下点点足印。近年来，东山运用“生态+”理念，加快旅游业发展，推动生态与旅游深度融合，今年

“五一”假期共接待游客近 50万人次，同比增长 61.17%，实现旅游收入 5.57亿元。
本报记者 王毅 通讯员 欧东茵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杰 通讯员 王占鑫） 24 日，龙岩中心城
市南部新城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共开工 15 个重点项
目，总投资 121.6亿元。

据悉，龙岩中心城市南部新城建设项目是当地 2023 年十大
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今年 1 月启动开发建设以来，扎实推动高陂
中心片区和“两城两园”、四大重点民生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共
开工项目 39 个，总投资 183.7 亿元，包含产业类项目 26 个、基础
设施类项目 6 个、社会民生类项目 5 个、文旅类项目 2 个。其中，
24 日当天集中开工项目 15 个，10 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7 个，并启
动了龙岩一中南部新城分校、龙岩市第二医院南部新城分院、龙
岩市森林公园、红田路、城际快速通道四期以及 5 个集镇建设品
质提升工程等一批基础设施、社会民生项目。

龙岩中心城市南部新城
1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抢抓新风口 布局新赛道

莆田预制菜，事预则立赢市场
□本报记者 林剑波 陈荣富 通讯员 余竞舟 文/图

梧溪村茶农在晒茶青。

现在，黄超的茶场每年可产出 1500 公斤水仙茶，但仍然供
不应求，价格还逐年上升。被问及是否有扩大规模的计划时，他
摇了摇头，“我现在首要保证的是茶的质量”。

与此同时，当地正在大力建设高效安全的标准化生态茶园，
兴办规模化初精制加工厂，研制开发新系列产品，进一步引导茶
农发展无公害生产。

一棵水仙茶，带动了梧溪村的高质量发展，从产业发展、生
态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全方位推动乡村振兴。

当前，梧溪村正在积极推动漳平水仙茶传统制茶技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培养一批传承人，聘请非遗传承人定期举办非
遗技艺讲座，对漳平水仙茶制作各环节进行剖析讲解，讲好水仙
茶故事，让游客深切感受到水仙茶的文化之美。

多措并举，水仙茶品牌影响力不断壮大。去年，漳平水仙茶
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之一，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乌
龙茶制作技艺（漳平水仙茶制作技艺）有省级非遗传承人 1 名、
龙岩市级非遗传承人 16人、漳平市级非遗传承人 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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