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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伴随着阵阵汽笛声响，21 日
8 时许，满载旅客的 D2323 次列车缓缓驶出
南昌西站，沿着向莆铁路一路向南，迎着和煦
阳光，开启文化与踏青相结合的寻春之旅。

20 日至 21 日，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
限公司组织闽赣两地媒体开展“坐着高铁看
中国·乡村振兴向莆行”集中采访活动。记者
跟随活动记者团一同前往福建泰宁、江西南
城，亲身感受铁路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去年 9月，向莆铁路迎来开通运营 10周
年。作为福建省第一条连接中部腹地的国家
Ⅰ级铁路干线，它结束了福建泰宁、江西南
城等 7 个老区县没有铁路的历史。泛舟大金
湖上，远观碧水丹山，条条铁路，为老区带来
了哪些新变化？

对于地处闽西北的山区县而言，铁路发
展最直接的好处，便是为老区居民带来更加
便捷的出行体验。

“在家门口就可以坐上直达上海的高
铁，现在可太方便了。”20 日中午，来自泰宁
县杉城镇的戴女士，正要带着孩子前往上海
探望父母。看着眼前的“福建泰宁大金湖号”
动车，她赞不绝口。

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为寻求发展机
遇，众多泰宁游子奔赴上海打拼，目前有
1 万多人在沪经商，约占泰宁县总人口的十
分之一。以往，泰宁没有直达上海的动车，需
要在三明北站换乘前往，折腾的过程让往返
于两地的居民感到十分不便。2023 年 7 月，
泰宁开通直达上海方向的动车组列车，为出
山入海开辟新路，替老区游子排忧解难。

打通交通血脉，不仅让本地人往来便
捷，也为美景招徕观光客，激活泰宁的丹山
碧水。

春光明媚，游船在碧波荡漾的大金湖上
全速前行，激起朵朵洁白水花。不远处丹霞

地貌色彩缤纷的美景引得游人连声赞叹，
“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在甲板处响个不停。

“以前就听说过泰宁山清水秀，今天一
见，果然名不虚传。”江南都市报记者章娜正
忙着在船头寻找最佳机位，青山绿水呈现出
的生态之美让她印象深刻，“现在有了高铁，
来往方便多了，下次还要和家人朋友一起再
来欣赏一番。”

享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美誉的泰
宁，坐拥丰富的红色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
曾因交通不便，这块“美玉”一直深藏于闽北
的深山之中。铁路的到来，令它得以焕发光
彩。自 2013 年向莆铁路开通后，乘坐高铁来

泰宁县旅游的游客逐年递增。另由南铁牵
头，促成铁道旅游分会与泰宁县签订“百趟
专列进泰宁”合作协议，组织开行旅游专列
54 趟 次 ，累 计 为 泰 宁 县 带 来 旅 游 收 入 达
上百亿元。

“高铁的开通可以拓展泰宁旅游的客源
范围，缩短行程时间，提高旅游的舒适度和
体验感。”泰宁旅游管委会遗产保护局副局
长刘锋介绍，作为泰宁县的对口支援单位，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利用全国铁路
客运车站进出站口、候车厅大屏以及动车组
列车共 25 万余块视频终端资源，支持泰宁
旅游广告在全国铁路高铁车站和动车上滚

动播放，为三明、泰宁减免旅游宣传费用近 4
亿元，为泰宁做大做强文旅产业提供支持。

推介文旅只是一个缩影，在乡村振兴
的赛道上，泰宁和“铁路”间还能擦出更大

“火花”。
在泰宁县大田乡垒际村，一座白墙黛瓦

的建筑被环抱在绿油油的农田与水塘之中。
这是国铁集团投入 150 万元帮扶资金改造
升级的烤笋交易中心。

垒际村盛产竹笋，全村有 90%的村民从
事笋、竹产业，烤笋是全村人重视的大事。升
级后的烤笋交易中心新增电烤笋设备和1500
立方米冷库，不仅让烤笋效率得以极大提升，
更让村民们告别了“看天吃饭”的担忧。

“自从设备升级后，周边村镇也常把笋
送过来烤，我们只收取基础电费，扣除成本
后的盈余就纳入村集体经济收入，村民们都
很高兴。”泰宁县大田乡垒际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徐玉平满脸笑意。

产业帮扶为泰宁的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消费帮扶、文化帮扶的成果也同样可圈可
点：南铁配合国铁集团，协助泰宁县 16 家企
业、122 款产品入驻国铁商城，累计销售 691
万元；集团公司文创团队帮助完成 8 个公共
品牌方案设计，对泰宁大米、泰宁岩茶、笋等
特色产品包装进行提升，相关作品还在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举办的第一届乡村振兴农
文旅创新行动成果发布会上获得奖项。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结合集团工作
部署，继续做好各项帮扶工作。发挥铁路行
业优势，为全面服务乡村振兴贡献铁路力
量。”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计统部
副科长彭娟娟说。

