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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服纺织、工艺美术等传统制造业发新枝，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蓄势待发，仙游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上——

在“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与“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间奔跑向前
□本报记者 陈盛钟 林鹏 通讯员 郑志忠

仙 游 ，莆 田 唯 一 的 县
域，也是莆田的制造业和
产业经济发展的重地。

常 住 人 口 规 模 百 万 ，
经营主体全市第一，鞋服
纺织 、工艺美术等传统制
造 业 发 达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
蓄势待发。在仙游采访中，
体验着仙游县域经济发展
与转型的脉动，记者感受
颇深。当前，在以新质生产
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洪流中，仙游的县域经济
看点很多。

在记者看来 ，仙游的
产业转型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中，较好地处理了旧与
新、守与创的辩证关系。

作为莆田的县域经济大
县，鞋服、古典家具等传统

“旧”产业，是当地产业经济
的基本盘，不仅贡献了大部
分的GDP、财税，还承担了大
部分的就业，是传统支柱产
业，更是当地的民生保障产
业。因此，这些身处爬坡过坎
中的传统产业，只能加强而
不能削弱。问题是，如何加
强？如何找到传统产业新一
轮发展的新引擎？

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了
当地鞋服、古典家具企业主
和经营者的不易，更看到了
他们身上展现出了创新之
光。面对行业的低迷和调
整，一批龙头企业正逆势而上，或创新商业模
式，或强化技术攻关，或追求跨界融合……走
出了属于自己的创新转型之路。

当然，仅坚守传统产业，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浪潮，近年来，仙游县充
分利用区位优势，强化项目招商，大力发展新
能源、半导体、新材料和数字经济。随着几个
新兴产业大项目的先后落地，仙游的产业经
济面貌为之一新，呈现蓄势待发的良好发展
态势。假以时日，这些新兴产业必然会逐步成
长为仙游、莆田产业经济的新增量，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当前，区域经济、县域经济发展日趋激
烈，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浪潮，各地都在抢
抓机遇。仙游县在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
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突破两条腿走路，
用产业发展实践诠释了旧与新、守与创的辩
证关系，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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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仙游县政府与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双方将共建五大“数字工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领域产业紧密融
合，助力仙游县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位于福州都市圈和厦漳泉都市圈交会点的仙游县，是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
大县，区位交通便捷、产业基础坚实，全县经营主体总数超过 23 万户，总量位居
莆田市第一。2023年，仙游县上榜中国县域投资竞争力百强县。

工艺美术、鞋服纺织、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一直是支撑仙游县域经济发展
的产业支柱；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是该县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而今，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赛
道上，如何理清产业间“守”与“创”的辩证发展思路，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
协同发展？近日，记者走进仙游县，探寻该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
产力之道。

仙游怀古红木园文化创意作品展示仙游怀古红木园文化创意作品展示。。 郑志忠郑志忠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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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古出新 工美产业再出圈

源于唐宋、兴于明清、盛于当代，闻名遐迩
的仙作红木家具是传统国画艺术、雕刻艺术与
家具制作技艺的巧妙融合，与苏作、京作、广作
家具并称为中国明清古典工艺家具四大流派。

20 年前，这个依靠传承千年传统家具制
作工艺发展形成的产业，逐渐在市场上火热起
来，各类红木家具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仙
游县也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红木古典家具生
产基地。然而，近年来，多重因素叠加之下，红
木古典家具市场出现明显降温，量价齐跌，传
统粗放的产业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考验，寻求
破局之道成为当务之急。

一根根红木原料整齐摆放，逐层堆码后进
入烘干房，高温之下，烟气氤氲、木香四溢。这
样的一幕，每天都会在仙游鲁艺集团旗下的柯
氏烘干厂上演。“烘干是否到位，决定着红木家
具‘身材’的好坏。”柯氏烘干厂经理柯永忠说，
一些红木家具小厂家缺乏设备，木材烘干工艺
不过关，很容易造成家具开裂变形。专业烘干
厂的出现，不仅帮助这类企业节省了设备投
入，也提升了红木家具品质。

开料，烘干，雕刻，组装，打磨，上漆……红
木家具制作工艺复杂，工序多、周期长，原料价
值高，需要大量投入，属于重资产行业。在经济
下行的背景下，红木家具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
和风险陡增。

