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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 2025 年国家骨干冷链
物流基地建设名单，漳州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成功
入选。该基地是福建省唯一一家入选的基地。冷链物
流，漳州凭啥入选“国字号”？对此，记者进行了探访。

注入强劲的“冷”动力

仲夏深夜，东山湾海面被一片星辉与渔火交织点
亮。一艘艘灯光围网渔船正忙碌作业，成群通体晶莹透
亮的东山小管被迅速捞起。

几小时内，它们便会被分装进温控冷链运输车，在
黎明时分驶离东山。当晚，这只来自东山湾的时令小管，
就可能化身为一碟白灼或酱油水美味，以最佳的脆甜弹
牙口感，呈现在千里之外食客的舌尖。

这条珍贵的“小管鲜途”并非总能如此完美。预冷不
及时、冷库节点衔接不畅、长途运输中的微小温控偏差，
都可能让这份转瞬即逝的极致鲜味大打折扣，影响渔民
收益和消费者的品质体验。

随着漳州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成功入选 2025年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这一痛点迎来破题的
关键契机。该基地位于东山县、云霄县，由水产品精深加
工区、休闲渔业区、水产品粗加工区三个功能区构成，总
占地面积6486.09亩。基地建成后，可推动城乡冷链网络
双向融合，畅通特色农产品上行通道，服务高品质生鲜
消费品进城，实现水产品等农产品快速周转，有效满足
城市及周边区域消费需求，有效支撑城乡消费。

国家级“金字招牌”的落地，将为漳州打造现代化滨

海城市注入强劲的“冷”动力。一条高效、可靠、覆盖全域
的“从田间到餐桌、从海洋到市场”的全链条冷链服务体
系正加速成型。它将让一只小管、一尾鱼、一筐果，更容
易、更快、更新鲜地完成从产地到舌尖的旅程，让漳州的

“山海之鲜”真正无阻地抵达“万家之灶”。

破解“鲜”味传递困局

基地为何落于漳州？该基地的核心位于东山县，作
为我省重要的“蓝色粮仓”，东山坐拥国务院《福建省国
土空间规划》定位的“特优水产品供应区”。2024年，东山
县水产品总产量达 49.11万吨，规模以上加工产值高达
146.39亿元，水产品出口额稳居全国县级前列，堪称福
建水产“黄金产区”。全县冷库库容近25万吨，占漳州市
总量五分之一以上，冷链运输车辆超400辆，占全市三分
之一。

然而，冷链短板曾制约着“鲜”味的传递。冷链设施
不足、产地冷库滞后、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普遍存
在，导致高品质海产在流通中损耗率高，农户与企业收
益受损，消费者也难以享用真正“生猛”的海味。

国家级基地的建设将系统性地破解这些瓶颈。基地
规划清晰，由水产品精深加工区、休闲渔业区、水产品粗
加工区三大功能区构成，总投资额高达 124.86亿元。遵
循“存量整合提升为主、增量补短为辅”原则，将着力增
加 55万立方米增量冷库容量（总库容达 117.27万立方
米），优化布局，提升设施现代化与信息化水平，避免低
效重复建设，目标是建成服务闽西南、粤东、赣南，连接

两岸，辐射海内外的冷链物流枢纽。
“基地建成后，我们的海鲜产品在品质稳定性和市

场响应速度上将实现质的飞跃，消费者都能更快、更安
心地品尝到‘东山鲜’的魅力。”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启生说道。

带动效应已辐射全市

“基地建成后，东山及周边海域丰富的石斑鱼、鲍
鱼、对虾等，乃至漳州本土的特色农产品，都将受益于这
条高效冷链动脉。”漳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消费
者通过电商平台下单，或在家门口的超市、生鲜店，将能
更便捷地购买到更新鲜、品质更有保障的生鲜产品，真
正实现“海洋到市场”“田间到餐桌”的无忧直达。

基地的建设是漳州冷链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
擎，其带动效应已辐射全市。漳州市发改委正以此为抓
手，全力攻坚项目。龙海糖巢零食产业园、龙海冷链智
能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今年 1至 5月已完成年
度投资的 47.4%，超序时进度。同时，深化“物流+”融
合，重点打造“冷链+电商”“冷链+加工”等新模式。

从东山湾畔的渔港到灯火通明的都市餐桌，一条
由国家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支撑的“鲜味高速路”正在
加速铺就。当“东山小管”“漳州味”通过高效冷链网络，
以最新鲜的姿态抵达千家万户，漳州这座现代化滨海
城市的“冷”实力，正转化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澎湃热力。

⊙本报记者 李立平 通讯员 杜迎香

漳州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速构建“从田间到餐桌、
从海洋到市场”的全链条冷链服务体系——

