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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吴静芳）8 月 27 日，市委副
书记、宣传部部长吴卫红带队深入长泰、华安，
调研推进种养加一体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以加快建设种养加一体化现代农业产业园
为抓手，持续提高农业集约化、组织化、专业
化、规模化水平，加快打造高质量立体循环现
代农业产业。

市领导一行先后来到长泰古农农场、陈巷
镇、岩溪镇以及华安华丰镇、湖林乡，深入富盛
食品加工、妙韩果蔬专业合作社、鸿森畜禽养
殖、华丰产业园、得极庄农业、华牧农业等项
目，听取产业园规划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实地
察看现代农业种植、畜禽屠宰及深加工、农产
品加工、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情况，对下阶段工
作作出具体指导。

市领导指出，建设种养加一体化现代农业
产业园，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市特色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以种
带养、以养促种、以养定‘处’”，科学精准测
算县域范围内的产业发展现状、畜禽养殖总
量、粪污当量、农作物土地承载力、屠宰加工
能力等情况，紧密衔接种植、养殖、加工、销
售、粪污处理等环节，推动形成种养互补、立
体循环、全面消纳的一体化发展格局。要注重
可持续性、可操作性，综合考量环境承载能
力，严把园区准入标准，适当预留发展空间，
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亩产效
益，力争园区综合效益实现最大化。要积极延
伸产业链条，大力推广新品种、新业态、新模
式，做优做大做强畜禽养殖、蔬菜、柑橘、茶叶
等特色产业，加快农文旅、茶文旅等业态融
合，促进一产接二连三发展。要强化科技支
撑，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用好无人机、大数据等新技术
新工具，不断提升产业园建设现代化、智能化水平。要突出市
场导向，聚焦打通种养加销全链条，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直播
带货等业态，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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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福建合茶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空气中弥漫的茶香，沁人心脾。
经过杀青、揉捻、摇青、烘焙等制茶工序，
茶青实现了变茶叶的“转身”。

过去，颜色稳定性较差、温度灵敏度
较高、茶香维持时间较短是茶叶加工的

“老大难”问题。“坚持创新是改变现状、谋
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合茶道董事长傅四
方说，公司从源头入手，创新启用智慧农
业生态管理系统，利用“一个平台、一个系
统、一个中心”整合田间物联网设备，实现
无公害标准化种植。在制茶过程中，公司
使用智能App科学监管，严格控制制茶温
度、时间，使茶口感更好、颜色更佳、保存
时间更长。

合茶道是我市新评价的 89家创新型
中小企业之一，而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我
市培育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

近年来，漳州坚持梯队培优、精准服
务，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优质中
小企业培育的三个层次，不断优化企业
梯度培育体系，打造“环环相扣、层层提
升”的培育模式，助力中小企业实现发展

“三级跳”。

层次逐级提高 能量逐级变大

梯度培育，关键在“梯度”。“把企业分
为三个层次，一个比一个层次高，一个比
一个能量大。三个层次分明、相互衔接，每
个企业都能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找到不同
的发展‘坐标’，目标明确、稳步前行。”市

工信局中小企业科科长任德春介绍，这不
仅有利于企业看清差距与方向，也有助于
部门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精准度，该浇水
浇水、该施肥施肥，助力企业脚踏实地、循
序渐进迈上新台阶。

不同层次，侧重不同。创新型中小企业
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较强创新能力和发展
潜力，是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致力实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
化发展，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是优质中
小企业的中坚力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位于产业基础核心领域、产业链关键环节，
创新能力突出、掌握核心技术、细分市场占
有率高、质量效益好，是优质中小企业的核
心力量。截至目前，全市培育创新型中小企
业38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97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24家。

关键在创新 重点在创新

在三类企业评价标准中，创新能力都
是最主要的评价维度。以创新为引领，凯
盛（漳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
210R 新美学双层镀膜玻璃，填补了我国
光伏市场美学玻璃的空白。

而在2022年以前，凯盛新能源的前身

台玻（福建）公司曾因设备和工艺技术较
为落后、创新能力不强，难以适应市场需
求，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痛定思痛、知耻
后勇，凯盛科技集团在全资收购台玻后，
将创新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凯盛新能源生产车间里，210R 新美
学双层镀膜玻璃生产线开足马力运转，一
块块厚度 2mm的光伏玻璃稳定生产。“去
年，我们投入2200万元用于光伏玻璃制造
的核心技术创新，成功研发出 210R新美
学双层镀膜玻璃。”凯盛新能源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曹艳平说。如今，凯盛新能
源每年能生产 3500万平方米光伏玻璃用
于光伏发电组件的配套供应，而这些光伏
发电组件每年发出的电，可供 230万个家
庭使用。

在创新的加持下，凯盛新能源也在
2022年实现完成收购即扭亏为盈，2023年
实现利润4000多万元。

“定制化”服务 助企“向上攀登”

企业“向上攀登”，离不开职能部门的
“强大助力”。

“得知我们有意进行技术改造和新产
品研发时，工信局等部门的分管领导、挂

钩干部主动上门指导帮扶，带着评定标准
进驻企业，逐条对照帮助企业申请技改项
目奖补资金。”曹艳平说，2023年，凯盛新
能源从创新型中小企业跃升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实现了华丽晋级。

诚如企业所言，漳州针对不同发展阶
段、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需求，按照资源
优化配置原则，提供“定制化”服务。

