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要闻
2025年4月7日 星期一 责编/李焕泉 美编/杰清 校对/凌美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海都讯（记者 杨江参）
4月 6日，记者从南安获
悉，南安市“扬帆出海
再下南洋”指挥部揭牌仪
式于 3 日在南翼商务大
厦举行，开启新一轮的出
海浪潮。

据悉，成立南安市
“扬帆出海 再下南洋”
指挥部，旨在全力加速南
安企业国际化进程，立足
南安产业特色与行业特
点，积极布局市场营销与
供应链金融领域，推动内
外贸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南安

市“扬帆出海 再下南
洋”指挥部下设综合协
调组、海外资源对接组、
南商优品整合组、市场
对接拓展组、综合服务
要素保障组等 5 个组。
该指挥部将充分发挥统
筹协调作用，加快推进
跨境电商平台、海外仓
等建设和资源对接，汇
聚各方力量推动“南安
优品”出海。当天，现场
还组织参观了南安市外
贸集聚区，实地了解南
安外贸概况、外贸集聚
区运营模式等。

海都讯（记者 沈舜枝）
日前，泉州市农业农村
局发布了关于 2025 年
乡村“五个美丽”整村
打造培育名单的公示，
拟 确 定 50 个 村 入 选 ，
包括 41 个省级乡村振
兴 示 范 创 建 村 和 9 个
非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创建村。

据了解，根据此前
泉州市委乡村振兴办印
发的《泉州市扎实推进
乡村建设“五个美丽”创
建工作方案》，“五个美
丽”创建是指以美丽乡
村庭院、美丽乡村微景
观、美丽乡村小公园（小
广场）、美丽田园、美丽
乡村休闲旅游点为载
体，通过改造、完善、提
升，打造一批小而优、小
而精的乡村美景，由点

及面、带动辐射，加快宜
居宜业美丽新农村建
设，持续提升农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根据该方案，每个
乡镇每年创建 50个以上
美丽乡村庭院，每个建
制村每年创建 1 处以上
美丽乡村微景观，每个
乡镇每年创建 3 个以上
美丽乡村小公园、小广
场，每个乡镇 1片以上美
丽田园、每个县（市、区）
2 个以上美丽乡村休闲
旅游点。力争到 2025年
底，全市建成 26600个以
上美丽乡村庭院、8236
个以上美丽乡村微景
观、1596 个以上美丽乡
村小公园（小广场）、532
个以上美丽田园、80 个
以上美丽乡村休闲旅游
点。

泉州今年拟打造
50个“五美村”

扬帆出海 再下南洋
南安这个指挥部揭牌

第二届“海丝”侨商投
资贸易大会暨泉州市内外
贸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泉召
开，79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
名侨商泉商客商欢聚泉州、
共襄盛会。会上，重磅发布
了 泉 州 贸 易 投 资 系 列 政
策。大会共汇集 108 个重
大项目、总投资 1444.46 亿
元，其中 54 个项目现场签
约（详见本报4月3日、4日
报道）。系列政策的发布，

既是泉州发出的“承诺书”，
更是“邀请函”。泉州正努
力把“侨牌”打造成“王牌”，
实现“侨”与“乡”的双向奔
赴。

泉州“十户人家九户
侨”，超千万华侨华人遍布
全球，他们既是家乡发展的

“参与者”，更是“联络员”。
泉州创新实施“聚侨引侨和
泉商回归”专项行动，去年
外贸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

高。华侨华人是泉州发展
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财富。
此次签约项目中，既有石
化、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的
深耕，也不乏生物医药、AI
制造、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
突破，展现出泉州产业“新
旧交融”的活力，将为泉州
产业发展注入硬核新质驱
动力。

泉州的发展密码藏在
基因里，“爱拼敢赢”的创业

精神，催生出独特的发展之
路。政策工具箱以“创品
牌、汇侨力、搭平台”为核
心，构建起一套“引侨回乡”
与“助企出海”的双向机制，
令人眼前一亮。从跨境电
商营销券到海外仓建设奖
励，从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
到外卡支付便利化……这
种“政策找人”的智慧，比简
单撒钱补贴更显功力。泉
州深谙“侨力+制造”的化学

反应，凭借“华侨牌+产业
牌+政策牌”组合拳，构建起
全链条生态。从“卖产品”
到“塑品牌”，泉州正以“国
潮”为媒，让“智造”与“文
化”双轮驱动。

“赚大钱，起大厝”，每
个华侨都有一个落叶归根
的梦。侨胞们情系桑梓，心
系家乡，兴办学校、医院、铺
路造桥等，用双手让泉州不
断发展。正如日本侨领王

秀德所言，华侨的桥梁作用
不仅是资源对接，更是“让
世界读懂泉州”。

从宋元时期的“东方第
一大港”，到今日的“双循环
战略支点”，泉州始终以开
放立市，正在将乡愁转化为
连接世界的商业密码。这
里不仅是侨商投资的热土，
更是中国智造走向世界的
跳板。