“冷”实力护航漳州海鲜“热”

江风拂面，数十辆观光公交车如轻盈的舟，悄然滑
入九龙江畔这幅巨大的水墨长卷。“滴”一声扫码，游人
悠然落座。这张 20元的一日通票，便是打开 8.6公里滨
江画廊的钥匙——自由随心，上下皆风景。

为提升游客体验、织密滨水交通网络、护航园区安
全，龙江岁月园区二期于今年元旦开园之际，同步开通
了这条观光公交专线。专线起点位于水仙花大桥脚下的
生态园，终点直抵“龙江颂”文化地标，高效贯通漳州高
新区龙江岁月二期8.6公里精华景观带。

一线串五景，畅享“一站式”游玩

“20元的一日票在手，看到美景随时下车，不必担

心错过任何景点，游玩后可再乘车返程。”游客林女士
兴奋地说，以前来这边玩，景点之间有些距离，特别是
带娃抱着走吃不消，有了观光车，景点之间距离不再是
问题了。

观光公交专线巧妙地将龙江岁月二期稻田花海、
丹溪官田、城市阳台、江畔渔歌以及龙舟记忆五大特色
板块连为一体，串起龙江岁月园区的核心风景线。游客
手持电子车票，畅游滨江生态画廊的“一站式”体验就
此展开。

站点即景点，观光车每到一个站点都会停下，让游
客下车游玩。指示牌上，园区内的景点走向一目了然。夏
日，限定的“五彩世界”波斯菊花海光彩夺目，丹溪官田

白墙红瓦的传统闽南建筑群散发着岁月的沉香，九龙江
大桥下的“绿野仙踪”让人迷醉，龙舟记忆区将漳州古老
的龙舟文化娓娓道来，仿佛还能听见不久前龙舟竞渡的
鼓点与呐喊……

观光公交车项目的加入，不仅完善了配套、提升
了景区形象与游客满意度，半封闭式管理更筑牢了安
全防线。车轮转动间，也悄然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注
入新活力。

随上随下，全园区循环运转

观光公交专线的灵魂在于其灵活便捷的运营模式。
它将 8.6公里路段科学划分为三个运行区间，设置固定
路线与发车班次。一日通票20元，当天可无限次自由上
下，还设有6元单程票供选择。旅游旺季与节假日，园区
还会贴心加密班次，确保游客尽兴而归。

“有固定的站点和发车时间，这本质上是一条市政
公交线路，但它兼具了观光车的功能，以及更灵活的运
营模式。”龙江岁月园区运营管理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
通票，观光公交车还提供定制包车服务，“我们会根据公
交车运营的具体情况，不断优化运营方案”。

“我们有公交车 70 多部，平时四五分钟便有一班
车，一到节假日游客多的时候，基本没有停歇，全园区循
环运转。”园区公交车司机蔡师傅介绍。

“它就是摄影人的移动驿站。”在花海捕捉晨光的摄
影师陈先生身影忙碌，快门声中夹杂着感慨，“晨光里拍
花海，正午聚焦官田古建，黄昏再返花海追金色夕阳，一
票搞定全程交通！”

“全线通行、随上随下、景点即停的设计太贴心了！”
家庭出行的李女士同样赞不绝口，“孩子被城市阳台的
无人机表演迷住，玩够了就坐下一班车无缝转战，省脚
力更省心！”

外出游玩，安全第一。景区还配有警务站，并联动蓝
天、曙光等专业救援队，发动志愿巡防力量，织密了园区的
安全防护网。

“在这里，时光变成了最奢侈的享受。”一位游客望
着江面轻声道出心声，“随上随下，节奏由我，这才是真
正的自由滋味。”

⊙本报记者 周杨宁 通讯员 陈星彤

龙江岁月观光专线串起江滨画廊精华景观带——

一票畅游一票畅游88..66公里公里

观光公交专线穿行在江滨画廊中观光公交专线穿行在江滨画廊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洁严洁 摄摄

中考的交卷铃才鸣响，“创
新班”的旗帜已经扬起。“拔尖”

“人才”“早期培养”等字眼，牵
动着不少家长的神经。

不只是家长，众多学校也担
心“慢人一步”，故而连日来各个
学校的公告，给人以“只争朝夕”
之感，你方未唱罢，我方已登场。

从各校发布的方案来看，目前，漳州在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方面主要呈现出两个方向：一是向上衔接高等教育，
二是向下延伸义务教育。漳州一中、漳州三中、漳州二中
（闽南师大附中）、厦大附中均提出，将衔接顶尖高校老
师组成“学术导师团”对学生进行指导教学；漳州一中、
漳州三中、厦大附中作为漳州市中小学拔尖创新人才早
期培养首批试点学校，今年也启动面对小学的“选苗”

