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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
——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 代 化 国 家 的 宁 德 篇 章

满目春风，茶吐嫩芽。眼下，福鼎市
各茶企全力做好抢“鲜”工作。在福建品
品香茶产业综合体建设项目，一条国内
首创的白茶智能化精制生产流水线已

“整装待发”，茶叶将通过高精尖设备层
层精选，提升精制加工水平。

“一条生产线只需 6 名工人，人工成
本可节省70%。”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邵克平表示，智能化生产线投
用后，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
质，还将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
产效益。

科技赋能，茶产业提质增效。福鼎
市不断鼓励、支持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建
立自己的产品标准，运用先进的自动化
设备，进行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助力产
业“智改数转”升级。

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

鼎。福鼎位于北纬27°黄金产茶带上，好
山好水浑然天成，名茶名景独具特色，孕
育了福鼎大白茶、大毫茶等国优茶树良
种，造就了福鼎白茶的地域唯一性。立
足资源优势，福鼎坚持落实“三茶”统筹，
推动“五化”共进，促进全产业链条提质
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让一产“接二连三”，福鼎白茶着力
实现现代化“转身”，与生态文化、农耕文
化、商贸文化、康养文化、休闲文化、美学
文化等跨界“联姻”，催生一批涉茶产业
新业态。

走进福鼎市佳阳畲族乡后洋村的鼎
白茶业观光园，一边是特色品茗馆，一边
是阶梯状茶园，置身其中茶香茶韵扑面
而来，宛若世外桃源。

“我们把观光园定位为‘吃、住、玩、
游、娱、购’一体化的现代化茶旅观光园，

游客可以亲身探访庄园风光，体验采茶、
制茶，再品茶香、看表演，深度了解福鼎
白茶文化。”鼎白茶业基地负责人章秀明
表示，观光园将茶事和旅游相结合，既加
大了茶园资源的利用率，又能提高茶文
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以茶为媒，福鼎市持续推进茶旅融
合发展，鼓励支持茶企通过景观改造，美
化茶园环境，适度开发茶庄园、茶民宿、
茶创意基地等项目，打造茶园生态游、茶
乡体验游、茶事研学游等精品线路，以新
兴的观光体验游模式集聚人气，形成茶
文化气息浓郁、主题风格特色鲜明的精
品茶文化主题旅游区，让生态资源转化
为旅游经济。

“白茶+，+白茶”，飘香不止——
近年来，福鼎市先后举办国际白茶

大会、开茶节等多个大型茶事活动，开

展制茶技能赛、斗茶赛，打造福鼎白茶
冠名的各类品牌赛事，不断提升白茶文
化品位与价值；福鼎白茶惊艳亮相迪拜
中国文化周、香港国际茶展，推动福鼎
白茶制作技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保护等宣传，让非遗效应转化为全
社会喜爱福鼎白茶的热情；全力推动福
鼎白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进一步提升福鼎白茶的国际影
响力……

优势机遇叠加，福鼎白茶实力“出
圈”。2023 年，“福鼎白茶”以 60.70 亿元
品牌价值连续 14 年入围“中国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十强”，并入选“2023 中国
十大名茶”前三，进入中国茶品牌第一梯
队。据估算，2023年，福鼎市茶产业综合
总产值预计达150亿元。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婷

近年来，福鼎市坚持茶文化、茶科技、茶产业统筹发展，奋力推动白茶全产业链条提质增效——

“一片叶”舞动“一条链”

2 月 21 日，走进柘荣县砚山洋刀剪
产业园，只见一座座现代化高标准厂房
林立，一个个项目工程有序推进，柘荣剪
刀特色小镇已具规模。

园区内，柘荣金剑剪具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一派忙碌生产景象，各生产线“马
力全开”，工人熟练操作数控水磨机进行
作业，加紧赶订单。

“目前，我们有 10 条生产线，产品涉
及裁缝剪、碳钢塑套剪、槽剪大头剪、皮
革剪、纱剪等 9 个系列、50 多个品种，去
年生产裁缝剪 600 万把，年产值达 7800
万元，各类刀剪产品远销海外。”柘荣金
剑剪具有限公司负责人袁祚金介绍，“近
些年，通过引进先进数控设备，为公司发
展注入更多科技力量，极大提高了产品

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更
加环保。今年，我们计划投入 1000 万元
用 于 设 备 升 级 ，年 产 值 预 计 可 增 长
10%。”

柘荣是“中国刀剪之乡”，有着悠久
而深厚的制剪文化，至今已有300多年历
史，并以其独特的水磨、淬火工艺享负盛
名。从厚重的历史中走来，柘荣刀剪产
业脚踏实地，砥砺前行，已成为柘荣县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近年来，柘荣县立足自身实际，发挥
优势，突出特色，成立刀剪产业专班，加
快推进砚山洋刀剪园区建设，积极引导
刀剪企业“退城入园”，扶持“作坊式”小
企业整合重组，并持续加大财政、金融、
税收等扶持力度，加强行业服务保障，切

实推动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发
展和差异化发展，不断提升行业竞争力。

“抱团取暖”和“差异化战略”助力柘
荣刀剪在发展中实现新飞跃。目前，柘
荣县刀剪生产企业已全面完成“退城入
园”工作，全县刀剪企业共253家，从业人
员5000多人，注册商标173件，并引入福
建柘荣张小泉智能制造中心项目，为柘
荣刀剪产业转型升级，巩固柘荣“中国刀
剪之乡”注入新的活力；柘荣刀剪已形成
民用剪、服装剪、园林剪等25个品种、100
多种规格的产品序列，年产刀剪 3 亿多
把，年产值达18亿余元，成为中国最大的
碳钢剪具生产基地。

