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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观察

县域经济面面观

11 月 16 日至 19 日，暌违 3 年，漳州蘑菇节
回来了。

全球食用菌产业的专家学者、从业者齐聚
漳州，以“漳州·食用菌产业化的摇篮”为主题，
共同学习交流新经验新成果，探讨食用菌产业
现状，谋划产业未来发展。

此次“蘑菇盛会”吸引了 1300 余名海内外
食用菌业界人士，70 家食用菌生产、装备、餐饮
及预制菜头部企业前来交流、参展。展会现场，
仿佛一座食用菌全产业链博物馆：从品类丰富
的食用菌，到先进的食用菌试验、培养、加工设
备，再到食用菌零食、调味料、保健品等精深加
工产品……琳琅满目的展品，让人直观感受到
食用菌产业链的前沿脉动。

从 2007 年起，连续十三届，中国蘑菇节花

落漳州。
食用菌产业在漳州生根发展，已有近 60

年历史。作为国内重要的食用菌出口基地，漳
州集聚众多先进的食用菌加工出口企业，拥
有 一 大 批 创 新 型 实 用 技 术 人 才 ，有“ 中 国 菇
都 ”“中 国 罐 头 之 都 ”和“世 界 食 用 菌 罐 头 之
都”等美誉。目前，全市拥有 30 多种食用菌品
种，其中，双孢蘑菇及其罐头制品出口量全国
第一，白背木耳大杯蕈产量世界第一。全市食
用菌产业总产值也从 2006 年的 10 亿元跃升
至如今的百亿元。

“漳州是中国食用菌发展历程上一座不可
磨灭的光荣的城市。”对于漳州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药用菌学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一
言以蔽之。他指出，漳州在食用菌种植、全产业

链深加工方面，引领了中国食用菌产业的发
展，希望未来漳州在推动食用菌深加工、文旅
产业和食用菌产业融合方面推陈出新，拿出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继续引领中国食用菌产
业发展。

“漳州蘑菇节历史悠久，是行业内最具影
响力的行业盛会。借用这个平台，我们云南省
供销社组团来招商，结识了许多冻干食品生
产企业和预制菜企业。接下来，我们将与这些
企业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洽谈，探讨合作的可
能性。”云南省食用菌协会副会长姚远说，这
是他第三次来漳州参加蘑菇节，每次都让他
收获满满。

每届中国蘑菇节，荷兰达尔森蘑菇种植有
限公司总经理罗恩都不缺席，达尔森公司深耕

中国市场多年，有很多中国客户，也一直支持
中国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法国邦杜乐集团参展
代表弗瑞德里克·马休十分感慨，他觉得中国
食用菌市场非常大，十分看好食用菌产业在中
国的发展。

宾 客 云 集 ，济 济 一 堂 。在 一 场 场 高 峰 对
话、专题论坛和炉边谈话中，大家对蘑菇产业
的未来与发展畅所欲言，观点在此交锋，思路
在此碰撞。

未来之路怎么走，这是本次蘑菇节的核
心议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
委员会副主任齐扎拉从大农业观、大资源观、
大产业、大生态、大市场、大健康、大目标七个
方 面 ，提 出“中 国 食 用 菌 发 展 七 问 ”。李 玉 在

《关 于 发 展 我 国 秸 秆 菌 业 的 思 考》主 旨 演 讲

中，阐明了秸秆菌业的发展机遇和前景，指出
“三物融合”可促进多产业交叉协同发展、引
领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国际蘑菇学会主
席 Greg Seymour 探讨了蘑菇泥炭土栽培的可
获得性和优势，介绍了泥炭土的全球使用情
况和现有供应情况。会议还发布“2023 食用菌
菜品人气指数榜单”，为提高食用菌市场转化
率指引方向……

盛会时间虽短，仅仅 4天，却为国内外食用
菌产业同仁搭建了一个信息交流、商贸洽谈、
成果分享、共谋发展的平台。Greg Seymour 在
致辞中说：“我每次来漳州参会都非常享受在
这里度过的时光，它让我有机会与不同的人
一起讨论行业现状，学习新鲜事物，一起分享
关于蘑菇的未来。”

小蘑菇链动国际大产业
□本报记者 赵文娟

凯景公司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智能平台操作生产线。

漳州台商投资区因台而立、因台而兴，作为国
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台商投资区，现已成为大
陆台企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先后引进台塑、统
一、泰山、灿坤等161家台资企业，累计投资总额65
亿美元。近年来，一些早期落户的台企纷纷开始
盘活存量厂房、推动转型升级、提高亩均产值。

龙头落户 带动产业

“这些产品挺不错！”日前，在 2023 秋季广交
会上，各大家电品牌亮出王牌产品，其中灿坤品
牌的各式精美小家电吸引了不少经销商的关注。

1988年，创建于台南的灿坤集团在厦门湖里
投资成立厦门灿坤电器公司。从 2002 年起，灿坤
陆续将制造基地由厦门转移至漳州龙池开发区

（今为漳州台商投资区），创办漳州灿坤实业有限
公司。

“当初仅用 248 天时间，就建起了 20 万平方
米的标准厂房并试投产。其建设速度之快、效率
之高，省内罕见，被人们誉为‘灿坤速度’。”漳州
灿坤实业有限公司协理高建华早在 20 多年前就
入职灿坤，对于公司的发展如数家珍。

