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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记者走进龙岩市新罗区龙雁
经济开发区，只见一条条银色“长龙”在园区
内蜿蜒——这些从国能神福（龙岩）发电有
限公司（下称“国能神福”）向外延伸的蒸汽
输送管道，正源源不断地为园区内各用汽企
业供应热蒸汽，实现热能循环利用。

国能神福于 2003 年落户园区，总装机
规模为 1140 兆瓦。据了解，作为电厂的“副
产品”，发电产生的多余热能可用于发展资
源综合利用型循环经济，实现“热电联产”。

在园区内的新兴新纺织科技（龙岩）有
限公司（下称“新兴新纺织”）生产车间内，全

自动纺纱设备高速运转。作为一家集针织产
品织造、印染、研发生产于一体的纺织印染
企业，新兴新纺织在 2019 年从深圳市搬迁
至龙雁经济开发区，看中的正是国能神福丰
富的余热资源。

“在这里不需要建设锅炉，用蒸汽就像
用‘自来水’一样，开启开关即可，大大节约
成本。”新兴新纺织总经理张懿龙介绍，纺
织品洗涤、烘干、熨烫需要充足的热能。依
托国能神福的余热资源，公司大规模采购
先进设备，建设 10 个生产车间，2023 年累
计订单量达 1 万吨，年产值可达 7.8 亿元。

“比起使用天然气和电，使用热蒸汽可为企
业节约能源成本四成以上。”张懿龙说，有
了完善的厂房及相关设施，公司在纺织市
场更具竞争力。

不仅是新兴新纺织，截至目前，龙雁经
济开发区已经有龙化、豪邦、能安等 40 多家
用汽企业，并关闭燃煤锅炉 26 台，形成特色
的“热电联产”循环经济产业链。去年，园区
使用热蒸汽企业实现总产值 117 亿元，税收
3.1亿元。

“通过集中供应热蒸汽，不仅为园区企业
解决了用汽问题，还打造了链条完整的循环

经济发展新模式，有效推动园区绿色、集约、
高效发展。”龙雁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为确保热蒸汽供应能满足企业需
求，2020 年，国能神福投入 2.5 亿元完成机
组供热改造、高效脱硫脱硝除尘技术改造等
各节能减排项目 10 余项，新铺设高中低压
热蒸汽管道 5公里，现热蒸汽管道总长达 25
公里，实现园区范围全覆盖。改造后的国能
神福可节省能量 164.5 万吉焦，折合标准煤
8.5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2 万吨、氮氧
化物 1.7 万吨，为龙雁经济开发区实现绿色
低碳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发电产生的多余热能变身可供使用的热蒸汽

“热电联产”推动园区“蒸蒸”日上
□本报记者 戴敏 通讯员 谢雯 汤金玲

本报讯 （记者 张哲昊 通
讯员 叶林轩 邵鹏） 近日，在平
潭金井港区码头，满载跨境电商
出口包裹的“台北快轮”鸣笛起
航，开往台湾台北港。该批货物经
水路于当日上午抵达台北港后，
随即转运至台湾桃园机场，并搭
乘当天航班发往欧美各国。这标
志着平潭跨境电商直购出口“海
空联运”业务顺利实现常态化。

据了解，这批货物包括 2 个
集装箱、59904 件“海空联运”包
裹，自驶离平潭港区至搭乘飞往
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地的国际航
班，全程仅不到 24 小时，进一步
凸显了“平潭—台湾”航线“海运
成本，空运速度”的优势。

为保障“海空联运”包裹快
速通关验放，福州海关所属平潭
海关主动对接企业业务需求，实
施“定制式”对企服务模式，建立

“关、地、企”沟通协调机制，科学
统筹人力资源，提前制定加班通
关保障方案，全力优化“选查—
派单—查验—放行”一站式监管
通道，全力提升通关效率。

受益于“海空联运”模式，平
潭口岸物流渠道进一步拓宽，有
效提升了国际货运承载竞争力。

联台跨境电子商务（福建）有
限公司负责人罗祥越负责这批货
物的出口申报工作，深刻体验了
一把“平潭速度”。“这是我们公司
首次开展‘海空联运’业务，感谢
海关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加班加

