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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链强链，推动集群发展

新春伊始，在福建省红太阳精品有限公
司新建的国圣食品产业园海带生产车间里，
直线型全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行，全力以赴
忙生产、赶订单，冲刺“开门红”。

成立于 1993 年的红太阳精品公司是一
家专注于海带品类、酱菜等农副产品深加工
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业园
去年正式投产，引进国内最新的即食海带自
动化生产线，每天可生产海带产品 100 万
包。”红太阳精品公司总经理严涵伟介绍，公
司生产的即食海带产品年销量达 6.6 亿包，
成为全国最大的即食海带生产加工基地。

位于涵江滨海产业新城的涵江食品产
业园已入驻百威雪津、红太阳精品、景田食
品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并带动华兴玻璃、
中粮制罐等产业链企业集聚发展，一个现代
食品产业集群正在这里加速崛起。

作为全市三大传统产业之一，莆田食品
产业行业门类较为齐全、特色突出，其中盐、
啤酒、罐头、包装饮用水等品类产量位居全省
前列。莆田市提出，围绕“接一强二连三，培十
强百争千”食品产业发展路径，重点培育 10家
以上龙头企业，做强 100 家以上规模以上企
业，致力于打造世界啤酒之城、中国预制菜肴
之都、福建休闲食品重要加工基地。

要实现上述目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当
前如何“突围”？

超前谋划，下好“先手棋”。莆田市成立
以市政协主席为组长的食品产业发展暨招
商工作专项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专家
政策、金融支撑等 5个小组，实现有效市场与
有为政府良性互动。出台《促进食品产业转
型升级七条措施》，从增强扶优企业、鼓励集
聚集约发展、创新业态模式等方面提出 18条
举措，引导服务各细分领域重点企业进一步
做大做强，推动食品产业跨越发展。

项目建设无疑是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莆田市围绕构建多链条、多业态支撑的产业
格局，大招商、招大商、招好商，推进食品产
业补链强链延链。去年 3 月举行的莆田市食
品产业投资洽谈会上，20 个重点项目签约，
目前已有 9 个项目开工、5 个项目投产。2023
年，全市食品产业有 38 个在库项目，其中，
秀屿鲍鱼科技产业园区等 15 个项目开工，
新顺水产等 8个项目实现投产。

科技创新，注入澎湃动能

机声隆隆，麦汁飘香，在百威雪津偌大
的啤酒包装车间内，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
影，啤酒罐在智能化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快
速输送，宛若一条条长龙在流水线上游动。

“这些整装进口的易拉罐生产线，最高
可实现每小时 16 万罐、每秒 45 罐次的生产
速度。”百威雪津包装部高级经理王海龙说，
作为全球单体产能领先的智慧低碳工厂，百
威雪津共有 15 条智能化生产线，包括 10 条
高速瓶装生产线、4 条高速罐装生产线和 1
条桶装生产线，年产能可达 200万吨。

从一颗小麦芽到生产包装，每瓶啤酒需
要经历 200多道工序，而让这些工序高效精准
对接的，正是百威雪津拥有的储粮罐-原料不
落地技术、电子验瓶机、无菌压盖技术、可溯

源管控体系四大“黑科技”。王海龙介绍，电子
验瓶机会对每个瓶子分 9个区域高速扫描成
像检验，识别程度精确到毫米。存在液位、盖
缺陷、金属、漏气及漏标等问题的成品，将在
专用检测仪的“火眼金睛”下剔除出列。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创新才能赢得未来。对于食品产业而言，随着
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创新技术在食品
领域不断渗透融合，驱动全球食品产业向高
技术、智能化、可持续方向快速发展，科技创
新成为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莆田市城厢区，工信等部门通过开展
智能诊断、技术培训、政策扶持等方式，分层
推动食品企业“智改数转”，赋能食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烘焙中华老字号企业复茂食品引
入第三方服务商，搭建企业整体供应链、会
员体系、车间信息化看板等数字化平台，实
现产销融合一体化建设，每年仅人力和库存
成本便可节省上百万元。

