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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后备箱消费新场景
“好看的小车千篇一律，有趣的后备

箱万里挑一。”游客林女士说，她在周宁当
地体验参加了后备箱文创集市、农夫集
市、茶文化主题、夜游鲤鱼溪等活动，收获
满满，感觉新潮又好玩。

“我们围绕‘后备箱经济’这一新的社
交玩法，满足当下人们对烟火气、文旅经
济复苏发展的渴望，立足传统与潮流深度
融合，推出‘福礼’‘福味’‘福谣’‘福气’

‘福茶’‘福景’等展区。”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在活动现场，来自全省各设区市的
100 多辆各式车辆有序排开。其中，在“福
礼”满箱——后备箱市集展区，集中展示
了我省各地的特色产品，体现每个城市
的文旅特色；“福味”满箱——后备箱美
食 展 区 ，集 中 展 示 全 省 各 地 风 味 美 食 ；

“福谣”满箱——文化音乐汇演展区，嘻
哈摇滚、潮流街舞、魔术表演等为游客提
供饕餮音乐盛宴；还有“福气”满箱——
自驾游露营体验展区、“福茶”满箱——茶
文化主题展区、“福景”满箱——鲤鱼溪体
验夜展区，不断拓展后备箱消费新场景。

“我们这两年先后调研了 100 多个美
丽乡村，发现乡村旅游中自驾游群体的占
比高达 90%以上。在自驾游过程中购买农
特产品形成‘后备箱经济’，是带动农户增
收、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量。”省旅游协会自驾游专业委员会会长
楚政介绍，“这次我们带了 40 辆车 160 多
人来周宁参加后备箱生活季，头尾 3 天的
吃住行游消费不算，光是买农特产品，不
完全统计就有 4万多元。”

游客来了，车子开进乡村，“后备箱经
济”也让地方特色产品找到了更多销路。

距离周宁县旅游集散中心 5 分钟车
程的月山龙窑，出产一种当地特有的硋
器。始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的传统
制硋技艺，2021 年被列为宁德市第七批
市级非遗项目。年逾古稀的肖家涨是这个
制硋世家的第七代传人，50 多年来，经他
手制作的茶罐、茶杯、水缸、酒坛、工艺品
等各种硋器不计其数。

“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和柴窑烧制的

硋器，外观古拙精美，质地厚实环保，有很
强的观赏性和实用性。这两年，随着自驾
游客越来越多，很多游客过来看后都会买
了直接放车上带走。”肖家涨的儿子、制硋
技艺第八代传人肖永灿说。依山而建的龙
窑两侧，码放着刚刚出窑的不同器型硋
器，大的 1米多，小的仅有拳头大小。

每逢周末，月山龙窑的制硋技艺非遗
工坊就会迎来一批批的自驾游客。肖家父
子俩在工坊里现场教授揉泥、拉坯技艺，
传播制硋技艺。“我们利用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的
资金，今年安排了 160 万元用于硋器工坊
制作及展厅提升扩建，让硋器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得到更多关注、更好传承，绽放
独有的美感和魅力。”周宁县浦源镇党委
宣传委员汤载群告诉记者。

做大做强“后备箱经济”
为了做大做强“后备箱经济”，启动仪

式上，省文化和旅游厅依托 A 级旅游景
区、重点旅游村、旅游休闲街区等旅游目
的地，以及重点酒店商圈、供销社网店等

消费场所，发布了全省十大旅游后备箱市
集、百个旅游后备箱销售点、千款后备箱
旅游产品，为游客参与后备箱旅游体验提
供便利。

十大旅游后备箱市集包括福州市的
福街福彩市集、龙岩市新罗区的未来 park
后备箱市集、南平市的建发悦城中心南广
场市集、宁德市的金蛇头集市、平潭综合
实验区的龙王头海洋公园、莆田市涵江区
的南坛温泉度假村市集、泉州晋江梧林后
备箱市集、三明市的瑞云山夜市、厦门市
的十里长堤后备箱市集、漳州市芗城区的
漳州古城夜市市集。

百个旅游后备箱销售点则遍及全省
各设区市，千款后备箱旅游产品类型更是
五花八门，包括“福”文化产品、文化创意
产品、非遗（手工艺）产品、老字号商品、工
业品、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业产品、副业
产品以及渔业产品等，可满足游客形形色
色的购物需求。

“发布‘十百千’后备箱文旅产品，就
是要进一步搭建后备箱产品集市、露营基
地、电商等交流平台，让游客在场景中参

与、体验和互动，缔造新的生活方式，促进
‘后备箱经济’向产业化、品牌化、市场化
发展。”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供销集团与福建小熊自驾数字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自驾游带动“后备
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示范县》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打造名
优特产品、建设自驾游服务中心及基地、
策划年度系列主题的自驾游活动等方面
加强合作，为自驾游车友提供多元化服
务，推进“后备箱经济”创新发展。

