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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向娟） 昨日上午，在
泉州市政府主办的泉州数字场景创新大会
上，“泉州市数字超市”平台正式上线。此后，
工业企业要实现数字化转型，不必四处奔
忙，只需登录“泉州市数字超市”，就能挑选
合适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据介绍，“泉州市数字超市”平台由泉州
市工信局投资建设，将为全市工业企业提供
一站式产品和服务。目前，平台已入驻数字
化服务商 46 家，上架纺织服装、鞋业、食品、
机械装备等行业数字化产品超 400 个，上线

“找产品”“找服务商”“找案例”“数字化评
测”等四大功能模块，能够根据企业需求，提
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在“找产品”模块中，企业可按
照行业、环节、产品类别、服务商、价格及
优惠信息等筛选适配的产品，或者通过关
键字搜索，直接快速锁定相应产品。该平
台能多维度展现产品点击率、价格、详情、
类型、视频等信息，可一键拨号直接联系
服务商。

同时，平台将定期对大家感兴趣的、口
碑良好的产品在热门专区集中展示，并评选
最受欢迎产品排行榜。此外，为解决企业后
顾之忧，平台还在免费专区提供免费试用服
务，降低企业试错成本。

据悉，在前期试运行中，该平台已促成
12 家企业和 8 家服务商为 17 个数字化项目

提供解决方案。
除了正式上线“泉州市数字超市”平台，

泉州数字场景创新大会还发布了泉州市 AI
赋能全产业链报告，涉及通过 AI 赋能产品
迭代升级、打造“智造泉州”，借助 AI 数据分
析预测消费趋势、精准营销等方面。

同时，22 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涵盖纺
织鞋服产业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数字化、人
工智能、工业设计与 5G+大数据应用项目
等领域。

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近年来，泉州
市大力实施“绿色数字技改”专项行动，促进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方面，推
动中小企业“智改数转”，聚焦九大千亿产业

建立“工业医生”库，2023 年以来，累计为超
1000 家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提供
诊断服务；另一方面，结合实施“重龙头、强
品牌、铸链条”专项行动，鼓励引导龙头企业
开展物理空间和工艺流程“双改造、双提
升”，建设数字化工厂示范标杆，打造更多智
能产线、无灯车间、灯塔工厂。

目前，泉州产业数字化规模已连续 4 年
居全省首位，国家级、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
业项目、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发展示范项目累计数均位列全省第一，全市
超 5400 家规上工业企业参与开展数字化转
型，占规上工业企业比例 78%，企业数字化
应用场景走在全国城市前列。

泉州上线“数字超市”
工业企业可登录此平台挑选合适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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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清智 实习生 陈秋
芩） 3月 26 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新一批
及通过复核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
此次上榜的示范基地总数达到 384 家，其
中，福建 12 家企业被命名为新一批示范基
地，3家现有示范基地通过复核。

榜单显示，福建入选的新一批国家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为：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宝宝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怡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厦门佰翔海丝
盛业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四三九
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吉比特网络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泰宁明清博物苑有限责
任 公 司 、福 建 泉 州 顺 美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运营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靖土楼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印象
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华一设计有
限公司。

福建通过复核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分别是：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龙人古琴文化投资（长泰）有限公
司、福建盈盛号金银饰品有限公司。

据了解，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工作自 2004 年开展以来，培育了大批文化
产业龙头骨干企业，在壮大文化市场主体
规模、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
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2023 年，文化和旅

游 部 启 动 新 一 批 国 家 文 化 产 业 示 范 基 地
评选与现有示范基地全面复核工作，旨在
通过树立一批坚持正确导向、体现时代特
征 、具 有 行 业 代 表 性 和 影 响 力 的 优 秀 企
业，在丰富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加快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等方面作出示范，辐射带动广大文化市场
主体扩量提质增效，推动文化产业实现更
高水平发展。

新一批及通过复核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公布

福建15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记者 戴敏 通讯员 赖锦琪 肖婷） 26 日，记者从
龙岩海关了解到，今年 1—2 月，龙岩市外贸进出口展现较强韧
性，向好态势明显，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80.4 亿元，同比增长
27.7%，进出口增速跑赢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出口 36.5 亿
元，同比增长 11.8%；进口 43.9亿元，同比增长 44.9%。