莆田市工信局食药科科长余竞舟介绍，
莆田市大力引导食品行业中小企业专业化、
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鼓励企业引进
工业智能化装备、集约化绿色制造技术等，
实施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对技改设备投资
200 万元以上的规上企业，按照设备投资额

的 5%给予最高 200 万元补助。支持龙头企
业嫁接市内外高校、专业机构，搭建产教公
共平台，为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抢占风口，新赛道新机遇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发展
预制菜产业”。预制菜产业被称为“用工业锅炒农
业菜”，其已成为当下蓝海。面对这条万亿元级的
产业新赛道，莆田本土食品企业也不落人后。

梦 8金牌骨、韩澳舌、雪花牛粒粒……走
进位于华林经济开发区的亚明食品公司展厅，
预制菜产品琳琅满目。“除了主打产品酒店预
制菜外，我们又开发出火锅、米面、团餐等预制
菜系列，品类达 100多种。”亚明食品总裁吴其
明说，投资 30亿元的亚明预制菜肴产业园项
目正在推进中，将扩建智能化厂房，建设智慧
厂区，打造中国预制菜产业创新示范基地。

亚明食品深耕酒店菜肴行业 20 余年，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中式菜
肴生产标杆企业。亚明食品与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共建中国预制菜研发中心，引进孙宝国
院士专家团队，设立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拥有知识产权 300 多项，成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中国食品工

业优秀龙头企业。
近年来，莆田市预制菜产业依托资源禀

赋、产业集聚和政策扶持等，呈现迅猛发展
态势。目前，全市已有亚明食品、诚味食品、
方家铺子等近 40家规上企业。莆田预制菜肴
企业研发并规模化生产的有酒店菜肴、滋补
产品、海产品等系列 200多个品种，部分品种
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城厢区和涵江区分别
入选 2023中国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榜。

去年 8月，莆田市商务、工信、发改等 8部
门印发《加快推进预制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措施》，围绕打造预制食品产业集群、培育预制
食品龙头企业、完善预制食品产业配套支撑等
5个方面推出 15条措施，力争在 2025年，培育
自主创新能力强、加工水平高、年销售收入超
15亿元的预制食品企业 2家以上，培育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预制食品大单品10个以上。

“预制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
市场餐桌，串起的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价值
链。”莆田市工信局副局长吴旭东表示，莆田
市通过打造“专业园区+特色基地+重点龙
头”的预制食品产业布局，积极抢占产业发
展风口，加快链条布局、规模发展、品质提
升、品牌塑造，做优做强预制食品赛道，打造
经济新增长极。

莆田：中国食品产业名城的突围之路
□本报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林楚云 林亦霞 文/图

经济观察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地处福建中部沿海的莆田枕山面海、拥江揽
湖，自然禀赋得天独厚，物产丰饶，食材丰富，成就了独具特色的“莆田味道”。

莆田食品产业从“一条鳗”“一朵菇”出发，到发展成拥有以酒类制造、
饮料、粮油罐头、农产品加工、水产品加工、肉制品加工、食品烘焙、制茶、
制盐、休闲食品及预制菜等为主，涵盖 16 个大类 40 多个小类的现代食品
产业体系，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众多莆田食品企业从小作坊

到大工厂，从提篮小卖到连锁经营，从走出家门到走向世界，缔造了一个
又一个行业发展传奇。

去年底，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授予莆田市“中国食
品产业名城”称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莆田食品产业按照“接一强二连三，培
十强百争千”发展路径，重点做细做实“酒菜鲜果茶”五篇文章，再造产业新优
势，领跑产业新赛道，推动食品大市向食品强市迈进。