“ 旅 游 产 品 开 发 无 边 界 。我 们 围 绕
‘福’文化、‘清新福建’主题，通过支持特
色示范建设、丰富场景应用、特色品牌打
造、业态升级创新、专精人才孵化等方面
措施，持续推进‘四个一批’旅游后备箱工
程建设。”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吴
立官表示，以游客视角为主视角，不断满
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丰富游客参
与、互动和体验的场景，不断开展系列旅
游创意营销和旅游产品创新，为资本提供
新的投资领域，“这是我们抓旅游、发展文
旅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汽车后备箱能干什么？游客自驾旅游
返程时，可以方便地利用汽车后备箱捎带
各地特色产品回家；商家可以利用汽车后
备箱作为移动的摊位和小商铺。

省旅游协会自驾游专业委员会有一
个 统 计 数 据 ：2019 年 我 省 旅 游 总 收 入
8100 多 亿 元 ，其 中 自 驾 游 占 比 70% ，约
5600 多亿元；2023 年“五一”假期，我省旅
游总收入 195.67 亿元，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 145%，其中自驾游占比超过 80%。

推进“旅游后备箱”这一新兴业态发
展，既是回应民生关切，又为游客提供新
的旅游目的。一方面让各地特色产品通过

旅游带回家，能够增加旅游目的地尤其是
乡村旅游地群众的福祉，促进消费增长；
另一方面，增加自驾游游客在旅游中学
习、成长的途径，丰富旅游生活，从供给和
消费两侧为我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增添新活力。
围绕“闽山闽水物华新”的“物”，我们

可以持续挖掘各地特色资源，开发一批特
色旅游商品和文化创意产品；围绕“闽山
闽水物华新”的“华”，我们可以结合采摘、

丰收、开渔、元宵、端午、中秋等民俗节事
活动，打造一批“旅游后备箱”文化潮玩
地。同时，依托第三方平台、文博场馆、旅
游景区、镇村、街区与园区，以及行业组
织、乡村能人、网红达人、非遗传承人等，
我们还可以推动设立一批“清新福建”“后
备箱福礼”展销点，孵化一批后备箱产品
新业态营销队伍。

“旅游后备箱”承载的不仅是商品，还
有情怀与氛围，流淌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对广大游客而言，“后备箱经
济”新业态，不仅意味着买买买，更是体验
一种自由自在的惬意生活。

推进“旅游后备箱”新兴业态发展
□本报记者 郭斌

“后备箱经济”：传统与潮流的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郭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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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龙岩北部新城的福建亿瑞
电力设备及充电桩生产项目厂房内，工人正
紧张有序地操作机器、调试产品。“每条生产
线都在全速高效生产，开足马力抢进度。所
有电力产品按计划满产运行。”亿瑞电力行
政负责人蓝晓文说。

亿瑞电力是一家集电力设计、设备生
产、工程施工等于一体的高科技电力产业集
团，在业内优势明显，但也迫切需要科技支
撑和人才保障。在“千名干部挂千企”帮扶服
务活动走访中，新罗区工信科技局了解到该
公司的需求，立即成立工作专班，以国家电
网对口支援新罗区为契机，联系福建省电科
院科技特派员团队深入该企业进行对口技
术帮扶，推动企业加快产品技术研发和成果
转化，从而促进企业成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和产业园龙头企业。
“不仅如此，新罗区工信局还为我们公

司申报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全程、专
业指导。”蓝晓文说。

今年来，新罗区结合“千名干部挂千企”
活动，扎实开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精
准精细服务企业，运用好一系列帮扶企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培育出一批专精特新优质
企业，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快速成长。

在福建亿钻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技术人员熟练操作
多种设备。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提升产品制造水平，公司非开
挖水平定向钻机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
至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

“公司一直秉承‘做优，做精，做深’的企

业宗旨，恰巧与专精特新的特征极其相符。
当地政府从融资、技术、人才招聘等方面给
予了大力支持，公司于今年 5 月成功入选福
建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福建亿钻机械有
限公司总经理施兴林说。

新罗区按照省、市工作要求，以“储备一
批、培育一批、提升一批”的原则，建立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库，主动挖掘潜在符合条件
的企业，要求做到应入尽入、能入快入，并加
强对入库企业的分类指导和跟踪分析，根据
企业所处的行业领域、发展阶段、发展目标，
为企业提供全过程、全链条培育服务，推动企
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实现梯次发展。