“去年，我们的出口业务增长 21.5%，今年 1—2 月，出口同比
增长 13.9%。”日前，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军介
绍。近年来，该公司凭着真空绝热板的“芯材、阻隔膜、吸附剂、真
空封装制造和性能检测”全环节的自主创新技术和一体化生产
能力，实现出口贸易快速增长。

福建赛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出口贸易的良好态势，是龙岩市
外贸的一个缩影。据了解，1—2月，龙岩民营企业进出口63亿元，增
长28.5%，占同期龙岩市进出口总值的78.4%；国有企业进出口6.3
亿元，增长366.9%，占同期龙岩市进出口总值的7.8%。从数据来看，
1—2月龙岩外贸呈现两大亮点：一方面，龙岩对新兴市场开拓成效
明显，进出口增速均高于整体，其中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16.7亿元，增长37.1%；对非洲进出口9.8亿元，增长82.1%；对墨西
哥进出口2.4亿元，增长989.3%。同时，龙岩工程机械出口继续呈现
稳步增长态势，全市工程机械出口增速高于全省3.4个百分点。

据悉，为帮助企业走出去，龙岩各部门送政策、送服务，帮助
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商务部门探索“外综服+跨境电商”模
式，助力企业提高通关效率、降低出口成本、拓展海外市场。同
时，龙岩海关持续开展“一企一策”，为企业在通关、信用培育、出
口前监督指导等方面持续优化服务，并开通“零延时”“7×24 小
时”等通关服务绿色通道，帮助企业稳订单扩出口。

外贸进出口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龙岩1—2月外贸进出口增长27.7%

本报讯 （记者 林蔚） 25 日 ，福建省
数据管理局在省发改委网站公布《关于印
发 2024 年度省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名单的
通知》，明确年度省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共
108 个 、总 投 资 1310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272 亿元。

2024 年度省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共分为
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
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4 大类。其
中，数字产品制造业包括锐捷面向大模型的
新型网络设备、厦门天马光电子第 8.6 代新
型显示面板生产线、漳州升远智能科技智能

穿戴设备等 58 个项目，数字技术应用业包
括福建省信创产业综合服务与运维保障平
台、福州海洋卫星互联网应用、榕基一体化
信创数智应用基础支撑平台等 5 个项目，数
字要素驱动业包括数字福建云计算中心人
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厦门数字工业计算中

心、三明海丝卫星数据运营中心等 20 个项
目，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包括厦门金龙商用车
产业链数字化贯通平台及示范应用、漳州三
宝钢铁绿色低碳工业互联网平台智造、三明
智农数联农业产业生态平台等 25个项目。

《通知》要求，各地数字经济牵头部门要
落实项目属地管理责任，积极做好辖区内项
目前期工作、资金筹措等方面的协调，为项
目建设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优
质服务。按照“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
则，积极主动牵头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诉求，
加强土地、能源、环境、资金、数据等项目要
素保障，力促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

总投资1310亿元

2024年度省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公布

本报讯 （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林晋如
刘其燚 文/图） 3 月 26 日 ，第 二 届 桃 花 文 化
旅游节暨“美丽中国 生态家园”书画摄影展
在罗源县中房镇下湖村举办。500 亩桃园里，
桃 花 迎 春 盛 放 ，山 中 古 村 热 闹 非 凡 。以 花 为
媒 ，中 房 镇 连 签 4 项 协 议 ，搭 建 文 旅 宣 传 平
台，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中房镇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拥有 7 个国家
级传统古村落，还是“清新福建·气候福地”避暑
清凉福地。活动现场，中房镇与泉州城市印象文
化公司签订转水桥区域文旅项目投资协议书，
计划以岭兜转水桥区域为核心建设民宿、小型
跑马场、山地自行车、垂钓场、房车营地等，进一
步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旅 游 节 吸 引 了 众 多 游 客 前 来 赏 花 拍 照
（如上图）。“今年的桃花长得更好了，这座桃
园也更漂亮了！”下湖村党支部书记兰建国站
在桃园里感慨。