洁白的列车继续向前飞驰，周围掠过的
田野里，株株农作物正茁壮成长，入眼处一
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铁路+”，激发丹山碧水新活力
□本报见习记者 罗昱伦 通讯员 李翔 张学东 文/图

近日，“动姐”宣传泰宁。

一幢幢楼宇拔地而起，一家家企业落户
扎根。近年来，莆田市城厢区以丰富的商务
楼宇资源为载体，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攻方
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楼宇经济发展
沃土，做优服务、精准招商，探索出一条楼宇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走进位于莆田东园西路旁的京都国际金
融中心商务楼，映入眼帘的是现代化的门厅、
舒适的会客区以及极具文化韵味的各类展
区，让人耳目一新。“京都定位为金融业商务
大楼，采取精装修一站式拎包入驻方式招
商。”京正运营公司负责人李伟说，目前，已有
农业银行、长城证券、广发证券等数十家金融
业企业入驻大楼，年综合产值近10亿元。

京都国际金融中心生机勃勃的景象，是
城厢区楼宇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鳞次栉比的商务楼宇不仅是一道亮丽的
城市风景线，也是城市提升经济承载力和区
域影响力的重要支柱。作为一种高度集约的
新经济发展模式，楼宇经济有着综合体、高密
度、高复合、高效益等特点，区域经济带动作
用日益凸显。如今，以“空间+产业+运营”为
特征的楼宇经济3.0阶段已经到来，催生出越
来越多的“亿元楼”，成为互联网、信息咨询、
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

作为莆田市中心城区核心区，城厢区高
楼林立、车水马龙，满目繁华。据不完全统
计，该区拥有各类商务楼宇（含商业裙楼）超
过 50 幢，总建筑面积 146 万多平方米。万达
广场、喜盈门广场、九龙商务楼、西城国际等

“三圈十五楼”，已成为城厢区首店经济、网
红经济、夜间经济、体验经济等新经济、新业

态、新模式的集聚地。
城厢区高标准规划，打造商务楼宇示范

标杆。1 月 30 日，城厢区九龙国际商务中心
正式揭牌，一个楼宇经济的新样本正在加速
形成。该区以九龙商务楼——万达广场为主
轴，联动周边西城国际、华友、宏基、南兴等
商务楼宇，全力打造引领商务楼宇提质升级
的集城市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于一体的中
央商务区。商务区内交通、生活、商服等配套
齐全，为企业入驻提供一流的商业环境和生
产生活设施。

高楼林立之下，如何做好存量文章，是城
厢区楼宇经济所面临的新考验。目前，城厢区
可用于招商的商务楼宇面积约 52万平方米。
该区围绕商务楼宇闲置空间资源，全方位宣
传推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招引跨境电

商、研发设计、品牌首店、金融总部等现代服
务业重点项目入驻。1—2月，该区策划对接现
代服务业项目30多个，签约落地17个。其中，
产业类项目8个，投资额6亿元；金融类项目2
个，预计年销售额 3亿元；总部平台类项目 7
个，预计年开票总额超4.2亿元。

现代服务业是城厢区的优势特色产业，
该区连续 15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过半。城厢区将 2024 年确立为“招商引资
年”，并在莆田市率先成立现代服务业招商
服务工作专班，由区领导挂帅任指挥长，实
行“周安排、周推进、月签约、月考评”工作机
制，真抓实干、顶格推进现代服务业招商引
资工作，加快项目落地见效，培育现代服务
业发展后劲。

以楼聚产，以产兴城。“楼宇经济作为
‘空中聚宝盆’，寸土生寸金，蕴含着巨大的
经济价值。”城厢区商务局局长杨智伟表示，
楼宇经济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未来，城厢区将继续用“金牌服务”营造一流
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好产业、好项目落地，加
快推进楼宇经济提质升级，打造区域经济竞
争新优势。

莆田城厢：打造楼宇经济“新高地”
□本报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林丽珍

本报讯 （记者 张
颖 通 讯 员 林 芝 李
芸） 20 日晚 11 时许，一
列装有 17吨漳州柚子的
冷藏集装箱的列车，从
江阴港站缓缓驶出，一
路北上，在经历超 9000
公里旅程后，预计4月10日
抵达莫斯科。这标志着
中欧班列（福州）冷链运
输业务顺利开通 ，这一

