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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益纯） 7 月 1 日，漳州市举行 2024
年第三季度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此次列入集中开竣工
活动的项目共有 171 个、总投资 549.6 亿元，包括漳州高
新区靖圆城市广场、龙文区倍乐食品高端酱料生产基地
等 89个开工项目，以及龙海区泡吧食品产业园等 82个竣
工项目。其中，产业项目 129 个、总投资 427.6 亿元，基础
设施项目 29 个、总投资 100.3 亿元，社会事业项目 13 个、
总投资 21.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有 13个投资 10亿元以上项
目参与，其中开工 7 个，包括台商投资区福璟科创园、古
雷开发区海辰化学原料配套等项目；竣工 6 个，包括芗城
区闽西南·漳龙漳州智能制造产业园及配套项目（一期）、
漳浦县六鳌海上风电场二期等项目。

第三季度项目集中开竣工
共171个，总投资549.6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通讯员 高丽斌） 近日，漳
州市食品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在闽南师范大学举行。

据 悉 ，食 品 科 学 研 究 院 将 聚 焦 漳 州 市 高 企 培 育 、
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等重点工作，坚持各方
力量向创新聚合，保障要素向产业倾斜，优质服务向
企业汇聚，全力打造食品领域重点平台的落脚地、创
新技术的发源地、先进产业的支撑地和高端人才的集
聚地。

会上，8 家企业现场与漳州市食品科学研究院签订
合作协议。

漳州市食品科学研究院
揭牌成立

近日，龙文区委人才办、区科协组织漳州
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博士团队深入漳
州市宏香记食品有限公司、福建新麦食品有
限公司开展技术对接活动。

活动中，漳州市宏香记食品有限公司和
福建新麦食品有限公司率先成为试点，分别
与博士团队合作，成立博士创新站。

“创新站专注于素肉原料开发、市场推
广、天然防腐剂的使用和标签清洁等方面的
研究。”宏香记公司董事长陈军辉介绍，公司
的博士创新站由 5名博士专家组成。他们致力
于优化高质量的植物蛋白源，确保新型素肉
配方在营养上与动物肉相当，并利用组织化
技术改善植物蛋白的结构，使其更接近动物
肉的纤维质感。

“博士创新站的成立是双赢的好事，既
大大提升企业在素肉领域的创新能力，为企
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为高校和博士团队
的科研成果转化和事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
间。”漳州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工程学院院长
谢建华说，为推动产学研深入融合，博士团
队三年内将为宏香记公司提供 10 项以上技
术服务，宏香记公司每年投入 50 万元研发
经费和 30 万元合作项目经费，并每年为漳
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提供不少于 10 个实习
就业岗位。

在另一边，福建新麦食品有限公司博士
创新站则集中于酸面团发酵改善全麦面包冷
冻面团品质的研究。5名食品领域博士专家通
过微生物发酵原理，研究并应用适合延缓面

包老化的菌株，以提高面包的品质稳定性和
延长保质期。

“我们公司每年将投入超过 20 万元的研
发经费，致力于解决全麦面包冷冻面团的品
质改善和抗老化问题。”福建新麦食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表示，通过与博士团队的深度合
作 ，公 司 期 望 在 技 术 创 新 和 产 品 品 质 上 实
现 新 的 突 破 ，为 企 业 在 市 场 竞 争 中 赢 得 更
多优势。

福 建 省“ 科 创 中 国 ”博 士 创 新 站 项 目
是 中 国 科 协 在 福 建 开 展 的 试 点 工 作 ，旨 在
组 织 动 员 青 年 科 技 工 作 者 和 中 小 微 企 业
合 作 建 站 ，搭 建 产 学 研 合 作 平 台 ，探 索 服
务 科 技 企 业 和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新 模 式 和 新
途径。

“博士创新站的设立不仅标志着科研与
产业的深度融合，也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动
力。”龙文区委人才办有关负责人说，龙文区
聚焦食品产业创新发展需求，积极引进博士
专家，与企业共建博士创新站，其目的在于实
现资源共享、成果共赢，助力打造食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据了解，近年来，龙文区持续推进产学研
用一体化发展，在鼓励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的同时，积极引导高校科研成果到企业转
化落地，致力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培育壮大
科研人才、产业工人队伍。区领导更是常态化
带队赴高校对接，已促成辖区内 17 家企业及
政府部门主体与 15 所高校达成 26 项产学研
合作项目。

博士在家门口做科研
□本报记者 杜正蓝 通讯员 张小惠 郑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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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平和县西蝉木业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里机械高速运转，一派忙碌景象。作为漳州
市“千亿木业产业链”重要原材料生产企业，西
蝉木业年产刨花板 30 万立方米，为索菲亚、尚
品宅配、金牌橱柜等知名品牌供货。