下湖村从荒山变桃园，已经过去了 6 年时
间。2019 年，村里决定开发荒山，引进发展水蜜
桃产业。如今，下湖水蜜桃已经是当地供不应
求的“明星桃”。

今年，下湖村与穆阳水蜜桃主产地穆云畲
族乡虎头村签订合作协议，打造桃产业联盟，
搭建信息和资源共享平台，充分利用两村自身
特点和资源，挖掘发展新机遇。

在桃园最高点搭建的观景台“桃花台”，成
为桃花节旅游的一大亮点。“起初是村里年轻
人提议，可以在桃园建设露营基地，延伸附加
值，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兰建国介绍，村致
富带头人胡致柏提供场地，在桃园上搭建露营
基地，在增加村集体收入的同时，也为下湖村
新增一处“网红”打卡点。

中房镇是农业乡镇，立足当地丰富的地
势资源，发展形成以食用菌、茶叶、粮食种植
为主导，水蜜桃、猕猴桃、脆李、山茶油、林下
中草药等多种高优农特产品“一村一品”的发
展布局。走进桃花农夫集市，手工糍粑、礼饼
糕点飘出阵阵香气，食用菌、茶叶等中房镇本
土产品也备受游客关注。

目前，中房镇已经开通从福州直达的一
日 游 旅 游 专 线 ，马 上 将 迎 来 4 批 游 客 前 来 下
湖 村 桃 花 节 游 玩 。今 后 ，还 将 整 合 全 镇 景
点 、民 宿 资 源 ，争 取 为 游 客 打 造 两 日 游 、一
周游等康养休闲度假之旅。

“这次举办桃花节及书画摄影展，旨在以
文化赋能乡村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利
用。”中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乾文介绍，为
了推介丰富的文旅资源，接下来，将继续招引
乡亲返乡创业和商客投资兴业，发展种植、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融合农文旅，激发乡村振兴
的内生动力。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郑伯坚） 26 日，在厦门海
关监管下，一批共计 70.37 万瓶双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顺利出口，这也是我国单次出口量最大的一批国产HPV疫苗。

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的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大多数
宫颈癌是由 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所致。作为目前世界上唯
一能够预防癌症的疫苗，HPV 疫苗已成全球女性追逐的热门疫
苗产品。2020 年 8 月，厦门海关验放 70 支国产 HPV 疫苗出口海
外，标志着我国打破长期由国外垄断HPV疫苗生产现状。

“受益于国际 HPV 知晓日（3 月 4 日）和国际劳动妇女节（3
月 8 日）等相关节日刺激，我们 3 月的外贸订单激增。”疫苗生产
企业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叶菁菁介绍，在海
关等部门支持下，截至 3 月 25 日，今年公司 HPV 疫苗出口 70.38
万瓶，较 2023年同期增长 15倍。

为全力支持国产疫苗开拓海外市场，厦门海关优化特殊物
品出入境卫生检疫审批流程，搭建厦门特殊物品平台，实施平台
查验“即到即验”“即验即放”，并灵活采用出口远程视频查验、集
中平台查验、属地现场查验等多种查验方式，平均每票货物节约
查验时长 326小时，降低企业物流仓储成本 24%。

厦门出口
全国最大一批国产HPV疫苗

本报讯（朱春燕 林晓红 谢丽丽 文/图）春天是鲍鱼苗下笼
的好时节。最近，鲍鱼养殖户、采购商积极卖苗、下苗，“中国鲍鱼种
苗之乡”东山县每天都有上千万粒鲍鱼苗销往各大海上养殖区。

来自连江的采购商肖能登已经连续 10 余年在东山购买种
苗，他表示：“东山鲍鱼苗种品质稳定，抗高温能力强。我们今年
计划采购将近 500万粒鲍鱼苗。”

在东山县陈城镇壹品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鲍鱼育苗场里，
工人们正忙着起苗。公司技术员刘聪介绍，每年这个时候，许多
来自不同地方的养殖户就会到东山选苗。目前，公司鲍鱼育苗场
内皱纹盘鲍达 1000 余万粒、绿杂 1200 余万粒、大鲍 1000 余万
粒，产值 1000余万元。