“班列+冷链”新型物流
服务为福州及周边地区
优质农产品出口新增一
条国际运输通道。

“ 以 前 我 们 的 果 蔬
产品都是先走陆路到重
庆、成都等地，再转冷链
班 列 到 莫 斯 科 ，运 费 贵
还时间久。”货主单位的
徐经理介绍，“现在福州
的中欧班列开通冷链运
输 业 务 了 ，我 们 企 业 核
算 了 一 下 ，不 但 节 省 运
输时间，还降低了运费！”

中欧班列（福州）自
2022 年 7月开通以来，一
直 保 持 常 态 化 运 行 ，据
初步统计，共计发车 30
趟次，发运货物 2836 标
箱 ，总 货 值 5.8 亿 元 。今
年前 3 月，班列已发车 4
列，发运货物 440 标箱，
总货值 8864万元。

本次开通的冷链运
输业务作为一种全新远
程 物 流 业 务 ，具 备 冷 藏
集装箱全自动控温的特
点 ，可 实 现 全 程 遥 控 管
理 冷 链 运 输 ，昼 夜 智 能
调 节 温 度 。除 了 新 鲜 果

蔬之外，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的福州本土
鱿鱼、鳗鱼等冰鲜产品也能在运费、时间上
实现双降，提高出口数量，推动更多本土产
品以更低的成本走向世界。

未来，中欧班列（福州）将以班列运行
为抓手，不断推动班列运行提质增效，继续
尝试开行特色定制精品班列，保障国际供
应链和贸易链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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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辉 通讯员 李鑫
磊） 在 22 日举行的光泽红茶 2024 年开茶
节上，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通过定向科技
成果转化的方式，将自主选育的茶树新品
种“乌君红”转化给当地政府。由此，光泽县
拥有了首个茶树自有品种，我省也实现了
茶树品种科技成果转化零的突破。

据悉，育成一个茶树品种需要 18 至 25

年时间，因此茶树新品种很难实现科技成
果转化。近年来，省农科院与光泽县携手推
进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建设。省农
科院茶叶研究所是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
乌龙茶品种改良岗位的依托单位。根据当
地茶产业发展需求，岗位专家团队定向筛
选出茶树新品种“乌君红”，并实现科技成
果转化。

“乌君红”以高香型多茶类兼制品种
“瑞香”为母本杂交育成，具有长势强、产
量高、适应性强等优势，特别在抗茶小绿
叶蝉方面能力较强，适宜我省光泽、武夷
山、福安、安溪及气候类型相似茶区推广
应用。该品种开采期一般为 4 月中下旬，适
制乌龙茶、红茶、绿茶，成茶花香浓郁、滋
味甜醇。

我省首次实现茶树品种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讯（记者 陈盛钟）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委金
融办、省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莆田鞋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出台5个方面12条举措，
聚焦品牌化、数字化、绿色化、专业化、功能化强核提质，做强莆田
鞋业区域品牌，打造“中国鞋都・莆田”产业名片，推进莆田鞋业
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8年，莆田鞋业产业规模突破1500亿元。

在培优扶强龙头企业方面，《通知》明确，支持莆田加大鞋业
龙头企业培育，力争到 2028年，培育年营业收入 100亿元及以上
企业 1 家、年营业收入 50 亿元及以上未达到 100 亿元企业 2 家、
年营业收入 30 亿元及以上未达到 50 亿元企业 5 家，对年营业收
入首次达到一定规模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同时，支持企业对标
行业先进水平实施技术改造，申报享受技改项目补助、技改融资
贴息等政策。

《通知》提出，引导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推动培育 10 家以上
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自主品牌企业。在支持产业创新研发方面，

《通知》提出，推动莆田引进设立国家级专业院所分支机构，支持
莆田鞋业企业、研究机构创建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
机构、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高能级
平台，力争每年打造 1～2 个，5 年打造 5 个以上。加强技术创新
扶持，通过重大项目支持促进莆田鞋业技术进步，支持将鞋业重
大技术需求列入省级“揭榜挂帅”需求榜单。

《通知》还在支持产业开拓市场、加强要素保障支持等方面
作出明确规定。比如，对工信部门牵头举办的莆田鞋线上线下促
销活动，按规定给予每场活动最高补助 100 万元；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严厉打击鞋业市场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引导银行业金融机
构围绕莆田鞋业“白名单”，加大对莆田鞋业高质量发展的信贷
支持，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增加信贷资金供给。

作为莆田市的传统支柱产业，莆田鞋业工艺精湛、品质优
良、基础扎实，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2023 年，莆田鞋业规模
产值达 1200 多亿元，鞋年产量 16 亿双，占全省 1/3、占全国近
1/10。去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皮革协会联合授予莆田
市“中国鞋都”称号。

我省八部门发布12条举措

支持莆田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姚雨欣） 为进一步推动南平市标准茶器具
的普及与武夷山茶文化的融合发展，22 日，以“‘三茶’统筹，融
合发展”为主题的南平市标准茶器具订购会在武夷山举行。