“‘共享工段’是一个不错的破局良方。”仙游
鲁艺集团董事长庄明芳说，红木家具行业设备、
人力等投入大，企业像是拖着重重的壳前行。“共
享工段”理念，就是将红木家具企业的部分生产
工段通过共享模式实现，让企业卸下包袱轻装上
阵。在高峰时期，柯氏烘干厂会接到两三百家红
木家具厂家的订单，实现烘干共享。此外，企业的
上漆车间也已对外提供共享服务。

清明假期，位于仙游鲤南工业区的中国·
仙游红木共享交易中心人来人往，总面积 3 万
平方米的 9 大展馆内，黄花梨、紫檀木、金丝楠
木、大红酸枝等各类红木产品琳琅满目，让人
应接不暇。

该中心于 2022年国庆期间开业，已入驻企
业超过 220家，整合红木产品上万件。“在这里，
客人可以一站式选购心仪的红木产品。”中国·
仙游红木共享交易中心主任蒋玉飞说，通过政
府指导、产业背书、银行加持、龙头驱动相结合
方式，实现共享仓储、展厅、物流和集中管理，

推动产业内部从竞争走向抱团。同时，中心还
创新零售营销模式，开设线上共享商城，去年
销售额达 1亿元。

3月20日，仙游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京东
拍卖平台运营方达成合作，利用京东拍卖平台销
售红木古典家具，进一步拓展仙作红木产业线上
销售渠道，解决仙作红木中小企业库存滞销问题。

直播、众筹、拍卖……数字经济时代，借助
互联网这一新跑道，仙游县越来越多的工艺美
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产业发
展迎来新机遇。如今，仙游县有古典工艺家具、
工艺小件、油画、天然香等各类工艺美术企业、
个体户 2 万多家，从业人员 20 多万人。2023 年，
全县工艺美术产业实现产值 700亿元。

“以新促质，让传统工艺美术产业老树发
新枝。”仙游县工艺美术中心主任杨旭表示，未
来，仙游工艺美术产业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推进“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大力推广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应用，加快推动个性化定
制、家装一体化、体验式消费等新业态发展，通
过数字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千亿产
业集群、全球工艺美术行业品牌。

“智转数改”鞋服产业谋升级

阳春三月，大地开阔，山河清秀。位于仙游
经济开发区五里岭片区的“中国李宁”鞋类产品
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项目工地上，塔吊林立、车
辆穿梭、机声隆隆，一片繁忙施工景象。目前，项
目多栋建筑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正在进行室
内砌筑施工，一个现代化的产业园区呼之欲出。

该项目由莆田市协诚鞋业有限公司建设，
总投资 25 亿元，用地面积 8.57 公顷，建设现代
化标准厂房 8 栋、研发中心 1 栋、仓库 2 栋及相
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12.5万平方米，配置
20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力争下半年建成试投
产，打造成为李宁公司在南方区域的研发创新
中心，年产高端篮球鞋、跑鞋1100万双。

协诚鞋业于 2002 年落地仙游县经济开发
区，从一家小企业起步，逐渐发展为一家年产值
约10亿元、利税上千万元的制鞋行业龙头企业，
现拥有12条生产线、员工4000多人，年产各类休
闲及运动鞋400多万双。

这些年来，协诚鞋业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
路，做强做精主责主业，增强企业自身韧性，提
升核心竞争力。“企业加大智能制造设备更新
和技改投入力度，用工人数下降三分之一，但
人均产值提升了三倍。”协诚鞋业经理蔡晓东
告诉记者，企业实施“智转数改”，对生产车间
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配备自动切割机、自动
冲裁机、自动画线机、电子花样机等，不仅提升
了生产效率，还减少材料浪费，产品合格率也

明显提高，为企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协诚鞋业的发展历程，是仙游鞋服纺织产业

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其也表明，在复杂多变的发
展环境下，企业要想逆势突围、赢得先机，赛道的
新和旧并非决定性因素，关键还在于做强自身。

鞋服纺织是仙游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该县
现有规上鞋服纺织工业企业 68家，其中鞋业鞋
材企业 56 家、纺织服装企业 12 家。2023 年，鞋
服纺织产业完成产值 183.5 亿元，占全县规模
工业产值的 29.4%。

近年来，仙游县深入实施“创新创优创强”
战略，引导鞋服纺织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创建研发创新平台，攻克运用新材料、新技术、
新工艺；邀请行业专家和数字专员深入企业开
展诊断服务，对标国际先进，推进企业智能化
改造、数字化转型。赛隆、中裕、鑫瑞、益明等企
业工艺技术和产品性能居同行业领先水平。协
诚、新协胜公司分别投资建设李宁、特步鞋类
品牌研发中心。目前，全县鞋服纺织行业有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家、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8家，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 1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7家。

