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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月 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
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促进复苏需要共识
与合作。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
积极响应。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
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将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各国各方
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 年年会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
“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习近平向中国发展
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月 26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巴西总统卢拉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顷悉卢拉总统罹患流感和肺炎，不

得不推迟访华，我谨向你表示诚挚慰问。祝愿总
统先生早日康复，欢迎你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尽
早访华。

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卢拉致慰问电

拓市场、赶订单、研新品……从田间地头到生产一
线，从研发基地到营销中心，这个春天，漳州罐头行业
一片繁忙。

作为“中国罐头之都”，漳州共有上千家罐头企业，
年出口量 47万吨左右，占全国罐头出口总量的 15.6%，
是全国最重要的罐头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经历三年
疫情带来的波动起伏，以及国际贸易形势带来的逆流
暗礁，眼下，正是漳州罐头企业踏浪出海，重新抢占国
际市场的关键期。

稳生产 实现逆势突围

回忆起 2020年国内疫情刚发生时的情形，福建紫

山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洪水河仍心有余悸。当时正值双
孢蘑菇产季，紫山集团手上大约有 6000吨的蘑菇罐头
订单，由于上下游企业尚未复工，生产所需的空罐缺
货，复产遭遇瓶颈。“若不及时复产，不仅影响订单完成
进度，更会影响农户的收益。”产季即将结束，却迟迟不
能开工，这可愁坏了洪水河。

就在企业一筹莫展之时，我市有关部门主动伸出
援手，帮助企业申请民生物资保供企业证明，打通运输
难关，并发挥“中国食品名城”的产业链优势，协调本土
供应链配套企业复工生产，紫山这才得以顺利渡过难
关。之后国外疫情开始蔓延，客户预期变差，下单越来
越谨慎，紫山集团在对所有客户都采取信保的同时，加

强与外商沟通协商，加班加点进行生产，凭借着坚实的
产业基础，成功在国外疫情大面积爆发前完成出货。

2022年，国际环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汇率大幅波
动、海运价格上涨、市场需求减少、原材料紧张……外
贸的挑战比过去更多。尽管如此，面对多重困难，漳州
罐头产量依然不减反增，“逆流而上”实现稳增长。

究其原因，除了得益于罐头食品耐储存、易囤货的
优势，更离不开漳州完善的罐头产业链。作为中国负有
盛名的花果鱼米之乡，漳州地理位置好，农产品种类
多，充足的食材为罐头行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加
上上世纪 80年代罐头企业的崛起，也带动了马口铁空
罐加工、纸品包装、机械设备、物流产业的发展，漳州罐
头产业规模逐年提升，如今已形成了全链条发展格局。

据统计，2022年漳州罐头食品产值超 200亿元，同
比增长 12%，产品已销售至全球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打欧洲、中东、东南亚、南美等市场，其中蘑菇罐头、
荔枝罐头、麻笋罐头、玉米罐头、鱼类罐头等占据全国
出口量的第一位。

转内销“两条腿”走寻新机

在紫山集团办公楼入口处，LED屏上的一句话格
外醒目：“困境在智者的眼中往往意味着一个个潜在的
机遇。”这句话出自紫山创始人洪长水的人生感悟。

作为一家专注食品生产和出口的企业，2020年以
前，紫山产品出口占比达80%以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紫
山的主要客户都是外国餐饮企业，疫情对餐饮业造成
了巨大冲击，迫使企业不得不做出改变。

正如洪长水所说，困境往往也是机遇。
一方面，尽管餐饮店大不如前，但是各国人民隔离

在家，也让“宅经济”加速崛起。面对“宅家”需求带来的
新商机，紫山迅速调整产品生产线，将产品包装由餐饮
大罐型转为家庭轻便型，同时增加了对美国及欧洲市
场的小罐水果杯的出口，创造了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疫情导致国际展会无法举办，出国拜访
客户也困难重重，大多数外贸企业只能通过线上和外
商沟通，“出口转内销”成为企业的“求生”之路。紫山集
团也不例外。 （下转第七版）