核 心

提 示

福建省红太阳精品有限公司全自动化即食海带生产线高速运行，全力以赴忙生产、赶订单。

作为全市三大传统优势产业之一，莆田
食品产业相较于鞋服、工艺美术显然要“低调”
不少，与省内的食品产业强市漳州、泉州等地
相比，更有明显的差距。比如，产业层次不高，
产品附加值低；创新能力不强，质量效益不高；
产业布局分散，龙头企业较少等，莆田要实现
食品产业强市目标仍“任重而道远”。

此次，莆田市上榜“中国食品产业名
城”，莆田食品产业也在新的历史机遇下被

赋予了新的发展使命。
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

导与支持。让人欣喜的是，为推动食品产业跨
越式发展，莆田市高位高效推动，专门成立了
食品产业发展暨招商工作专项领导小组，统筹
协调推进产业发展工作。出台产业政策、举办
产业活动、梯度培育项目、打造城市IP……近
两年来，产业专班不断亮硬招出实招，打造营
商环境高地，成就食品产业创新创业“热土”。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莆田市食品协
会会长何建平指出，莆田食品行业发展态
势良好，坚定发展信心，对进一步推进莆田
食品行业发展至关重要。

有信心，也要有决心，更要找对突围的
路径。采访中，当地不少专家学者给出了建
议：莆田食品产业要瞄准更高水平发展，在
强龙头、强链条、强品牌上推进产业提档升
级；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大研发投
入，推进产品和工艺创新，加快数字化转
型；要加大品牌培育和宣传推广力度，推动
美食文化赋能，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注定不会一
帆风顺。莆田食品产业是否能够在新的赶考
路上继续交出高分答卷，我们拭目以待。

找对提档升级的突围路径
□本报记者 陈盛钟

本报讯 (记者 卓越) 近日，2024 全球闽商企业领袖年会暨
2023 闽商新锐人物颁奖盛典在福州举行。年会上发布了《2023
闽商年度报告》《2023 闽商十大新闻》，并举办了“闽商商会志”
丛书启动仪式及“数字闽商”上线入驻仪式。

本届年会以致敬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生力军”为主题，海内外著
名闽商代表、海内外闽籍商协会会长、秘书长等共500多人出席活动。

以闽商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是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闽商年会已成为海内外闽商共叙乡谊、同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当天的年会上还举办了“2022—2023 年度闽商新锐人物”
颁奖盛典。“2022—2023 年度闽商新锐人物”继续聚焦年度最有
创新力的标杆人物、最有创业创新热情的特色人物、最具发展潜
力的青年闽商。

与会嘉宾表示，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持续优化的营商环
境，带来的机遇让他们信心满满，将继续凝聚闽商力量，抒写福
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丽篇章。

全球闽商会聚福州
致敬民营经济“生力军”

本报讯（记者 张辉）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等 7 部门联合公
布 2023 福建省级乡村工匠名师名单，王德星、李亚华、许庆石等
56人获认定。

按照要求，各地各部门应支持乡村工匠名师设立工作室，领
办创办经营主体，弘扬技艺、开发精品、创设品牌，为乡村工匠名
师创新创业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提供服务。

去年，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
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在全省范围内挖掘一
批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者，培育一支服务乡村振兴的乡村工
匠队伍，打造一批乡村工匠品牌。其中，认定技艺精湛的乡村工
匠 1000 名以上，鼓励设立乡村工匠工作站 1000 个以上；遴选乡
村工匠名师 100 名以上，鼓励设立名师工作室 100 个以上；向国
家推荐一批乡村工匠大师，设立相应的大师讲习所。

乡村工匠主要为县域内从事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及相关
产业 5 年以上，在本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发展
和农民就业增收效果明显的乡村手工业者、传统艺人和非遗传
承人。目前，我省乡村工匠主要从刺绣印染、纺织服饰、编织扎
制、雕刻彩绘、传统建筑、金属锻铸、剪纸刻绘、陶瓷烧造、文房制
作、漆器髹饰、印刷装裱、器具制作、茶制作、传统酿酒、传统农副
食品加工等领域中产生。乡村工匠名师原则上从乡村工匠中产
生。乡村工匠大师原则上从乡村工匠名师中产生。

