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支点撬动大产业小支点撬动大产业

历时两个小时，干货满满的分享，全
场座无虚席……在 6 月 6 日举行的 2023
厦门国际石材展石材行业流行趋势发布
会上，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会长、英良
集团董事长刘良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场景。

“如今我们不光在厦门国际石材展上
展产品、做交易，也分析总结引领国际的
流行趋势和产业趋势，这既是产业发展迈
向高端的体现，也是‘展’和‘产’的深度融
合升级。”刘良说。

从石材贸易，到加工制造，再到打造
石材品牌，英良集团作为全国石材行业的
领军企业，始终走在趋势之前，引领行业
风向。刘良在发布会上分享企业发展的

“秘诀”：“过去 20 年，我坚持每年参加米
兰国际家具展，通过这个全球性的专业展
会学习流行趋势，把握发展方向。”

在刘良看来，与会展携手，已成为石
材产业跨界融合、“破圈”走出去的重要手
段之一。

展和产的紧密结合、共同成长，是许
多和刘良一样的石材人共同的感受。

从 展 览 面 积 不 超 4000 平 方 米 到 如
今 17 万平方米，从地方性产业发展到如
今 全 球 最 大 石 材 展 、覆 盖 全 产 业 链 ，持
续了 23 届的厦门国际石材展，为几乎零
基 础 的 厦 门 石 材 产 业 打 开 了 一 扇 国 际
化的窗口，也深挖出福建石材产业这座

“富矿”。
“展会办了 23 届，我们就参加了 23

届，厦门石材展已经成为全球客商认识企
业，以及企业拓展合作商机、链接上下游
资源的重要平台。”万里石企业相关负责
人王天萍介绍说。

依托全省丰富的石材资源，发挥周边
石材加工产业集群优势，拥有国际性的海
陆空交通枢纽及现代化服务设施的厦门，
已成为全球石材贸易和物流中心、中国石
材进出口最大口岸，成就一个世界级的产
业集群。

“会展只有扎根产业，为城市的产业
服务，才能持续焕发生命力。”在厦门市
商务局副局长、市会展局局长陈颢颖看
来，展会正成为撬动产业做大做强的一
个支点，服务城市实体经济和相关产业
升级发展。

多年来，厦门持续推动实施“产业+
会展”战略，加速会展与生物医药、计算机
与通信、集成电路、文化创意等支柱产业
融合，引入工业互联网大会、中国材料大
会、肿瘤大会等业内品牌会议，依托本市
及周边城市优势产业，培育了石材展、茶
博会、工博会展等一批专业展会。

此 外 ，立 足 新 经 济 新 业 态 ，厦 门 不
断谋划新展会。作为中国太阳眼镜生产
基 地 ，厦 门 已 形 成 涵 盖 太 阳 镜 、光 学 镜
架、镜片等全产业链品牌群。2020 年，首
届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在厦门举办，邀请
来自全球的 200 家企业参展，汇聚超 500
个知名眼镜品牌，打造又一张专业展会
新 名 片 ；2021 年 ，为 克 服 境 外 展 停 摆 给
企业造成的困境，厦门市发挥跨境电商
领域的资源积累和产业优势，举办了首
届厦门国际跨境电商展，助力跨境电商
这一新业态加速发展；今年 3 月，全国首
届 CEIE 猫 经 济 产 业 创 新 博 览 会 、2023
食 用 菌 全 产 业 链（厦 门）创 新 博 览 会 、
2023 厦 门 节 能 汽 车 博 览 会 等 与 市 场 息
息相关的主题展会轮番上阵……从会展
产业转型产业会展，正在为厦门的产业
注入更多活力。

厦门厦门：：““产业产业++会展会展””，，增长力正酣增长力正酣
□本报记者 廖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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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观察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管
轩 刘清）“企业自助申报惠企政策，再
由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初审，进一步提
高政策兑现时效。”厦门火炬高新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不久前上
线的“政策兑现智能审批系统”时说。

据悉，厦门火炬高新区上线的“政
策兑现智能审批系统”首创“企业申报
材料能提交即通过初审、未通过无须
提交”的操作方式，企业申报人员通过

手机或电脑就可实现自助申报、纠错、
补件，当场就能一次性办结事项。企业
还能在线查看政策审批进展，大大提
高效率。

以“技改补助政策兑现事项”为例，
在系统上线前，这一事项一个申报项目
人工需要审核 17 份申报材料、90 个审
核点，周期要 10个工作日。上线后，一个
申报项目由系统智能审核 13份材料、80
个审核点，周期缩短到 4个工作日，审核

效率提升 60%。
“我们将申报所需的材料上传到系

统，两三分钟后就能出初审结果，非常
方便。”达运精密财务工作人员方燕妹
告诉记者，她通过智能审批系统便捷高
效地完成企业技改补助政策的申报，这
让她印象深刻。

“该系统由机器人进行初审后，我
们还会对材料做复核。待复核通过后，
企业申报人员可通过系统一键下载材

料，再统一盖章送过来，整个审批流程
就完成了。”火炬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
有关负责人说。

以数字赋能，提高园区企业办事便
利度、快捷度的背后，正是来自厦门火
炬高新区的“数智”力量。

“政策兑现智能审批系统”由火炬
高新区企业渊亭科技研发，审批系统以
渊亭科技 DataExa-Sati 认知智能中台、
DataExa-Karma 智能决策平台两大自研