经历三年疫情带来的波动起伏，漳州罐头行业迎难而上，练好内功、踏浪出海——

“罐头之都”的突围之路
⊙本报记者 林依妮 文/图

罐头产业是我市传统优势
产业，基础坚实，全产业链完
善，有一定弹性与韧性，面对疫
情带来的冲击，漳州罐头出口
逆势上扬。当前，我市正在实施

“千百亿产业培育行动计划”，将重点培育发展一批主
业突出、特色明显、成长性好的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罐
头产业正当其时。

今年市两会期间，市民建、市九三学社分别提交了
提案《关于做大做强我市罐头食品产业的建议》《关于
推动我市罐头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两份提案一致指
出，要发挥漳州资源优势，延伸罐头产业链条，壮大配

套企业，发展以罐头加工为主，农产品、罐装制品、彩印
包装、信息中介、物流配送等相关产业竞相发展的罐头
产业集群。

提案中，市民建提议编制《罐头产业发展专项规
划》，明确目标方向和工作重点，实行分层指导、精准帮
扶。重点培育我市罐头龙头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大型罐头企业集团，同时标准化集聚小微企业，

提供集约性的标准厂房，引进
中小罐头企业落户工业园区，
通过资源整合和品牌聚集，力
促生成一批规上罐头企业。

市九三学社提出，“宅经
济”“一人食”等消费趋势正为罐头企业带来新契机，我
市罐头产业应因势利导、乘势而上。加强罐头行业研发
创新，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动新技术、新工艺、
新装备落地，进一步丰富产品品类，提升生产工艺水平
和食品安全水平，以满足人们对罐头产品安全、营养、
便捷以及个性化和精致化的消费需求。

⊙本报记者 林依妮

提案点击提案点击

做大做强漳州罐头产业正当其时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新春伊始，在省委实施“深学
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的冲锋号角下，我市部
署开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和“七比一看”
竞赛。作为漳州中心城区提质扩容的关键一环，漳州高
新区如何落实“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为漳州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
作出更大贡献？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漳州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苏孝道。

记者：高新区是漳州中心城区城市经济和新兴产业
发展的新引擎,结合省委“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
效”行动、市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和“七比
一看”竞赛部署，请您谈谈如何做强优势产业，打造全市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苏孝道：漳州高新区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

要任务，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加快高新区“三大
片区”开发建设的工作部署，聚焦产业招商和产业链培
育，持续在招“大”引“新”、筑“链”集“群”上攻坚突破，不
断做强实体经济，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靖圆片区突出做大“一智一药”主导产业。一方面，
充分发挥国企投资引领作用，重点跟进龙轴智能制造园、
片仔癀大健康产业园、水仙药业医药产业园等一批国企
龙头项目尽快落地建设；另一方面，充分调动民企投资积
极性，加快推动紫山食品产业园、万洋智造产业园、岁金
智能装备园、联东光电产业园、粮食产业园等 47个在建
工业项目竣工投产。

在南湖片区突出做活文旅康养服务产业。
力推工人疗养院、南湖仙境文旅、七首智慧谷、
中医名医馆、荔枝博览馆和荔园树屋等一批文
旅康养新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力促南湖温泉酒
店、龙江岁月“影视演艺水岸”和福见花木廊“五
园六色”等一批文旅康养新业态尽快建成运营。

在站前片区突出做强总部经济平台产业。
加快站前滨江地块 5个建筑总部项目建设，加

速推进全球数贸港、环球商贸城、冰雪大世界、现代汽车
城等一批在谈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建设。此外，抓好全区9
个产业平台的建设运营及产业招商，提升 4个科创平台
孵化质效，激发全区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记者：“敢闯敢为、先行先试”是高新人秉持的奋斗精
神，在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中，高新
区如何在“敢为”上大胆探索实践，帮扶更多企业“圆山圆
梦、创业创新”？

苏孝道：近年来，我们坚持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
争力，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区营商环境连续5年在
全市开发区序列综合考核中排名第一。但是对标先进地
区，也仍有不小差距。今年，我们坚持采取“三点一线”工
作法，全力打造亲商爱商扶商的营商环境。（下转第七版）