“企业的健康快速成长离不开当地政府
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公司于去年底获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今年 5 月又入选福建省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福建优丝纺织有限公司总
经理吴华邦表示，将继续坚定信心，开发新
产品，拓宽销售渠道，通过线上及线下等多
种销售途径，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利用好市、
区等相关部门出台的发展扶持奖励政策，将
企业持续做大做强。

“当好工业企业的‘娘家人’，我们责无
旁贷。”新罗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持续
以“千名干部挂千企”活动为载体，不断强化
全流程培育体系，为企业协调解决实际困难
问题，在吸引了一批有活力、有灵气的中小
企业落地的同时，加快培育一批专注于细分
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
精特新企业，支持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快成
长、“加速跑”，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今年以来，新罗区已新增 13 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截至目前，该区共
培育 25 家福建省创新型中小企业、31 家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 家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以上均居全市第一。其中，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宏贯
路桥防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列
入国家第一批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

新罗:专精特新企业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温连光 程志超

本报讯（记者 李向娟 通讯员 林真
真） 7月 25日，泉州市首座“机非分层、人非
分离”跨海大桥——百崎大桥正式开建，将
成为横跨洛阳江的第四座现代化大桥（不含
高速公路桥）。据悉，泉州百崎大桥是连接泉
州台商投资区和泉州东海片区的重要通道，
也是泉州“两江一湾”核心区强中心的重点
抓手。

据了解，泉州百崎大桥起于丰泽区丰海
路与府东路交叉口，沿丰海路布线，向北延
伸跨越洛阳江下游海域顺接台商投资区百
东大道，终于泉州百东大道与洛沙大道交叉
口，全线设置东海、百崎 2 座枢纽互通。该路
线全长约 4.28公里，按照一级公路兼城市主
干路标准设计，主桥采用双向八车道，设计
时速 60 公里。其中，大桥主桥为独塔双索面

斜拉桥，桥塔塔形选取泉州市花刺桐花瓣的
弧形元素。

百崎大桥首创“机非分层、人非分离”的
设计，大桥主桥设置为两层，上层是机动车
通行，下层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这相比
于机非混行的大桥，既保证了非机动车和行
人通行的安全性，又减少了机动车的噪声和
尾气影响。同时，为进一步提高非机动车和

行人的通行舒适性，非机动车道规划“人非
分离”，并且设置了透明顶棚和景观墙，景观
墙采用泉州文化元素及技法，展现了泉州文
化历史和特色，形成集休闲、娱乐和旅游等
功能于一体的滨海慢行廊道。

作为横跨洛阳江的第四座现代化大桥
（不含高速公路桥），百崎大桥建成后将极大
缓解后渚大桥的交通压力，完善洛阳江两岸
城市组团交通干线网，加强东海片区、台商
投资区之间的联系，共同构建泉州湾环湾核
心区，促进洛阳江两岸特别是泉州台商投资
区的产业和经济快速发展，为洛阳江两岸产
业融合、居民往来提供便捷通道。

泉州跨海大桥百崎大桥开建
为泉州首座“机非分层、人非分离”跨海大桥

日前，政和县杨源乡下派翠溪村第一书记吴永灿和村民叶
吨城在村集体地里查看西瓜长势，再过几天，这片地里的西瓜将
摘下销往福州。“今年西瓜产量预计有 3万余公斤。我们已跟福州
那边批发商联系，西瓜一成熟，他们立即全部收购。”吴永灿说。

2021 年，杨源乡综合执法大队干部吴永灿下派到翠溪村任
第一书记，就开始琢磨如何通过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建设美丽
乡村，带动村集体村民增收。“翠溪村这两年积极争取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完成翠溪河道流域治理、农村污水建设等项目，安装
了路灯和防护栏。”村民叶志杨说，近年来，村里的变化很大。

翠溪村是锥栗种植大村，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种出
来的锥栗质量上乘。去年，全村锥栗产值达 600多万元。

村民收入不菲，但村集体收入却很匮乏，如何壮大集体经
济，增加村集体收入？吴永灿看到路边荒芜的撂荒地，便与当地
党员干部商谈，能不能在荒地上种点什么？

“翠溪村土地是沙质土，种出来的西瓜特别好、特别甜、特别
脆。”村民叶吨城说。通过村“两委”会议研究，翠溪村从村民手中
流转 40 多亩的撂荒地，复垦种植西瓜，扣除种植成本剩余的钱
归村集体所有。