截至 2023 年底，我省已培育乡村工匠 1300 余名，其中报送
参评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 10名。

福建认定
56名省级乡村工匠名师

本报讯（记者 陈盛钟） 近日，由莆田市数字集团开发建设
的“天下莆人”线上平台和莆田民营经济综合服务平台两大惠企
平台，正式发布上线。

“天下莆人”线上平台涵盖PC网页端和APP移动端，拥有这就
是莆田、莆田动态、莆商、莆侨、妈祖文化、招商资讯、莆货甄选、在线
交流、意见建议等九大功能模块。目前，该平台注册用户超 1.6万人，
成为莆田市委市政府连接莆商莆侨的桥梁纽带，成为宣传莆田、推
介莆田的动态窗口，成为海内外莆商莆侨共同的“线上家园”。

莆田市民营经济综合服务平台重点打造书记市长留言板、
民间投资项目推介、我为民营经济建言献策、产业动态等模块，
旨在开门纳谏集良策、凝心聚力促发展，企业家可以通过留言板
直接向书记市长提出建议、表达诉求，助力民营经济发展重大决
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为推动莆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平台支撑。

据悉，两大惠企平台正式上线后，将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
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以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为动力，
全面助力莆田产业经济发展。

莆田两大惠企平台正式上线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周莹） 记者近日从厦门自
贸委获悉，厦门自贸片区燕窝平台迎来开门红，今年 1 月实现产
值 13328.3 万元，同比增长 63.56%，进口毛燕 2.75 吨，同比增长
39.5%，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势头。

得益于厦门自贸片区的改革创新集成优势，2019 年 11 月首
批进口毛燕在厦门自贸片区海沧园区落地。4 年多来，在厦门自
贸片区管委会、厦门海关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燕窝平台已成为
全国最大的毛燕进口和指定加工基地，已累计招商和吸纳近百
家企业入驻，初步形成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燕窝产业汇聚
区。截至目前，燕窝平台已累计进口约 88.06 吨，其中 2023 年进
口量约 29.03吨，厦门口岸毛燕进口量连续 5年位居全国第一。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不断提升服务质效，推动平台融合进
口毛燕查验、暂存及指定加工一体化平台和东南燕都产业园两
大物理载体加速投产扩产，助力平台蓬勃发展。目前，厦门已成
为全国最大燕窝品牌及深加工基地。

东南燕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骆义宁表示：“目前我们正
抓紧推进越南、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毛燕准入，这将有望
为燕窝平台的全产业链深度布局，提供更为稳定可靠的货源保证，
随着高端滋补行业进一步复苏，燕窝消费市场潜力正逐步释放。”

厦门自贸片区燕窝平台
1月产值破亿元

本报讯（记者 郭雅莹 通讯员 颜彩虹） 龙腾盛世，桃源永
春。23 日，为期 3 天的 2024 年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风情文化
节永春五里街专场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以“海丝原点·魅力五里街”为主题，涵盖文艺展
演、元宵花灯展、永春美食体验等。在“品味五里街”美食体验区，
传统年糕、糯米粿、猪肚养脾散、老醋猪脚、金橘馒头等美食琳琅
满目，吸引了众多海外侨亲、游客及市民朋友品尝。

“活动办得非常好，令人耳目一新。”世永联永远荣誉会长、
香港进出口商会永远名誉顾问陈章明说，“我就是在五里街出生
的，今天尝到了炸米粿等地道美食，很有儿时的味道。”

永春素有“闽南侨乡之都”的美誉，是我省著名侨乡。这是永
春第三次举办“侨家乐”活动。近年来，永春先后投入 1 亿元恢复
五里街古街风貌，引进华侨城文化集团合作运营，吸引大马百货
商行·娘惹服饰文化体验中心、南洋风味美食餐馆等商户入驻，
重现“海丝”风貌、侨乡风情，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 20万人次。