（白水）

偏远的乡镇，能否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安溪县的
回答是——能。

驱车从安溪县城出发
往北，约半个小时，到达该
县北部区域的湖头镇。与
传统山区镇不同的是，这里
有一个偌大的现代化工业
园。这个园区，就是泉州芯
谷安溪分园区，也是我省光
电产业最集中的生产基地
之一，目前汇聚了晶安光
电、天电光电、中科生物等
国内一批有影响力的行业
龙头企业。

穿好无尘服，记者跟随
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进入生产车间。
车间里出奇安静——生产

线上，工程技术人员操作着
一台台特殊的精密仪器，一
侧的机器末端，一块块蓝宝
石衬底从中产生。这些蓝
宝石衬底出来后，在车间的
另一边，经历线切—研磨倒
角—褪火检测—上蜡铜抛
—检测等工序后，形成图形
化衬底。

晶安光电是国家光电
产业领军企业、上市公司三
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也是业界唯一一
家具备从晶体生长、衬底加
工到图形衬底产出全链条
的专业制造商。目前，晶安
光电蓝宝石衬底产能规模
和产品品质稳定性位居全
球第一，公司拥有各项专利

近200项。
晶安光电的持续发展，

吸引了中游和下游的光电
企业前来落户，在园区形成

“聚巢”效应。目前，在该园
区，光电产业的中游项目有
以信达光电、天电光电为代
表的封装项目，下游项目有
以中科生物为主的终端应
用企业，以及三荣科技、合

晶光电等配套企业，总共16
家企业，形成了一条基本完
整的光电产业链，年产值超
百亿元。

“晶安光电一家龙头企
业，带出了一条完整的光电
产业链，在单个园区形成了
一个产业‘闭环’，园区规模
得以壮大。”泉州芯谷安溪分
园区办事处主任章振明说。

“两翼”齐飞 茶乡绘出产业新画卷
安溪依托“北翼”泉州芯谷安溪分园区、“南翼”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大力发展

光电和信息产业

□海都时评 把“侨牌”打造成“王牌”

N据福建日报

地处泉州南部的安溪县，是中国最大的乌龙茶主产
区。近日，记者到安溪县走访，发现当地依托“北翼”泉
州芯谷安溪分园区和“南翼”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强
化项目布局，引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发展，大力发展
光电和信息产业，为县域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

驱车从安溪县城出发，
往南半小时许，来到该县南
部的南翼新城。南翼新城
位于安溪与厦门交接处，具
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独特
的区位优势。

在南翼新城核心区龙
门镇一带的数字福建（安
溪）产业园，记者看到另外
一幅场景——现代化的产
业园内，各类数字经济领域
的企业依次排开，呈现多点
开花的发展态势。

记者走进其中一家企
业——福建司雷植保技术
有限公司，在公司产品展示

中心，各类信息设备和元器
件让人目不暇接。

说起植保，一般人的印
象是通过人工或机器喷洒
药液的化学防治手段。而
这家公司利用物联网平台，
运用电子信息技术，创新推
出了物理防治系统。

“我们有一套智能物理
虫害防治系统。该系统在
远程控制下会发出特制声
波和光波，干扰害虫的视
觉、听觉，破坏雌雄虫之间
的信息链，阻断交配繁殖，
从而降低田间次代害虫的
虫口数量。”福建司雷植保

技术有限公司业务部门总
经理刘恩堂介绍，公司还通
过田间设备收集环境数据、
虫情数据，预测虫情暴发周
期，并主动加以防御，把虫
情扼杀在萌芽阶段。

目前，该公司在全国的
运营总部落地安溪，除了安
溪本地外，还与福鼎、政和
等地的茶企合作，受益茶园
面积超过10万亩。接下来，
公司还将拓展安徽、云南、
贵州等省外市场。身处园
区，记者看到，这里不仅有
信息和数字企业，还有多元
化的数字处理平台。

截至目前，中国电影资
料馆安溪数字资源中心已经
完成 40 多部老电影修复。
修复的《劳工之爱情》《A计
划》《武状元苏乞儿》等影片
入围多个国内外电影节。

据介绍，近年来，依托
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安
溪引进了中科数遥、中关村
领创中心、中科曙光等一批
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已初步
构建起数字经济产业生
态。同时，建立数据中心、
超算中心、创新中心，培育
发展空天、影视、电商等三
大数据产业链。

一家龙头带一条产业链

高新技术企业多点开花

“北翼”泉州芯谷安溪分园区（黄东华/摄）

“南翼”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黄东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