点开展查验工作，保障货物快速通关，大大降
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他点赞道。

近年来 ，平潭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
态，不断完善跨境电商业务功能和服务载
体，发展壮大跨境贸易业态。数据显示，平潭
跨境电商进出口货值连续两年破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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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向娟 通讯员
裴保虎） 8 日，记者从泉州工信领域
落实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专项行动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泉州将滚动推
进 100 个园区项目建设，突出招商入
驻和投产达效，实施“比招商落地、比
亩产效益、比创新要素”，力争 2024 年
底达成“7211”总体目标，即新建成标
准化厂房及配套用房 700 万平方米以
上，入驻、投产企业超 2000 家，累计完
成招商 1000 万平方米以上，拉动各类
企业投资 1000亿元以上。

近年来，泉州创新发展“晋江经
验”，以园区标准化建设 推 动 国 土 空
间高质量重构，以创新推动产业链高
质 量 重 塑 ，着 力 打 好“ 强 引 擎 、建 载
体、铸链条、提存量、拓增量、优环境”
产业转型升级组合拳，将工业园区打
造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通
过向“闲置用地、低效用地”要空间，
盘活低效土地，推动连片开发齐头并
进，促进土地集约利用，让“寸土”生

“寸金”。2 年多来，泉州累计盘活低效
用地 2.3 万亩，占全市园区现有工业
用地总量 10%、占低效闲置用地总量
30%；累计建成 1510 万平方米厂房及
配 套 用 房 ，吸 引 1500 多 家 中 小 微 企
业入驻，拉动社会各类工业投资超千
亿 元 。全 市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入 园 率 从
2021 年的 28%提升到目前的 52.9%，
在园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比由 32%
提升至63.1%。

据介绍，今年，泉州将支持龙头
企业建园区、建专精特新园区、“一园
一品”建园区，推动 15 个专精特新产
业园成形成势，力争超 50 家在园、入
园企业成长为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
业，加快建成泳装、校服、水暖卫浴、
藤铁、雕艺等细分领域专业园区。同
时，聚力“产城联动”，打造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融合社区。全力服务园
区产业发展，导入创新要素，推动大
院大所、工业设计、公共平台、实训基
地和产业基金进园区，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耦合发
展。此外，还将持续推进“一区多园”
整 合 托 管 ，落 实 落 地 精 细 化 管 理 模
式，推动园区良性持续发展。

今年泉州还将梳理县域产业链，推动重点产业链向园区集
中集聚。力争到 2024 年底，每个县（市、区）培育 1~2 条支撑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产业链。其中，将在传统制造业优势领
域培育一批主导产业鲜明、市场竞争力强的产业链供应链，推
动产业链整合和供应链优化，加快落实产业强市战略，推进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争创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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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假期，一场“花朝节”活动在莆田兴
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数十名身着华丽汉
服的女子现场献上精彩纷呈的表演，吸引游
客驻足欣赏。据统计，今年清明节期间，兴化
府历史文化街区累计接待游客数万人次；今
年 2 月 3 日“莆阳开春”系列活动开启 20 天
内，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累计接待游客 100
万人次，成为旅游热点。

近年来，莆田市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为契机，全面保护修缮兴化府历史文化街
区，并在此基础上以文为魂、以旅为体、以商
为用，持续探索古街活化利用新路径。去年
12 月 14 日，2023 年福建省非遗与旅游融合
发展优秀案例名单公布，兴化府历史文化街
区榜上有名。

集非遗，植文脉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内含坊巷、后街、
县巷、衙后路、大路街、庙前路等 6 条古街
巷，保留了古城主体的原始风貌，至今依然
存有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建筑
瑰宝，其中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共 18处，历史建筑 20处。

去年 4 月，央视《非遗里的中国（福建
篇）》在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拍摄。当地政府
及相关部门抓住难得机遇，加快活化利用街
区古建场馆，顺势引进 20 多个莆田非遗项
目，设置莆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莆
田市非遗艺术中心、《非遗里的中国》·记忆
馆、莆田市非遗文化研学中心等四大展馆，
打造“莆阳百工坊”非遗街区。“文化是古街
区的魂，必须牢牢根植其中。”莆田市荔城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素银说。

沿着街区的骑楼连廊，记者走进一间醒
狮文化馆，只见几个道具狮头挂在墙上，极具
特色。名扬龙狮团团长魏飞鹏说，今年初，他带
队入驻非遗街区，在原有国家级非遗项目莆田
九鲤灯舞静态展馆的基础上，加入莆田“弄龙
弄狮”活态表演元素，形成一个动静皆宜的非
遗体验区，让游客既能观赏又能参与互动。

距离醒狮文化馆不远处的一间茶室，是

省级非遗项目郑宅茶制作传承人郑明雄的
展示馆，馆内陈列着仙游县枫林郑宅茶作为
贡品的各种史料依据。郑明雄说：“选择租在
这个地方，不是为了卖茶，而是作为一个非
遗窗口，把郑宅茶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也
为古街区的文化建设出点力。”