“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仙游县工信局局长
陈德春说，转型升级是传统产业激发新质生产
力的关键。对于鞋服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来说，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通过数字化
改造、智能制造设备应用等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向新型工业化方向不断迈进。

值得一提的是，发力品牌战略，走可持续发
展之路，已成为眼下仙游鞋服纺织企业的共识。
仙游县实行“一企一策”，加大对创牌企业用地、
用电、用工等要素保障的倾斜支持力度。目前，
该县鞋服纺织产业拥有 11个自主品牌，获评中
国名牌产品 1 项、中国驰名商标 1 件。新协胜
walsh 品牌线上线下年销售额约 2 亿元，嘉源鞋
业Yaya品牌在电商平台年销售额近5000万元。

精准布局 新兴产业加速跑

从一片荒地，到厂房密布；从一张图纸，到
基地成型。仅仅一年时间，仙游紫京新能源三
元前驱体项目的建设进度令人惊喜。

紫京新能源项目位于仙港工业园瑞峰片区，
现已完成一期厂房、原料仓库、办公楼、科研楼等
主体建设，进入室内外墙装修、设备进场调试阶
段。二期厂房完成基础施工，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项目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一期验收，实现
首条生产线试投产，二期厂房预计10月完工，整
个厂区争取年内全面投入运营。”紫京新能源科
技公司工程部经理郑建程告诉记者。

作为仙游县引进的百亿省级重点项目，紫

京新能源也是仙游县聚力打造绿色低碳新能
源材料产业园的领军项目，备受关注。该项目
计划总投资 110 亿元，用地面积 23.35 公顷，其
中一期建设年产 3 万吨三元前驱体和 1 万吨正
极材料生产线；二期建设 3 万吨废旧锂电池梯
次利用、4 万吨正极材料、5 万吨三元前驱体生
产项目。项目全部达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 340
亿元，实现税收约 9亿元。

一代材料决定一代产业。新型材料产业具
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先导和基石，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
域。近年来，仙游县积极对接国家产业政策，围
绕动力电池、储能、氢能等新能源赛道，引进一
批链主企业，积极抢占新能源材料新赛道，培
育区域发展新优势。

位于仙游经济开发区五里岭片区的和拓
（仙游）新材料产业园，是当地另一处新材料产
业重要基地。该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占地面积
16.54 公顷，其中一期用地约 5.27 公顷，目前已
建成 3 栋现代化标准厂房和一栋综合楼。根据
规划，3栋厂房将分别用于金属材料回收拆解加
工、废硅泥再利用生产和钢化玻璃加工制造，打
造新材料多元发展基地。“春节过后，一号厂房
金属材料回收拆解加工项目顺利投产，预计年
产值可达20亿元。”和拓产业园经理姚恩平说。

在半导体新材料领域，仙游县引进总投资67
亿元的福硅国际半导体硅基材料生产项目，生产
高端半导体单晶硅系列产品，解决国内高纯度单
晶硅基材料卡脖子问题；在氢能燃料电池新材料
领域，引进总投资146亿元的氢能源产业园项目，
分两期进行氢能发电机和氢能商用车、电动车、
船舶、游艇、直升机等各型氢燃料电池研发、生产
及销售，并配套氢能源产业研究院、实验室等。

仙游县委书记吴文恩表示，着眼战略性新
兴产业，通过引龙头、铸链条、建集群，着力开辟
新材料产业新赛道，加快推进一批能形成上下
游产业链配套的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持续补链、
强链、扩链，力争 5 年内打造千亿产业微集群，
建成国内知名、省内一流的绿色低碳新能源材
料产业示范园区，抢占国内行业发展高地。

2 月底，仙游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该项目通过抽水蓄能技术将水资源
转化为高效、可再生的电能，计划安装 4台单机
容量 35万千瓦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机组，形成
设计年发电量 14 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 18.67
亿千瓦时、年发电利用小时数约 1000小时的抽
水蓄能电站，承担电力系统调峰、填谷、紧急事
故备用等任务。

木兰抽水蓄能电站、赛隆科技、海安橡胶、
3C 智慧产业园……仙游县正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积极培育先进制造、电
子信息、绿色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仙游鞋服标准化产业园（资料图片）

仙游经济开发区一角仙游经济开发区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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