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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天 气

全市：多云到晴，沿海局部有小雨。
市区：多云转晴，偏东风2-3级，气温13～23℃。
更多天气资讯，请关注“漳州气象”官方微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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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上接第一版）

“漳州电商产业的发展，不能仅靠企业
‘单打独斗’，更有赖于产业链的‘组团打
拼’。”市商务局电商科科长童旭表示，“漳
州信产集团搭平台、建渠道、聚资源、育人
才，正引领着漳州电商企业抱团发展。”

迎难而上善作为
基础设施先行，从 0 到 1

打造产业新生态

一键全球购，一网天下游。作为外贸
新业态，跨境电商已成为推动一个地区外
贸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生力量和重要
抓手。

一个基础薄弱的产业，怎么破局，如何
发展？

“缺少配套和服务，是漳州跨境电商面
临的最大问题。”信产跨境公司负责人杨滨
平表示，“由于缺乏配套设施和服务，漳州
本地跨境电商企业只能通过外地资源开展
业务，难以由点及面吸引物流仓储等产业
链项目落户，为漳州带来显著经济增量。
有的企业干脆只跑‘半程’，将产品批发给
外地跨境电商企业，实则做的还是国内贸
易‘老本行’。”

找准问题，方能精准发力。信产集团
根据市里的工作方案，加快筹建运营漳州
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历时半年多，平
台正式上线。目前，在平台备案且受益的
企业已有 134 家，平台累计通关总货值约
43亿元。

“过去，我们做亚马逊平台的订单都和
传统外贸一样以 0110模式申报出口，因为
货值较高，一旦出现退换货回国内，需要缴
纳关税。现在，公司使用漳州跨境电商公
共服务平台进行9810模式申报就不存在这
个问题，而且申报流程简单、退税顺利，进
出口达一定量市里还有奖励。”漳州视瑞特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庄燕君十
分欢喜。

建设漳州首个跨境电商海关监管场
所，是信产集团发力跨境电商的第二步
棋。该场所的运营，使我市成为全省第四
个拥有跨境电商“1210”保税进口分拣线的
设区市。

跨境电商“1210”模式主要用于进口，
海外商品以货物形式批量运至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再通过购物平台以零售模式在国
内开展销售，待国内消费者下单后配送，具
有响应订单快、运输时间短、综合运费低等
优点。漳州跨境电商海关监管场所的运
营，为我市跨境电商业务实现在家门口“买

全球”提供了可能。目前，该场所已引进跨
境客、优铼购等平台，实现了在手机上下
单，保税仓发货的购买进口产品的便捷。

第三步棋，线上线下齐发力，在龙文区
打造资源集聚的园区——漳州跨境电商孵
化园。

孵化园一开园，优莱客总经理罗惠元
便租下了两个房间、110 平方米，与 5 名员
工一起经营着规模百家的店群，在亚马逊、
阿里国际等平台售卖瑜伽裤、大码女装。

“园区有物流商、供应链等资源，还有互相
学习借鉴的无限商机。近阶段，我与邻居
威尔伯恩常一起探讨出海策略，他们在
eBay、沃尔玛上经营游泳产品，与我们的品
类、渠道不同，可以合作拓展一番。”罗惠元
充满信心。开园不到两年，漳州跨境电商
孵化园已注册企业 180 家，2022 年园区产
值就超10亿元。

“龙文区通过与信产集团联合，采取
“政府+国企”的方式深度合作，建设集公共
服务、信息支撑、企业应用、营销推广于一
体的新经济产业园，着力打造漳州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的发展‘核心区’。”首个跨境
电商孵化园落户龙文，让龙文区副区长黄
喆煜对该区依托数字经济重构“数字区位
新优势”信心满满。

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跨境电商海
关监管场所、漳州跨境电商孵化园，“三位
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吸引着越来越多跨
境电商企业聚拢，推动漳州跨境电商产业
蓬勃生长，助力漳州产品“扬帆出海”。

“老字号”拥有销售“新模式”。入驻跨
境电商孵化园的闽鲸实业，今年将目光瞄
向了漳州“老字号”片仔癀。“片仔癀化妆品
的销售主要在国内，产品在海外的购买渠
道分散，价格也不统一。”闽鲸实业总经理
郭万全说，他们以东南亚为首站，将东南亚
民众常用的短视频软件 Tiktok 作为主战
场，聘请了来自马来西亚的闽南师范大学
留学生贾斯汀作为兼职主播，致力将漳州