中台为基础，并引入 OCR 光学字符识
别、RPA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文字匹配、
智能推荐等技术，可直接对企业的申报
材料进行图文快速识别提取，实现系统
智能研判审核。

“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我们把解
决企业‘急难愁盼’、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检
验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试金石’。”厦门
火炬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该项目自去年 12 月启动以

来，围绕惠企政策兑现方面存在的痛点、
难点、堵点，通过线上需求征集、召开企
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包括产业发展、
软件信息、科创财税、引才留才四大类
80 余项高新区政策兑现事项进行细致
梳理，并针对性进行研发。借助多模态
AI、智能决策引擎等技术，在不改造原有
业务平台的基础上，系统第一期完成了
66 项材料的智能审批开发工作，将陆续
有 22个政策兑现审批事项率先上线。

厦门火炬高新区上线“政策兑现智能审批系统”，以数字赋能高效服务园区企业，助力企业享实惠——

政务智能化 企业效能佳

专业化带动国际化专业化带动国际化

去年 6 月，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物流
节在厦门举办。作为我国交通运输与物
流领域最具影响的会展活动之一，中国
国际物流节被誉为“物流业的风向标”

“城市物流业发展的重要推手”。
中 国 国 际 物 流 节 在 厦 门 成 功 举

办 ，助 力 厦 门 物 流 千 亿 产 业 发 展 的
同 时 ，为 我 国 东 南 沿 海 与 内 陆 区 域
经 济 发 展、“一 带 一 路 ”建 设 提 供 有 力
支 持 。

行业风向标的展会缘何选择落户
鹭岛？“厦门积极发挥‘海丝’‘陆丝’结
合点优势，打造千亿物流产业，是物流
产业链企业、机构寻求商机、实现合作
获得更大发展的理想之地。”物流节组
委会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作 为 国 际 性 综 合 交 通 枢 纽 、国 家
物 流 枢 纽 承 载 城 市 、供 应 链 创 新 与 应
用 示 范 城 市 ，厦 门 有 着 优 良 的 物 流 业
发展环境，蕴藏广阔的发展机会。近年
来 ，厦 门 市 政 府 不 断 推 动 基 础 设 施 建
设，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使厦门
市物流业实现了从“支撑”到“支柱”的
跨越式转变。

“现代物流产业是我市四大支柱产
业集群之一的商贸物流产业集群重要组
成部分。物流节落地厦门，在为地方经济
发展集聚资源的同时，也为物流业创造
了‘厦门机会’。”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物流
与行业协调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截至
2022 年底，厦门物流及相关经营企业约
1.2万家，2022年全市物流产业实现总收
入 1698.07亿元，同比增长 11.9%。

产业会展融合发展，厦门的思路是

以展会和服务的专业化，带动企业和市
场的国际化，打造新时代高能级的开放
合作平台。

“打造专业化的国际性展会，产业部
门的参与至关重要。”陈颢颖介绍说，一
方面通过携手产业部门能够更加精准地
链接相关行业的大会、专家和客商资源；
另一方面，产业部门专业的指导和服务，
进一步提升展会品质和品牌效应，实现
自有品牌的延续，推动产业和展会的双
向高质量发展。

目前，厦门市已经收获了一系列成
功案例。上个月，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体
育行业综合性展览品牌——中国体博
会，在厦门举办。多场招商和项目对接活
动同期开展，仅厦门市体育产业招商项
目对接会上，就有 7 个招商项目进行了
签约，签约金额近 5亿元。

“作为全球性的行业专业盛会，不
论是会展活动本身的影响力，还是展会
链接的资源要素，都让招商对接、项目
合作等事半功倍。”厦门市体育局副局
长陈岚说。

厦门市商务局（会展局）还与教育部
门协作，于 2021年引入第 79届中国教育
装备展示会，展览面积 17 万平方米，共
有 9000 多个展位，集中展示 2 万余件各
类教育装备产品，从单纯的教育装备类
产品展示升级为最新科技成果在教育行
业的应用展示。此外，引进中国国际广告
节，自 2020 年以来长期落户厦门，正逐
渐成为厦门新的城市名片，为厦门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带来了新动力。

固本拓新，厦门正积极引进更多高
端会展资源，争取有影响力的全国糖酒
会、中国粮油展、亚洲电协大会、中国材
料大会等重大会展项目落户厦门。

上周，2023厦门国际石材展刚刚落下帷幕；本周，中国（厦门）国际跨境电商展览会、海峡论坛又轮番登场；接下来，厦门还将迎来预制菜博览会、美容美发化妆用品博览会、福建省
教育装备博览会、海西汽博会等一系列大型展会活动。根据厦门市会展局的预设目标，今年厦门计划举办展览240场，展览面积260万平方米，举办1万场会议，参会人数突破220万
人次，实现经济效益480亿元。

展会活动火热的背后，是厦门持续推动实施“产业+会展”战略的长远布局和探索。经过40多年培育发展，厦门已具备会展环境优越、会展设施完善、政策扶持有力、保障服务到位
等诸多行业发展优势，拥有多个知名龙头品牌展会，且与厦门产业紧密相关。

目前，围绕全市“4+4+6”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我省推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四大经济”发展，厦门加速会展与支柱产业融合，培育石材展、海鲜展、茶博会
等一批专业展会，并不断谋划新展会，打造“一展多会”，通过产业引领会展发展、通过会展精准赋能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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