“西瓜采摘后接着种玉米，既稳定粮食生产，又增加村集体收
入，明年计划再扩大撂荒地复垦面积，盘活闲置土地。”吴永灿说。

“翠溪村以前产业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现在的翠溪村村庄
美了起来，产业发展起来了，群众钱袋子鼓起来了。”杨源乡党委
组织委员陈祥榅说，近年来，杨源乡通过因村施策，选派优秀年
轻干部和经验丰富的党建指导员到村任职，进一步提升班子战
斗力，凝聚发展共识，共谋乡村振兴。

增加村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
政和县杨源乡翠溪村通过党支部引领、党员

带头，让撂荒地变增收田
□本报通讯员 余长青

本报讯（通讯员 邹善水 沈桂芬 卢凡） 户外徒步健身成
为暑期旅游新时尚。近日，连城县莒溪镇梅村头村举办闽粤赣三
省千人户外徒步健身运动会期间，客家牛杂牛肉汤、仙草冻、红
糯米粽、烤鱿鱼等美食首次“进驻”赖源乡黄宗村千米高山茶场，
受到游客青睐，人间烟火味进一步点“热”户外经济。

当日，朋口镇商户黄秀琴女士驱车近 80 公里，把牛杂牛肉
汤“搬”进黄宗村千米高山茶场，“15元一碗卖出了 200多碗”。刘
先生、吴女士等广东梅州、江西赣州客人品尝后说：“没想到在千
米高山能尝到客家风味，不虚此行。”

烧烤鱿鱼摊前，沈女士等游客流连忘返，烤鱿鱼香酥味足，
为户外徒步健身运动者“充电”。在出售客家仙草冻摊前，商户曾
女士说，清甜爽口、消暑解渴的仙草冻供不应求，准备了两桶 60
多公斤冰仙草，很快销售一空。

茶艺师黄先生边冲泡茶水边接待客人。“茶香四溢，醇和稳
重，在这里以茶会友，消暑纳凉，别有一番风味。”广东梅州游客
吴先生点赞说。

连城：

人间烟火味点“热”户外经济

近日，厦航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举办首乘夏令营主题活动，
并为厦航在该机场保障的第 5000 名首次乘机旅客送上首乘纪
念登机牌和“厦航飞行探索包”。

自 2022 年暑运起，厦门航空便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推出首
乘旅客出行关怀专项服务。今年暑运期间，厦航在该机场升级首
乘服务产品，为首乘旅客提供“厦航飞行探索包”，内含机场出行
指引明信片、现场乘机关爱卡、行李牌等，为首乘旅客提供更多
关怀和便利，邀请更多旅客朋友共同探索美好飞行旅程。

苏苑 叶超 摄

在周宁县旅游集散中心，“2023福建旅游后备箱生活季”活动吸引消费者参与、购买和体验。

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陈珠霞 刘冬元 文/图）
25 日，巴拿马籍散货船布里斯班轮进靠福建泉州港务集团沙格
7 万吨级码头，卸煤炭 58940 吨（上图）。该船煤炭系肖厝港物流
有限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进口，转兴泉铁路运往江西瑞金电厂。至
此，自 2023 年 1 月 6 日兴泉铁路货运通车以来，2023 年上半年，
湄洲湾肖厝港区货物吞吐量达 109.85 万吨，比 2022 年上半年增
加 26.99 万吨，同比增长 32.57%，湄洲湾肖厝港区海铁联运货运
量创历史新高。

海铁联运运量的大幅提升，意味着兴泉铁路湄洲湾港“桥头
堡”已初步形成，海铁联运优势进一步凸显，沿海港口与内陆地
区双向“交通大动脉”更加畅通。

湄洲湾肖厝港区
海铁联运货运量创新高

核 心

提 示

近年来，“后备箱经济”渐渐兴起，因其浓浓的“烟火气”“新潮味”，适合年轻消费群体多元、时尚的消费体验需求，吸引了大批消
费者“尝鲜”，尤其受“90后”“00后”等年轻自驾游群体的青睐。后备箱这个词因此有了“把游客引进来、把产品推出去”的新含义。

7月 21日晚，周宁县旅游集散中心热闹非凡，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2023福建旅游后备箱
生活季”正式启动。多辆私家车一字排开，后备箱上挂起招牌、装上彩灯，汇聚起美食、农特产品、茶饮、潮玩手作、非遗文创等产品。
23日是活动第三天，现场依然人流如织，热闹祥和，古田的菌菇、霞浦的头水紫菜、太姥山的白茶、蕉城区的黄鱼鲞等成为抢手货。

此次后备箱生活季活动，是我省培育壮大“后备箱经济”的生动实践。结合周末、假日、暑期消费特点，利用时下流行的“露营自
驾”“创意美食”“音乐潮玩”等，打造“摆摊+直播”“售卖+好玩”“体验+社交”消费场景，吸引众多消费者参与、购买和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