在平和，从一根木材，到一片板材，再到一
套家居，正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截至
目前，平和县建材家居规模工业企业 127 家，
2023年实现产值 119.81亿元，同比增长 15.35%。

“低端板材市场不景气，传统家装业务受到
冲击，但危机也伴随着机遇。在政府的帮助下，我
们让木材加工与家具制造产业深度融合，闯出
发展新路。”西蝉木业公司经理林俊义表示。

产业聚集突破发展桎梏

木材加工业是漳州市“草根产业”。上世纪
90 年代初，漳州的胶合板产业因为加工技术简
单、入门快、可复制性强而吸引大批淘金者。彼
时，大部分企业都属于散乱的“三无”小作坊，土
地资源利用低下，且存在违章搭建、环境污染等
方面问题。

产业集群粗放、产品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缺
失、装备水平偏低、同质化竞争、产品品牌出不
来、企业利润上不去，这些都成为制约漳州木材
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桎梏。

2015 年，漳州市开展胶合板行业专项整
治，全面关停小乱散、无证经营、排放不达标，重
新规划了漳浦、平和、华安等 3 个林业产业园，
着力打造产业布局合理、配套功能齐全、产业化
协作高效、产销衔接紧密的人造板业集群经济。

为响应漳州市委市政府发展建材家居产业
的号召，2016 年，平和县委、县政府经过大量调
研，立足智能家居、新型建材、全屋定制等方向，
在平和西蝉规划 2000 亩，建设西蝉木业产业
园，由福建西蝉木业有限公司投资 30 多亿元建
设，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以商招商，园区先
后引进了西蝉智能家居、玄武岩纤维、木井木韵
等一批技术先进、实力较为雄厚的木材加工与
家具制造企业。

园区里，木材加工与家具制造产业聚集在
一起，打通产业链短板，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过去，漳州市木材加工业主要以基材生产为
主，销往下游工厂，再加工生产木地板、橱柜、沙
发等终端产品。多数企业主不知道自己的产品
的最终走向，生产过程非常盲目。”鑫源祥木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兵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
家具制造企业对木材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若
木材加工厂仍采用传统的加工方式，生产出来
的模板和木方存在尺寸偏差、质量不稳定等问
题就不能契合家具制造企业的需求。两产业聚
集，势在必行。

“链”出绿色环保产品

“板材是家居产品的基础单元。作为板材生
产厂家，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跟紧下游客户的
步伐，深入一线、家具厂和客户中去，了解客户
的需求，达到与家具厂共同进步，共同满足客户
需求的目的。”入驻平和后，林俊义和不少家装
业内人士在产业园相遇，碰撞出更多火花。

为了获取消费者信任，家居企业开展了你
追我赶的环保竞赛，不断提升环保标准和水平，
提高自身竞争力。

ENF 级被视为国际较高环保标准。如今，
西蝉木业产业园内的一些头部品牌纷纷宣布
开始采用 ENF 级标准的板材。采用 ENF 级板
材的定制品牌急剧增多，大大加速了行业环保
标准的升级。由于板材类家具经常带有气味而
被消费者误认为甲醛超标，一些大品牌开始对
上游的板材供应商提出了板材气味控制要求。
这也让很多有志于长远发展的木材企业未雨
绸缪。

环保，可以成为差异化竞争的最大亮色。林
俊义每日往返于家具企业和板材厂之间，没有急
于冒进，而是在生产车间蹲了3个月，沉下心来全
面了解消费市场和板材产品的生产过程，围绕环
保、功能、设计全面优化产品体系，并梳理出20道
工序，从中寻找提升产品质量的关键环节。

意识到环保对家居产品的重要性，林俊义
将每道工序的具体要求编写出来，将生产家具
板材所需的胶水用量精准到克，胶水与单板的
黏合时间精确到秒，以统一的工艺标准，保障产
品质量的稳定。西蝉木业还与下游企业合作推
出无醛添加产品。

紧接着，林俊义购进先进的家具板生产流
水线、热压机、木方加工机台、烘干设备自动化
等，建立了原材料仓库，减少季节和温度对原材
料的影响。每一片木板的诞生，从原木破碎、烘
干、筛选到施胶、预铺装、垫压、散热、砂光成型，
实现全程数字化管控，不仅在生产工艺上实现
了水气等零排放，且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提高

了不少，产能是过去的 3倍，产品供不应求。

走向终端智能家居

如今，从产业延链补链入手，平和县着力推
动全产业链发展。

切片、压面、修边……在西蝉木业家具生产
车间，一条家具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我们在漳
州设有研发团队，对接市场，根据客户需求开发
产品，然后工厂接单生产，形成一条龙服务。”林
俊义说，后续还将引进一条外贸家具生产线。