深学敢为实干 加快“三大片区”开发
努力建设现代化创新创业创造新城区

——访漳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苏孝道 ⊙本报记者 吴静芳

春天，是属于花的季节。福建省漳州市九
湖镇蔡坂村的“春天”还得从水仙说起。

近日，漳州市民的朋友圈里变成了花的
世界，一个名叫水仙花海的公园实力霸屏。这
是什么来头？记者赶到此地，看到成片的水仙
绽放着雪白花朵，花瓣间藏着灵巧可爱的“金
盏”，游客纷至沓来。花海里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片花海的主人在不远处的蔡坂村。

记者循着工作人员的手指方向走去，在
尽头看到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中国水仙花
之乡”。走进村里发现，道路两旁尽是大大小
小的花场、园圃，不少村民在拿着纸箱或盆器
分装水仙球。“养了眼，又赚了钱，咱这家家户
户都种水仙。”一个正把水仙装车的农户说，
村里种植水仙花已有 500多年的历史，是祖
上传下来的手艺。

记者聊天中得知，说话的农户是蔡坂村
最大的水仙种植户张进义，他不仅在村子里
种了 50 亩，还在水仙花海的公园里种了 90
亩。记者好奇，公园观赏免费，农户没有门票
收入分红，为什么跑去那里种水仙？

“别看花很美，但行情不好的时候一颗花
球才卖几毛钱，谁愿意做赔本买卖？”张进义
说，作为漳州市花，水仙的种植面积却连年下
降，为了保住这块金字招牌，林业部门联合国
企流转土地，鼓励乡亲们承包种植，才打造了
这片水仙花海。

从“下地干活”变为“进园上班”，园区形
成了“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以科
学管理带农增收：由企业统筹种植面积、品种
规划，提供花种、技术支撑，负责采后指导、协
助产品销售，使农户平稳增收。

“底盘是保住了，但如何把水仙产业做大
做强困扰着大伙儿。”张进义直言，是村里的
三个“宝”——电商、返乡创业青年、水仙雕刻，真正让村民的口
袋鼓了起来。

记者发现，村里的大部分花场都设有直播设备，一到下午6
点，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传遍田间地头。“家人们，这些水仙都是老
哥自己种的，全国包邮!”在村口一家名为弘品园艺的水仙花场，
一名“农民主播”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奋力推销自己的
产品。虽然条件简陋，但一个小时就卖出了上百颗花球。

“以前上门收购水仙价钱低，都是按麻袋卖，但通过电商推销，
卖水培盆栽，花球价格能涨到一颗20多元。”蔡坂村村支书张港云
说，如今村里光电商就有43家，还带动了物流、包装等行业的发展。

电商的引进多亏了村里的返乡创业青年。蔡坂村“年年园
艺”的负责人林培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学习多媒体专业的“90
后”，有过在广告公司做设计的工作经历。因为看到家乡的花卉
产业大有可为，他和爱人在村里开了一家“夫妻档”花坊，不仅自
己在网上卖水仙，还免费为当地农户拍照、设计宣传图，手把手
教大伙开网店。“一个人一年能卖一两百万枝水仙花，赚个十几
万元不成问题。”提到网上销售的成效，林培颇为自豪。

“要想做大‘花经济’，必须靠人才。我们村光本科以上的就
引进了9个人，有农学人才、设计人才、产业融合人才，还有法律
专业的人才。”张港云说。

市场行情好了，种植的人多了，蔡坂村有了足够的活力发展
“花卉+N”多元产业链。村民张益强是一名水仙花雕刻爱好者。
“雕龙雕凤，一颗几毛钱的水仙球，精雕细琢后可以卖到上百
元。”张益强说。

对于这项珍贵技艺，张益强没有吝啬，他每个月不定期开
班，免费教授农民水仙雕刻手法，如今已培训超过500人。“前不
久我刚注册了个人抖音账号。未来，我将陆续在平台上传一些关
于水仙花知识、作品以及雕刻技巧的视频。”张益强说，只有让更
多人喜欢并参与其中，水仙花的致富路才会越走越宽。

（新华社福州3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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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落花生”故里“蒲公英”寻根

从西安赶来，首次踏足祖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许地
山孙女周许华感叹“好像在漳州也有了一个家”——

◀第三版▶

紫山集团注重新品研发，以短、平、快的产品占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