“红团类似一种馅饼，是过年时本地家
家户户必备的供品和食物，承载着莆田人的
集体记忆。”作为莆田“陈氏红团”技艺传承
人，陈煌歆也在古街区租了 2 间店面，向游
客展示红团的制作过程。他在餐饮行业摸爬
滚打 30 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红团
上，不断传承、创新红团制作技艺，大量收集
红团制作模具，并兴建莆田红团博物馆。

塑景点，造IP

位于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尽头的莆作
工艺美术馆，展示着形形色色的木雕作品，

各种人物、动物、器物造像栩栩如生，吸引众
多爱好者驻足观赏。“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
工艺品，闪耀着莆田人的匠心精神。”市民林
勉说，自己有时间就会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莆作工艺美术馆是一处莆田市历史建
筑，已有 500年“房龄”，曾是清代著名廉吏彭
鹏的祠堂，后为原氏民居。该建筑为二进式院
落，整体保存完好，由国家级非遗项目莆田木
雕代表性传承人林建军及其团队负责管理运
作后，已经打造成为街区的一个文化 IP景点。

“这里的展品大多是我自己收藏的，也有
一些是征集过来的。开馆一年多，这里已经举
办了木竹迎春展、劳模工匠展、国家非遗莆田
木雕与留青竹刻展、莆台雕刻艺术展等多场展
览，累计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林建军介绍。

在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像莆作工
艺美术馆这样的文化 IP 景点不止一个，位
于衙后路的莆田市知青文化博物馆也极具
代表性。这里原是清末举人吴台的住宅，后

曾作为当地邮电局的办公场所。建成知青文
化博物馆后，曾经作为上山下乡知青的陈玉
环与几名同伴一起协助管理，并且担任义务
讲解员。陈玉环说：“这里已经成了热门打卡
点，迎来一波又一波‘知青潮’。前不久，还有
上海前知青慕名而来，并建议我们多收集藏
品，争取申报国家一级博物馆。”

做调查，增销路

从街区县巷的南端步入，首先看到的是
几间莆田皮雕店，店主和学徒在门口现场摆
摊创作，吸引不少游客上前围观和选购。

店主名叫陈志鸿，是莆田皮雕技艺非遗
传承人，此前主要从事皮革贸易，现如今潜
心钻研皮雕工艺品，并将这项技艺与木雕、
金银首饰等莆田工艺美术细分品类结合起
来，开发出一系列文创伴手礼。

“古街的人流量已经有了，要把流量真
正转变为产品销量，就需要做好市场调查，
然后根据游客需求，从供给侧出发推出适销
对路的产品。”陈志鸿说，今年春节至元宵节
期间，店里的销量明显增加，购买人群以外
地游客为主。

为进一步提高销量，他计划携手专业的
文创设计团队，采用全新的装潢方案，将店
铺彻底改头换面。“开业的时候只是简单装
修了一下，没有考虑到整体布局。”陈志鸿
说，“好的室内设计可以抓住游客眼球，激发
消费需求。”

来到县巷北端，一家漆器店陈放着琳琅
满目的漆作摆件和挂件，上面的神兽图案栩
栩如生。此时，一名主播正在直播卖货，她不
停摆弄手中的漆器，对着镜头展示细节。

胡仁杰是漆器店店主，大学毕业后就开
始创业，从事漆器制作，2023 年在兴化府历
史文化街区开店。“这里古香古色的环境和
漆器很契合，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我是
抱着开一家百年老店的想法来的，来了就不
走了。”胡仁杰说，目前，自己已累计设计研
发上千款漆器产品。去年，一个猫形象的摆
件成为爆款，单品销量就将近 500万元。

莆田市以文为魂、以旅为体、以商为用，盘活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

既有文旅流量 亦有商业销量
□本报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朱崇飞 实习生 扶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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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士媛 张杰 通讯员
郭健 黄水林 文/图） 一犁烟雨伴春耕。4
月 8日，连城县宣和镇第十三届培田客家
春耕节在中国传统村落培田村精彩上演。

“咚、咚、咚……”民俗踩街活动在
一片欢腾的锣鼓声中拉开序幕。在举行
祭祀神农仪式后，村里的男女老少举着
旌旗，敲着盘鼓，划着花船，簇拥着腾空

而起的两条长龙，穿梭在街头巷尾，吸
引众多的村民和游客纷纷拿起手机记
录精彩的瞬间。

培田春耕节源于“莳田节”，至今已成
功举办十二届，成为培田古村落的旅游

“名片”之一。本次活动以春耕和乡村研学
为主题，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让游客
体验农耕的乐趣，充分展示了连城县推进