“老字号”推向海外。
“老跨境”开拓漳州“新品牌”。孵化园

另一家深耕跨境电商多年的企业圣乔伊，
主要给美国公司做采购，每年出口 2000多
个货柜，货值在2亿美元左右。“作为从事跨
境电商行业的漳州人，始终有个情怀，就是
在海外推出我们漳州自己的品牌。近期，
我们在美国独立站推出‘Sweetgo’品牌，将
漳州的家具、儿童用品等推向海外。”圣乔

伊总经理邓超麟表示。
立足新阶段，紧跟新发展，信产集团的

服务还在拓展、在延伸。“下一步，我们将致
力建设中国（漳州）·菲律宾跨境（直播）电
商基地及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助力中菲经
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沈
海石说。

“新质”蓄势谋未来
立足“链”上发力，引领产业

加速发展

电商产业发展不是“一件事情”，是新
业态的“体系构建”，需要在平台、模式、人
才等多维度进行探索和完善，为产业长足
发展打好基础。

着眼产业集群建设，漳州信产集团着
力从“链”上发力，发挥产业生态构建与引
领作用，助力电商企业孵化和成长。

搭平台，甘为小微企业做“红娘”。
信产集团组建漳州电商运营中心，与

抖音、淘宝天猫、视频号、淘宝直播、1688合
作，成为各大电商平台的漳州产业带服务
商。“有了服务商从中搭桥，漳州企业入驻
各大电商平台便能享受零入驻费、流量扶
持、经费补贴、运营指导等各项政策资源倾
斜。”漳州信产数字经济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康晓斌说。目前，抖音电商、淘宝
产业带服务商已签约绑定企业超百家。

建渠道，让销售更加畅通高效。
直播电商是眼下最热的电商新业态之

一。信产集团联合市商务局建设“漳州直
播选品中台”，一端对接供应商，将优质商
品上架到选品中台；一端对接主播、分销
商，推动选品直播。今年4月，“漳州直播选
品中台”作为重点项目，亮相第六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漳州展区。

在中台“牵线”下，漳州鹭鲜达供应链
成功“牵手”东方甄选、cici 姐等网红“大
V”。“通过‘大V’助力，消费者对漳州蜜柚、
百香果、葡萄柚有了深入了解。一场直播
的成交量就能达上万单，销售额超50万元，
直接拉动了今年公司产品销售额增长
40%。”说起自家产品的热销，鹭鲜达负责人
蓝仁杰笑得合不拢嘴。像鹭鲜达一样，享
受到中台福利的商家还有许多。据统计，
中台上线至今，已对接 200 多家供应商企
业、30 多家 MCN 机构，主播达人资源超
1000人，主要销售产品为花卉绿植、农特产

品、海产品、食品等，带货商品交易总额超
6000万元。

不仅如此，信产集团还将“红线”系到
了田间地头。2021年，信产集团在平和投
建了“漳字号”鲜果标准化基地，引进数字
化智能分选设备和生产线，建设“一柚一
码”全流程精准溯源体系，实施“一果一级
一价格”销售模式，最高端的“漳字号”贡品
柚两个卖 88 块钱，成为网红产品，引领了

“种好柚、卖好价”的风潮，带动着平和蜜柚
产业进一步发展。

育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从基础、技术到管理人才的缺失，是电

商产业发展的痛点之一。信产集团与龙文
区联合在孵化园设立了漳州数字经济人才
培训学院，今年培训数字经济人才将超
10000人次，为全市培育源源不断的“数字
大军”。

依托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学院、漳州直
播选品中台、漳州直播电商基地，信产集团
搭建起“人—货—场”直播电商生态圈，不
断吸引电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丰富
电商产业完整性、多样性。

如今，电商红利正在龙江大地释放，滋
养了电商企业，也滋润了普通群众。

“从成立之初，我们就瞄准服务本地生
活这一赛道，打造了漳州市阳光采购网上
超市、漳州惠工汇福利商城、漳字号本地生
活官方特惠平台等三大本地电商平台，提
供企业通用物资采购、职工工会福利采购、
本地生活官方促消费等服务。”信产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艺华说，尽管本地
生活服务领域已成各大平台的逐鹿热土，
但市场并未饱和，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在信产电商平台带动下，一大批消费
者从线上走到本土线下消费。市商务局商
贸科科长钟志伟告诉记者，2022年以来，市
商务局通过“惠工汇”和“漳字号”平台，与
信产集团联手开展了多次促消费活动，带
动消费额近1000万元。在最近一场促消费
活动中，“惠工汇”平台仅15天就发放了1.5
万张消费券，活动访问人数达到5万人。