永春举办侨家乐·华侨美食
风情文化节

春风拂过田野，和煦的暖阳映照着一眼
望不到头的蔬菜大棚，一筐筐青翠欲滴的尖
椒刚刚采收完成后，被搬出大棚快速装车，
即将发往省外批发市场销售。日前，记者在
福清市沙埔镇东盛村，看到了福清市绿叶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蔬菜大棚的丰收景象。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清市，本地人并没有
吃辣椒的习惯，但因为气候条件好、农业基
础强、政策支持力度大，吸引了一批现代农
业企业落地，建设蔬菜大棚，专门种植尖椒。

“今年尖椒的产量高、品质好，可以卖个
好价钱。”望着大棚里成片的尖椒沉甸甸地
挂满枝头，福清市绿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郑小映喜上眉梢地告诉记者，“这
批尖椒从去年八九月开始育苗，11月底陆续
进入采收期，眼下正是收获上市的好时节，
主要销往山东、河北、河南、浙江、广东等地，
每斤价格在 2元到 3元之间。”

位于东盛村的这片尖椒种植基地，共
200 多亩，并不是绿叶农业公司所拥有的
全部。“我们最早是在江南村试点种植，得
到市场认可后，由江南村逐渐扩大到东盛
村、西叶村，并进行大棚改造，为农作物生
长提供更好的环境。”郑小映说，这批尖椒
预计 2月底采收结束，产量约 2000 吨，收入
可达 800万元，收益同比增长 10%左右。

青青尖椒，在福清市的种植面积越来
越广。目前，福清市已种植尖椒约 2 万亩，
年产量超 12 万吨，销往南北方市场。2023
年，福清尖椒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获得“国字号”金字招牌。

尖 椒 种 植 面 积 不 断 扩 大 ，成 为 福 清
农村地区带动就业的新渠道。在沙埔镇，
1000 多亩尖椒在每年的播种、采收时节，
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尖椒种植基地里，每
天都有近 300 人在帮忙采收，带动当地农

户实现了务工增收。
“我家离尖椒种植基地比较近，只要一

有时间就过来，每天可收入 100 多元，在空
闲的时候可以补贴一点家用。”沙埔镇东盛
村村民魏华平说。

春到菜田，丰收的不只是尖椒。连日
来，在位于江镜镇后地村的福清市大利农
业有限公司，连片的花菜长势喜人，迎来采
摘高峰。工人来回穿梭，忙着收割、分拣、包
装、装车，田间道路、厂区门口堆满了花菜，
现场一派丰收景象。

“下一步，这些花菜将进入福州和莆田地
区的蔬菜市场。”福清市大利农业有限公司蔬
菜基地负责人郑敏介绍，该基地种植花菜
800多亩，为确保能够供应市场，该公司在春
节期间积极抢收，满足市民“菜篮子”需求。

江镜镇是农业大镇，蔬菜种植面积达
5000 多 亩 ，尤 其 是 设 施 农 业 发 展 势 头 良

好，除了福清市大利农业有限公司，还有星
源农牧蔬菜基地等大型农业企业。春节以
来，花菜、包菜、辣椒、西红柿、蚕豆等蔬菜
在江镜镇同步上市，销售火爆。

基地化、设施化、收成好、销路好的蔬
菜种植模式，是福清市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缩影。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近年来，
福清市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实施良种工程、
强化生产服务等一系列“组合拳”，促进传
统农业向产业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转变。

据介绍，2023年，福清市获得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现代农业产业园两块“国字招
牌”，9 家企业入选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100强，为新的一年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夯实了基础。今年，福清市将深化“园
区带动”工程，做强 6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计
划新增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0 家，在希
望的田野上奏响更响亮的发展乐章。

日前日前，，在福清市沙埔镇东盛村的尖椒种植基地在福清市沙埔镇东盛村的尖椒种植基地，，农民正在采收尖椒农民正在采收尖椒。。

福清：
蔬菜大棚椒香浓浓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陈凯婷 陈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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