为提升企业竞争力，西蝉木业实施“两步
走”战略：一方面引进智能化机械设备，开展全
屋定制业务；另一方面，开拓国外市场，推动家
居产品出口外销。从基材生产到贴面增值，再到
全屋定制，西蝉木业成为当地行业内为数不多
具有全产业链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

走进福建乐其家俬有限公司，一块块木板
经过切割、拼架、充棉、组装等工艺处置后，变成
了一套套时尚沙发。检验员手持移动电源对成
品沙发进行检测，确保产品功能完好。只见他插
上电，按下沙发上的开关，沙发脚板和颈枕分别
向前后自动延伸，瞬间变成小躺椅。

“我们主要生产电动功能沙发，也称懒人沙
发。原先只能实现前后延伸，经过不断的创新研
发，如今已实现多角度调节和左右转动功能，能
坐可躺可摇，让客户有更好的体验感。”经理陈
辉煌说，一套功能沙发要比普通沙发贵 300 多
元。目前，福建乐其家俬有限公司 2 条生产线正
全力赶制订单，年产 6000 套家具，产值 6000 多
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欧洲、东南亚地区。

眼下，平和木材加工企业正以家装产品升
级和服务升级为导向，开发多种产品类型，提升
产品附加值，形成木材进口贸易、旋切加工、智
能家居、全屋定制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产
业生态圈。

“这三年，平和木业发展势头迅猛，产量和
效益增长快，全产业纳税从 2020年的 7424万元
增长至 2023 年的 1.8 亿元。”平和县工信局局长
张少云表示，接下来，他们将外出举办智能家居
招商推介会，加快引进一批板材深加工龙头企
业落户，延伸产业链，推动产品向绿色环保、高
附加值的终端、智能高端方向发展，同时加强土
地等要素保障和产业配套建设，构建高端绿色
现代建材家居产业新体系，打造闽西南生态木
业精深加工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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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晓义 林倩）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
发改委等 6 部委联合公布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认定名单，漳州市有两家企业上榜，分别为福
建铭兴食品冷冻有限公司、漳州市港昌工贸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3
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230 家，数量分别居全省第二、
第一。

新增两家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本报讯（记者 苏益纯 通讯员 林芳芳） 为全面贯
彻落实《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州市实施“名医入
漳”推动海峡两岸中医药融合发展行动方案（试行）的通
知》（简称“圆山计划”），6 月中旬，漳州市医保局围绕“名
医入漳”“名院驻漳”“名药兴漳”“名企进漳”“名品聚漳”
五大工程，从医保经办服务、医保政策倾斜、支持医院发
展、DIP 分值奖励、名药成果转化等五方面着手，制定实
施《关于支持“圆山计划”医疗保障十条措施（试行）》，进
一步促进漳台中医药事业融合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对高
品质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需求。

据悉，具体支持措施包括：提供医保经办“一站式”服
务、提高中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给予中医医疗机构DIP
权重系数倾斜支持、推进互联网诊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
实施医疗机构自主定价、支持医疗机构合理发展医疗服
务、对重点或特色专科进行分值奖励、对中医优势病种进
行分值奖励、支持企业产品在省药械招采平台挂网、为名
方名药成果转化提供保障等。

支持“圆山计划”
医疗保障十条措施出台

本报讯（黄龙华） 7月 1日起，漳州市调整全市住房
公积金缴存限额，其中月缴存额（包括个人及单位缴存部
分）上限从去年的 5896 元调整为 5968 元，下限标准与去
年保持一致。

此次调整中，全市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
本人上一年度（即自然年度：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月平均工资，缴存比例最高为 12%、最低为
5%。由于今年未公布新的工资标准，芗城区、龙文区 2024
年最低月缴存下限均按上年标准 196 元；龙海区、长泰
区、漳浦县、云霄县、诏安县、东山县、平和县、南靖县、华
安县、古雷开发区、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开发区 2024 年
最低月缴存下限均按上年标准 182元。

住房公积金缴存标准调整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日前，《漳州市水网建设规
划》正式出台。

据悉，《规划》立足漳州市情水情，在漳州市国土空间
规划、水资源配置规划等相关规划基础上，提出市级水网
建设的目标指标、“三枢四廊、二区两带”的水网布局，为
建成“现代化滨海城市”的美丽漳州提供更加坚实的水安
全保障。

《规划》包含规划基础、总体要求、水网总体布局、完
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完善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打造数字孪生水网体
系、推动市级水网高质量发展、环境影响评价、实施安排
及保障措施等 11 个章节，规划范围为漳州市全境，陆域
面积 1.26 万平方公里，规划期为 2021—2035 年，并展望
到 2050年。

漳州出台水网建设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