落户漳州后，灿坤发展迅猛，各式各样精美
小家电层出不穷，产品远销欧美等，被誉为全球
小家电单厂最大的“世界工厂”。“最高峰时工人
达到 2 万多人。”高建华笑着说，灿坤产品主要销
往国外，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培育龙头企
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等，曾获得漳州市纳税大户、漳州台商投资区
经济建设功臣等荣誉称号。

灿坤的落户投产，带动了一批上下游企业陆续
入驻，长春化工就是其中一家。长春化工（漳州）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隶属于台湾长春集团。长春
集团是台湾仅次于台塑的第二大石油化工企业。

“之所以在这里落户设厂，是因为公司生产
的电木粉主要供应灿坤。”长春化工（漳州）有限
公司总经理吕培文说，电木粉具有较高的机械强
度、良好的绝缘性，耐热、耐腐蚀，因此常用于家
用电器的黑色外壳、锅盆把手、咖啡机的底座等。

落户漳州后，长春化工成为灿坤的电木粉等
材料的稳定供货商，同时也根据市场需求研发生
产其他化工产品，如工程塑料、覆铜板、软性覆铜
板、酚醛模塑料、电子级双氧水等，目前已成为省
级培育龙头企业，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等称号。

惠企服务 助力发展

“东海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是第一家落户台商

投资区的台资企业。”漳州台商投资区经发局副
局长郭建斌说，1991年落户的东海冷冻公司也是
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冷冻食品加工厂之一。

时光荏苒。32 年来，台资企业在漳州台商投
资区这片热土上蓬勃发展。去年规上台企实现产
值 334.9 亿元，占全区超三成，台企进出口额 84.4
亿元，占全区近五成，跻身大陆三大台商聚集区
之列。

数字背后是该区在营商环境、产业空间、人
才集聚、人文环境等方面的持续提升。多年来，该
区积极推出惠台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百名
干部挂百企”帮扶活动，提供妈妈式服务，让企业
家放心创业、安心经营。

“现在企业生产情况怎么样，企业还有什么
困难？”“有没有需要政府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

日前，漳州台商投资区党工委书记谢宏坤、管委
会主任张延能来到台资企业福建凯景新型科技
材料有限公司，开展“四下基层”工业企业调研暨

“企业接待日”活动。
“目前有一个情况，凯景公司因进出货运输

量大，日均进出货车约 130 车次，货车前往码头
装船进出货的时间是根据船到港时间确定的，由
于厂区外中闽大道及湖中路早晚高峰限行，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座谈会上，凯景公司相
关负责人陈富泽说。

“请有关部门立即论证，帮助企业规划通行
路线，采取措施，灵活管控，确保在不影响道路安
全前提下减少对企业进出货物的影响。”谢宏坤
表示，问题要一揽子解决好。

最终，经区交警、工信部门和凯景公司协商，

该公司货车在早晚高峰期可以通过绕行附近的
金沙路前往码头，交警灵活管控。同时，有关单位
还对通行路线道路两边的行道树进行修整，保障
货车出行通畅。

这是漳州台商投资区深化“百名干部挂百
企”帮扶活动、服务企业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例子
举不胜举。

升级改造 提高产值

在农业领域，通常用亩产量衡量农田的效
益。从去年开始，漳州市以企业亩均效益展开评
价，引导企业树立“亩均论英雄”发展理念，加快
转型升级，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促进“寸土”
生“寸金”，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亩均产值！”郭建斌
说，台商投资区非常重视台企增资扩产、转型升
级、延伸产业链条，引导企业由粗放增长向集约
发展方式转变。

在长春化工厂区，一幢新建的 4 层生产大楼
PBT 三厂相当显眼。“长春化工目前已投产 12 条
生产线，年产值最高时达到 23 亿元。这幢厂房准
备明年 2月先安装 3条生产线，这样一来，公司的
生产线将从现在的 12 条增加到 15 条。”吕培文
说，这幢新厂房可容纳 12 条生产线，今后还将每
年新增 2至 3条生产线，努力提高亩均产值。

而在灿坤工业园区内，一场旨在对园区厂房
重新规划设计的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当年建成的基本都是单层式厂房，土地利
用率较低，亩均产值较低。”高建华说。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 142 亿元，改造后
总建筑面积从 65万平方米增加到 320 万平方米，
其中厂房建筑面积约 172 万平方米，项目全部建
成投产后，每年将新增产值 120 亿元，新增纳税 6
亿元。

“改造后，新增的面积一方面可以满足企业
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招商引资，促进土地
集约高效利用，从而提高亩均产值。”郭建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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