“从基础设施、应用场景建设，到人才
培养、生态伙伴链接，成体系、全方位、多维
度地培育产业，是信产集团一以贯之的理
念。”沈海石表示，“未来，信产集团将继续
立足‘平台运营商+数据服务商’角色定位，
做大产业投资及园区运营、数据服务及开
发、信息技术应用、电子商务四大业务板
块，瞄准‘百亿资产、百亿营收、百亿生态、
千亿集群’远景目标，以企带产，以产兴业，
在数字经济助力现代化滨海城市建设进程
中展现更大格局、更大担当、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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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触电”，激活产业“一池春水”

（上接第一版）
有了目标方向，还要有战术打法。工作机制上，一周一

会商，半月一调度，一月一推进；主体责任上，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攻坚以来，主抓工业和招商的华安县副县长方志伟深
感责任重大。补上工业企业存量与增量方面的短板，是他
的头等任务。

“攻坚势在必行。”方志伟表示，行动期间正值申报年度
新增“四上”工业企业的最后期限，要在攻坚中，努力推动更
多企业升规入库，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剑指作风，一个锤炼猛将的赛场

华安，需要以赛促干，打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胆识体现在敢干事上，把能

力展现在会干事上，把目标落实在干成事上。”动员部署会
上，叶毓提出了一个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干部来推动落实。

走出会场的干部，带着思考投入了攻坚。
华安经济开发区，是此次攻坚行动的主阵地。“服务企

业特派员”队伍，是华安为开发区量身打造的，他们综合协
调各有关部门，结合专业特长，以帮办、代办、送服务上门等
形式，为企业打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

近日，华安县委组织部部长罗云漳带着三名精挑细
选的干部，加入了这支队伍。“是骡是马，拉到‘赛马场’遛
遛。”罗云漳表示，好的干部就是要能打硬仗，此次攻坚就
是一个好“武”台，能锤炼出一批能打仗、打胜仗的猛将。

“服务企业特派员”黄清瑜对此深有感触，“攻坚打响，
要求我们的服务更加精准、高效，也倒逼我们不断学习新的
工作方法、思维方式。”

在“妈妈式”服务的加持下，企业茁壮成长，百日攻坚以
来，工业企业有 6家规下升规上实现年度新增，2家实现月
度新增。

“要么下现场办公，要么碰头磋商。”攻坚的日子里，华
安县工信局局长胡淑敏负责的竞赛项目任务艰巨，为了让
战术动作更加责任化，她在局里组建了竞赛工作专班，成员
都是局里的年轻骨干，工业股的邹煜便是其中之一。

“感觉全身的发条一下子拧紧了。”压力传导之下，
邹煜吃透新增“四上”企业的政策文件，加班加点地摸清
华安的工业“家底”。“心中有‘数’，手上才有招。”工作本
上，写着他对自己投身攻坚战的勉励。

以攻坚收官 2023，以攻坚开启 2024，必胜之志已在北
溪两岸升腾。

本报讯（记者 沈昊鹏 通讯员 蓝毅辉
蓝慧仪）12月 27日晚，第五届闽台抢孤民俗
文化节在龙海区隆教畬族乡红星村大社自然
村举行，两岸的勇士同攀孤棚，来自台湾宜兰
的曾上泰首先登上孤棚，夺得顺风旗。

孤棚，即在村祠堂前大埕，用6根12米长
的大杉木做根基，排列成2-2-2型，下端埋入
土里1米左右，顶端用厚木板连接铺成一个约
24 平方米的平台。孤棚顶堆满猪头猪脚鸡
鸭、菜饭水果等祭品及红包奖金，哪位选手不
借助外力首先攀爬上孤棚顶，孤棚顶上的祭品
及奖金全部归他，饭菜则给棚下民众喂养牲
畜，这就是“抢孤棚”。“抢孤棚”仅限外村人员
报名参赛，排名顺序由“掷茭”决定。

“抢孤棚”是流传于海峡两岸的民俗文化
活动，也是大陆保留最古老、最原汁原味的民
俗活动之一，明清期间就广泛流传，至今已有
600 多年的传承历史，是一项古老的民间体
育竞技活动，旨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目前大陆地区传承保留比较完整的，便是龙
海区隆教畲族乡红星村大社自然村。时至今
日，大社自然村依旧保持着古朴的仪式。早
在 2011年，台湾地区宜兰县、屏东县 60余人
组成参访团参加“首届闽台抢孤民俗文化
节”。2017年，“闽台抢孤”获得福建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称号。

第五届闽台抢孤民俗文化节在漳州龙海举行

两岸勇士同两岸勇士同““抢孤棚抢孤棚””

龙海隆教乡红星村闽台抢孤民俗文化节现场

向上攀爬

尝试登顶

成功登顶 同攀孤棚 仰头观看

选手合影

本组图片由 本报记者 沈昊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