“育苗”。

不管是向下早发现“苗子”，还是向上育好“苗子”，
这样“使出浑身解数”的竞争值得肯定。在漳州实行公民
办同招改革后，公办校的主体意识大大激发。大家在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上进行积极探索，在竞争中激发教学活力，
相信一定会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变化。

在这股热潮中，我们似乎应当回归“创新”二字的本
源思考。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简单来说，是
教育部门对一些学科拔尖人才通过早期培养与教育创
新，激发其科研创新和人文创新的才能，从而为社会培养
更多拔尖创新人才。也是顺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
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之举。普通高中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无疑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关键阶段。

由此可见，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最大目的，在
于“育尖”而不在于“掐尖”。简而言之，是做大优质生源
这块蛋糕。

有“高原”才能有“高峰”，这是教育界的共识。我们
要清醒认识到，创新人才不是“拔”出来的，而是在适宜
的教学方式的“土壤”中，以及良好的教育生态下主动生

“长”出来的。因此，无论哪种培养模式，其落脚点都在因
材施教上。只有因材施教，给予学生更多“适配”的资源，
才能最终成长成栋梁。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上，漳州各校不妨找准自己的定位，发展自己的特色，拿
出与之匹配的课程培养体系，为漳州学生提供多样化选
择。比如漳州三中可借助福建师范大学的“数学导师
团”，对有数学天赋的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漳州二中
（闽南师大附中）可借助闽南师大的“物理导师团”，培养
具有物理方面才能的学生……学校不仅能找到特色的
核心培养路径，更为不同学科领域、不同水平的学生提
供个性化选择，把优质生源的蛋糕做大。

⊙云筱

不是“掐尖”重在“育尖”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 通讯员 王逸豪）近日，福建省数据管理
局公示2025年福建省第一批数据企业名单，漳州32家企业入选，
数量位居全省第三，实现入选企业数量历史性突破。

本次入选企业实现入库类型全覆盖，涵盖数据资源、数据技
术、数据服务、数据应用、数据安全、数据基础设施六大关键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企业成为此次入选的主力军。福建三宝钢铁有
限公司、太龙（福建）数据有限公司等 22家民营企业成功入选，占
入选企业总数的69%，创历史新高。这一数据充分体现了漳州民营
经济在数字转型浪潮中的蓬勃活力与创新潜力。

从区域分布来看，各县区培育成效显著。芗城区以 12家入选
企业领跑全市，龙文区、漳州高新区入选企业均超过5家，龙海区、
漳浦县、东山县、南靖县、漳州台商投资区更是实现入选企业数零
的突破，形成全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此次入选数量创新高，是漳州市长期以来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企业培育力度的成果体现。未来，漳州将
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数据资源，强化创新驱动，推动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漳州
力量”。

我市32家企业胸中有“数”

本报讯（陈蕾 文/图）近日，福建省重点建设项目——福建福
祥隆新材料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在华安经
济开发区正式进入试投产阶段。

该项目作为区域智能家具家居产业链“铸链、补链、延链、强
链”的关键环节，总投资 4亿元，占地 119.5亩，投产后将显著提升
产业集聚效应，预计全部达产年产值达23.5亿元，可带动数百个技
术岗位，为华安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据福建省发改委2025年重点项目清单显示，福祥隆产业园是
漳州市入选的智能制造类项目之一，重点支持其打造“智能工厂+
绿色制造”双示范工程。福祥隆产业园总规划占地 344亩，计划总
投资 15.5亿元，分三期建设。目前投产的一期工程为重点建设 4.0
智能数字化家具生产车间，集成智能仓储、物流、装备及质量检测
系统，通过实时数据分析和自适应优化，实现生产全要素智能化。

走进一期项目生产车间，智能化气息扑面而来：7条全国领先
的全自动压贴线高速运转，工人们熟练操作设备，各环节紧密配
合，形成高效生产景象。这些国际先进设备依托5G技术，实现全流
程智能感知和决策优化，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产品良品率也显
著提高。“目前试产的压贴线月产能达 12万片，误差控制在毫米
级，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福建福祥隆新材料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贻兵介绍道。

近年来，华安经济开发区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引进高新技
术项目。福祥隆产业园的落地是开发区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
方位支持、招商引资成果的具体体现。该项目填补了高端家居基材
智造空白，与区内企业形成“基材—加工—成品”闭环产业链，预计
降低本地采购成本 15%，是开发区从传统制造走向智造集群转型
的重要一环。

题图：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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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力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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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企业“爬坡过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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