“目前，我们已出苗约 500 万粒，还在持续接到订单，主要销
往连江、霞浦等地。”刘聪说道。

公司此次销售的鲍鱼苗种中，皱纹盘鲍“东山 1 号”深受采
购商喜爱。该苗种有生长速度快、抗高温性强、抗逆性好等性状
特点，具有广阔的养殖前景，并将有效解决优质皱纹盘鲍母本亲
鲍群体缺乏的产业痛点。刘聪介绍，今年是“东山 1号”第二年大
批量生产，“我们预计到 2025年秋季会投入 5万公斤优质皱纹盘
鲍母本用于杂交繁育，确保杂交品种的纯度，为鲍鱼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海上春耕”忙

东山鲍鱼苗热销

本报讯 （记者
张辉） 年 宵 花 历 来
是 花 卉 销 售 的 重 中
之重。记者 26 日从省
林木种苗总站获悉，
今年初以来，我省花
卉销售形势较好，元
旦、春节期间花卉销
售额达 21.6 亿元，同
比增长 7.5%。

从 产 品 结 构 来
看，新老产品均有亮
眼表现。

作 为 年 宵 花 主
打 产 品 ，蝴 蝶 兰 自 1
月 份 就 迎 来 了 销 售
旺 季 。特 别 是“ 大 辣
椒”“龙兰”等高品质
红花、大花型蝴蝶兰
备受青睐，单枝产地
批 发 价 普 遍 同 比 上
涨 3～5 元。富贵籽同
样表现不俗，销售价
同比增长15%～20%。
比 利 时 杜 鹃 、红 掌 、
水 仙 花 等 传 统 年 宵
花供应量足价稳。

传统花卉“当家
花 旦 ”地 位 牢 固 ，层
出 不 穷 的 新 优 产 品
则 通 过 品 种 、造 型 、
栽培方式等创新，激
活 新 增 长 点 。蝴 蝶
兰、菊花等通过活体
染 色 和 人 工 喷 绘 技
术 ，打 造 颜 色 多 变

“马卡龙”色系；无需
浇 水 施 肥 就 能 盛 开
的朱顶红蜡球，是名
副其实的懒人花卉；
金豆、三角梅等传统
大 中 型 盆 栽 转 变 栽
培方式，开发迷你小
盆栽。

从 销 售 大 数 据
来看，目前花卉产品
消 费 群 体 正 不 断 优
化。省林木种苗总站
综 合 省 内 龙 头 花 企
抖音用户数据分析，

发现年轻、中产消费群体占比逐年增加。
2023 年“31～40 岁”“资深中产”消费群体
占比分别升至五成、三成，“100～200 元”
消费占比达 25%。

此 外 ，我 省 花 卉 销 售 渠 道 也 更 加 多
元 化 。各 地 稳 步 发 展 产 地 批 发 、市 场 集
散、花店零售等线下销售的同时，积极开
拓 电 商 渠 道 。不 少 原 本 只 做 生 产 的 花 企
花 农 走 到 销 售 前 台 ，面 对 终 端 消 费 者 直
播带货；淘宝、美团、朴朴、京东等电商平
台 叠 加 网 络 直 播 等 新 零 售 模 式 ，有 效 助
力花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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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榕） 26日，安踏集团发布 2023年全年业绩
公告。报告期内，集团收益同比增长16.2%至623.56亿元人民币，连
续第12年位列中国体育用品企业首位。其中，安踏品牌收益同比增
长9.3%到303.06亿元，成为首个突破300亿元大关的国产品牌。

收益体量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安踏集团 2023 年各项财务
指标全面向好，毛利率同比提升 2.4 个百分点到 62.6%，经营溢
利率同比提升 3.7 个百分点到 24.6%；经营现金流入 196.34 亿
元，同比增长 61.6%。

值得一提的是，集团年度研发活动成本比率继续提升，研发
投入超16亿元，超过了所有其他中国体育用品上市企业的同期投
入总和。“安踏集团全球科创中心”扩容升级，构建了全链路的创新
闭环。中国行业首家院士工作站及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落户
晋江，安踏膜、柔心纱等校企联合创新成果重新定义了行业标准和
消费者体验，并完成了市场转化。至今，安踏集团已主导搭建了由
全球六大设计研发中心、7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250多位专家、
800多家供应商共同参与的“全球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

收益超623亿元

安踏集团蝉联
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年度第一

鲍鱼苗被送上活水车，发往海上养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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