农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好风景”。
“我们将以此次春耕节为契机，大

力发展文旅产业 ，瞄准研学 、写生 、民
宿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等 乡 村 旅 游 新 业
态，推动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促
进一二三产业有序发展，探索出一条独
具特色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之路。”宣和镇镇长黄巧琳介绍。

华灯初上，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

伴随汽笛长鸣，一艘满载着乘客和车辆的渡轮驶往福建莆
田南日岛。浪花拍打着船舷，成片的养殖网箱犹如“海上牧场”，
不时有渔民的作业小艇穿行其中，这幅美景吸引不少人举起手
机拍照。

在每个养殖网箱中，都有数百到上千粒正“茁壮成长”的鲍
鱼。它们被按照不同的“月龄”，放置在口径大小不一的网箱中，
由渔民定时投喂龙须菜、海带等饵料。等养足 18 个月，这些鲍鱼
便达到上市的标准，经过分拣，通过冷链车运输，最终到达百姓
的餐桌上。

南日岛人工养殖鲍鱼已有 20 多年。大规模人工养殖的推
广，不仅让鲍鱼从曾经的名贵海鲜变为如今沿海地区百姓餐桌
上常见的美食，也让曾经顺口溜中“起床脸发愁，吃水贵如油；喝
粥底见天，地瓜加麦糊”的南日岛，成为如今因海而兴、因鲍而富
的“小康岛”。

莆田市秀屿区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吴惠雄介绍说，南日岛
地处台湾海峡，周边海域水深且流速快，盐分和温度适中，特
别适合鲍鱼生长。从 1997 年开始，当地水产部门和南日岛群
众引进优良鲍鱼品种进行育种实验，培养出体肥壳艳、鲍肉
细嫩、味道鲜美独特的南日鲍，并探索出渔排式规模化养鲍
的模式。如今，南日鲍已成为秀屿区乃至莆田市的水产支柱
产业。

走进位于南日岛浮叶村的福建东禹海洋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育种基地，只见一排排养殖池中不断流入新鲜海水。一粒粒鲍鱼
苗在舒适的环境中经过 2 个多月的培育，从一开始要借助显微
镜才能看清，逐渐长到指甲盖大小，便可以进入到后续海洋网箱
养殖阶段。

企业负责人杨建忠说，公司年培育南日鲍种苗约 2000 万
粒，年产值千万元以上。公司与养殖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统
一提供苗种和技术服务，同时开展技术指导，辐射带动基地周边
养殖户 230多户。

南日镇党委书记黄剑锋说，南日岛如今已初步形成了“科
技—种苗—养殖—加工—销售—休闲”的产业链。全镇现有海
上鲍鱼养殖塑胶渔排近 2 万口，从事海上鲍鱼养殖劳动力约
5200 人，带动周边乡镇约 1.5 万人从事南日鲍产业发展。2023
年，全镇鲍鱼养殖面积 1000 亩，鲍鱼年产量 6800 多吨，产值约
9 亿元。

小小一粒鲍鱼，不仅给南日岛上 5 万多群众带来更幸福的
生活，南日岛的渔村风情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在
岛上经营一家海鲜餐厅的返乡创业青年张雄斌告诉记者，随着
岛上交通设施和人居环境的改善，每到节假日，餐厅经常“一位
难求”。据秀屿区文旅部门不完全统计，去年有 30 余万游客来到
南日岛观光旅游。

为了推动渔旅融合发展，秀屿区、南日镇整合南日鲍、紫菜、
海带等产品，推出“福鲍平安宴”等美食，并在每年 5至 10月的旅
游旺季举办夏季海岛游文旅活动，策划喂养鲍鱼、拉网拾贝、渔
排垂钓等渔业体验内容。

在岛上民宿“南日小渔”，返乡创业的民宿负责人杨建波正
为几名准备来南日岛观光的外地游客规划“私房行程”：登山看
日出、品尝“鲍鱼宴”、自驾兜风……7 年前，作为土生土长的南
日岛人，杨建波和妻子共同返岛创业，如今他拍摄的南日岛美景
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收获不少点赞。杨建波说：“除了自然风光和
渔村特色外，我还想让来南日岛的游客体会到淳朴的民风和宾
至如归的服务。” （新华社福州4月6日电）

一粒鲍鱼背后的
渔村振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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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培田：春耕节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