“为增强产业发展新动能，促进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柘荣县制定印发《柘荣

县促进刀剪产业转型升级的五条措施》，
加快推进特色工业刀剪产业转型升级和
创新发展，奋力开拓外贸出口市场，助推
柘荣特色产品走向全球。2023 年，柘荣
县刀剪产业自营出口达 4071.48 万元。”
柘荣县城联社主任金衔介绍。

“不锈钢刀剪看阳江，碳钢剪刀在柘
荣。”这句话是柘荣县刀剪产业地位和影
响力的真实写照，打造“全国最大的剪刀
生产基地”，柘荣县已经按下“快进键”。
今后，柘荣县将全面落实“深学争优、敢
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部署，矢志传承
弘扬“柘荣现象”，深入开展“工业提质攻
坚年”活动，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全
方位推动柘荣高质量发展超越。
□ 本报记者 张瑜 通讯员 游艳 温金华

一 把 剪 刀 撬 动 亿 级 产 业

近年来，柘荣县立足自身实际，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持续做大做强

特色工业刀剪产业，切实推动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发展——

近日，位于福安市铁湖工业园区
的福建一华电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工人忙着组装柴油内燃机，奋力冲
刺“开门红”。

据了解，该企业拥有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布的实用新型专利17项、发明
专利 2 项，产品以出口为主，内销为
辅，销往东南亚、中东、南美、非洲和欧
洲等地，并以产品质量良好、品种齐
全、供货及时，以及优质的售后服务赢
得广大客户的好评。

吴其文 摄

企业订单旺
开春生产忙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近
日，市住建局等12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加快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的十条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进一步加快我市建筑业
改革发展步伐，提升建筑业整
体素质和竞争力，更好地发挥
建筑业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

《措施》包括培育龙头骨干
企业、支持行业企业发展壮大、
推动企业资质提升、保障企业
总部用地、推进建筑工业化进
程、增强科技创新应用、加大人
才培养力度、着力减轻企业负
担等10条措施。

在推动企业资质提升方
面，建筑业企业晋升特级总承
包（综合）资质等级的，给予一
次性奖励1000万元；建筑业企
业晋升一级总承包（甲级）资质
等级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鼓励企业调增紧缺专业
资质（含公路、市政、铁路、港
航、水利、矿建、电力施工总承
包资质），奖励标准可为上述标
准的1.5倍。

在支持企业开拓市场方
面，对于依法直接委托施工且其
建筑业产值在本市纳入统计的
建设项目，给予建设单位奖励，
奖励金额为该项目年度拨付给
施工单位工程款的2%。施工企
业当年在宁统计的产值达到 5
亿元和省外产值达到1亿元，分
别一次性给予相应奖励。

在增强科技创新应用方
面，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企业可从工程结算收入中
提取2%，作为成本纳入企业技
术进步发展专项资金；对引进
符合扶持政策的大型专用先进
设备的，享受进口贴息资金等
优惠政策；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建筑业企业申请信息化管理专
项补助资金，对新认定省企业
技术中心的建筑施工企业给予
一次性50万元奖励；鼓励支持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的分别给予奖励等。

在鼓励企业争先创优方面，通过增加创优工程费
用、给予财政奖励等方式，鼓励企业申报优质工程，推
动建筑品质提升。同时，对在科技进步、抢险救灾、社
会奉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建筑业企业，市政府给予通
报表扬，提高我市建筑业企业信用分及中标率。

最后规定文件的有效期为 3 年，涉及的奖补事
项均由受益财政兑现，实施细则由市住建局会同财
政局及各行业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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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瑜）2 月 23 日，记者从 2024 年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获悉，在市委、市政府
和省生态环境厅的正确领导下，全市生态环境系统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推动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服务绿色高质
量发展，谱写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多彩篇章。宁
德被生态环境部列为生态环境领域真抓实干成效明
显的22个地级以上城市之一。

2023 年，我市深入实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
四大工程，重点针对环保领域短板弱项、环境质量薄
弱环节、流域性区域性环境问题，全面实行“项目工
作法”，策划生成、滚动实施五批次、294 个治理项
目，推动中心城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八年改善，
主要流域、湖库、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小
流域优良水质比例达 95.6%，地表水环境质量连续
两年进入全国前30名，是全国45个沿海设区市中唯
一进入前30的城市。

同时，我市持续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清水蓝
天”等专项行动，深化“静夜守护”、城市扬尘污染“点
题整治”等工作，切实深化系列督察问题整改，累计
办理各类行政处罚案件226件、罚款金额2453万元，
其中办理查封扣押11件、移送拘留21件、移送环境
污染犯罪案件5件。我市还积极开展生态文明示范
创建，周宁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屏南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东侨开
发区获评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和环境健康管理

“双试点”，穆阳溪、翠屏湖、福鼎东部岸段入选全省
首批“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毛连平表示，当前
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处于攻坚克难、负重前行
的关键期，全市生态系统将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省、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
坚，持续巩固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全面推进美丽
宁德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

我市扎实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宁德建设

第2/7版 魅力东侨

凝 心 聚 力 谋 发 展

勇 毅 前 行 谱 新 篇

第8版 时事·环球

坚 持 体 育 锻 炼

为 什 么 这 么 难

第3版 本市·综合

园 区 建 起 工 作 站

政 务 服 务“ 零 距 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