活动会聚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领导、海峡茶业交流协
会代表、非遗技艺大师、茶产业领域专家学者、茶企代表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 180 余名客商，大家共品千年茶韵，助推武夷山茶
器具产业高质量发展。

订购会在热情洋溢的《武夷茶舞》表演中拉开帷幕。现场，福
建武夷山三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邦辉作武夷岩茶、红茶
品鉴茶器标准推介，政和县国投集团茶科技公司负责人郑辉辉
作政和白茶品鉴茶器标准推介，福建省建窑建盏溯源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陈颖作建窑建盏溯源平台推介，南平实业集团副
总经理、南平市武夷山水瓷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永春作“武夷山
水·标准茶器具”推介。一系列精彩的推介充分展示了武夷山茶
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南平瓷器产业的创新成果。

在随后的订购签约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个采购商纷纷
与南平市武夷山水瓷器有限公司签约订购标准茶器具购销协
议，共订购 101260 套标准茶器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体现了
市场对南平市茶器皿产业的充分认可与期待，更将有力推动南
平市茶产业的整体发展与品牌影响力的提升。

南平举办标准茶器具订购会

本报讯（记者 姚雨欣 通讯员 雷雨晨 鄢传奇） 稻香鱼肥
蔬果丰，农旅融合新光景。3 月 23 日，第六届樱缘文化旅游节暨
第二届开渔节在邵武市大竹镇举办。

开幕式上，婀娜多姿的舞蹈表演《锦鲤》、新颖活泼的创意秀
《年锦》等节目相继亮相，展现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寓意着祈求
风调雨顺、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

现场开展放鱼祈福活动，游客纷纷购买鱼苗放生，祈福家人
健康、好运常在。

“我觉得参加放生祈福活动很有意义，一方面培育了水产资
源，另一方面能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效果。”前来游玩的朱恋明
手上拎着装着鱼苗的水桶，正准备放生。

活动当天，还设置油菜花打卡点和汉服租赁点，准备了百米
鱼宴，以鱼为主菜、农家菜为点缀，游客可一边品尝鱼宴一边欣
赏舞台演出，通过一桌特色菜肴感受独特的渔家文化，为市民和
游客提供丰富的活动体验。

作为一年一度的渔家文化盛会，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借此机
会，大竹镇将企业人才招聘和邵武特色产品等展位搬到了现场。

“在这里我切身感受到了人文之美、山水之美，也很开心能
够借此机会把我们的特色产品推销出去。”品众·林肯集市店店
长罗鸿亭说。

近年来，邵武市大竹镇立足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旅游业，不
断完善辖区各个旅游景点配套设施，突出景点特色和主题，满足
游客的出游需求，持续打响“园区后花园、大竹好地方”名片，助
力乡村振兴。

邵武举办第六届樱缘文化
旅游节暨第二届开渔节

本报讯（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蔺姜巍） 近日，《“莆田优
品”评价通用要求》正式发布。这标志着莆田市贸促会、莆田国际
商会对“莆田优品”企业名录的管理工作有了首个团体标准，促进
莆田传统优势特色产品形成品牌矩阵。当日，“莆田优品”小程序
正式上线，“莆田优品”供应链展销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双轨并行。

据了解，《“莆田优品”评价通用要求》规定了构成名特优商
品评价的基本要求、指标和方法等内容。根据该团体标准，名特
优商品评价指标包括地域评价、文化评价、质量评价和市场评价
等 4 个一级指标，以及地理特征、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历史文
化、创新文化、工艺水平、质量保护、商品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等
9 个二级指标。企业可通过推荐和自主的方式进行申报，然后由

“莆田优品”管理机构负责评定。
自 2022 年至今，莆田市贸促会围绕鞋服、食品、工艺美术等

莆田三大传统优势产业，打造“莆田优品”供应链展销平台，先后
在省内设置 3个“莆田优品”展厅，网罗莆田名优特色产品，目前
已累计进驻代表性企业 100多家、展品 1000多种。

“莆田优品”小程序是一款电商平台，由莆田市贸促会与福
建省大数据集团莆田有限公司合作运营，主要销售莆田好鞋、匠
心工艺、特色食品等优质产品。据统计，“莆田优品”小程序已入
驻商户近 60家，在售商品达 600余种。

“莆田优品”首个团体标准发布

“莆田优品”小程序正式上线

连日来，在永定工业园区的互宽光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忙着赶制订单。该企业 2023 年产值超过 1.2 亿元，新
的一年订单量已经排到年底，预计产值可突破 1.5亿元。图为该企业工人正在绞铜机上作业。 本报通讯员 熊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