比如，在全省首创的政企直通车平台
“千人千企”版块，挂钩干部与企业“云上
结对子”，平台全程线上记录干部走访企
业、协调解决问题情况，并通过“数字赋
能+精准帮扶”“线下集问题+掌上云办
理”等，形成专属的“挂钩帮扶笔记”，挂钩
干部一键式“掌上办”“云转办”企业诉求，
让企业诉求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再比如，惠企政策涉及各个层次且有
相应区分。《漳州市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了“对顺利通过复
核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和 5
万元”。《漳州市鼓励企业入园进区增产增
效的若干措施》明确“对新入园且获评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在现有奖补资金基
础上叠加 20%奖励；入园前获评的给予
20%的补差奖励”等。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企业梯度
培育工作，认真遴选一批优质培育对象，
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构建高效服务体系，
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走创新之路，助推企
业做大做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任
德春说。

梯队培优 精准服务

漳州助力中小企业“三级跳”
⊙本报记者 廖瑜婷 通讯员 曾柯杏

漳州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作为优质中小企业培育的三个层次，其中，创新型中小企
业是基础力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中坚力量，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是核心力量

订单在生产前实现成本分析，成品
质检和入库实现信息可追溯，公司部门
之间和部门内部的业务办公实现信息
共享、协同管理……在福建欣亿达实业
有限公司的生产管理中，数智浪潮正深
刻改变着企业的运营方式和经济发展
模式。

欣亿达公司于 2010 年 5 月落户常山
开发区，是一家专业生产工业控制板、显
示器、人脸识别系统等产品的台资企业。
考虑到原先使用的管理系统跟不上业务
发展和生产需要，2023年，企业投入 3000
多万元，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引入MES
系统，提升改造生产线，实现企业内部管
理的精细化和高效化。同一年，该公司成
为常山开发区第一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

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管理制度，规范

了工作流程，产品质量提高了 98%，人工
成本降低了 40%。”福建欣亿达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办陈先生如是说。

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常山开发区深入实施产业升级
工程，一方面加强政策引领，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涵盖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升级等
多个方面的扶持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了
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有力的政策保障，另一

方面强化平台支撑，注重组织企业“走出
去”学习交流。

在常山开发区的积极推动下，众多企
业纷纷加快转型步伐，企业之间比学赶
超，产业升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美肯科
技有限公司通过引进“机器手”和数字化
采集设备，实现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
的华丽转身，生产流程更加优化，资源配
置更加合理。万佳华盛化工有限公司实施
车间数字化转型项目，引入先进的数字化
生产管理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

和智能化调度。
截至今年 7 月，常山开发区已培育 6

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据了解，常山开发区下一步将持续
优化服务保障，深化“千名干部挂千企”，
建立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库，对重点项
目进行跟踪指导，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在
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持续推动企业转型向更深层次、更广
领域拓展。 ⊙彭莉 黄志亮

常山开发区：智改数转促产业升级

在云霄县种养加一体化产业园示范点的养殖端，各种养
殖设施一应俱全，将生猪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明明白白，
一头头茁壮成长的生猪即将被送到客户手中。“预计养殖场
今年可出栏 1万头种猪和商品猪。”示范点的总经理许坤成近
日高兴地说。

该示范点从今年开始推进种养加一体化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目前已完成沼液处理中心建设。示范点产出的粪肥经过
沼液处理，由管道输送给荣福家庭农场及周边果园种植户。通
过粪污资源化利用，年可减少化肥施用量 144 吨，增加收入
88.2万元。这种生态联动循环的模式，使养殖场走出了一条变

“废”为“肥”的发展之路，不仅解决了养殖的环保问题，还为农
业生产提供了优质的有机肥料，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多赢。

“下一步，我们将建设有机肥处理中心，目前已完成土地平
整，预计 9月底可以投用。”许坤成表示，届时，中心生产出的有
机肥可以直接卖给农户，改善土壤，提高农作物产量。

今年来，云霄县以列入2024年国家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整县推进项目为契机，加快推进种养加一体化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打通养殖与种植的生态联动循环，对辖区 21家畜禽养殖
场和3家沼液资源化利用种植示范基地进行粪污资源化利用设
施升级改造，探寻就近消纳、变废为宝、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发展之路。

⊙张怡 汤金梅 方阗 张毅廷

云霄：

变“废”为“肥”赚上“生态钱”

“今天退养多少头？能够全部退完吗？”
8月 13日，距离漳浦县绥安镇完成鹿

溪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退养任务的时
限仅剩两天，丝毫不敢松懈的镇长蔡燕斌
再次来到溪南村实地巡查退养工作。

在生猪养殖户柯某家中，蔡燕斌与柯
某话起了家常。当柯某谈起年少时在鹿溪
流域支流永清溪玩水的回忆，蔡燕斌乘势
问道：“看着现在的溪水，还敢下河游泳、
抓鱼吗？”

“现在水质没以前那么好了，还怎么
敢呢？”

抿了一口茶，蔡燕斌接着说道：“山清
水秀才能人杰地灵，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里还有这些美好的乡愁画面，如果不能让
永清溪‘永清’，那我们拿什么留给子孙后
代？”听完话，柯某低下头、讪笑着。

今年5月中旬，漳浦县吹响了坚决打赢
鹿溪流域水质提升攻坚战的号角。作为主战
场，绥安镇全力推进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此次治理范围广、退养时间紧，如何
突破？战役之初，蔡燕斌陷入了沉思。脚下
有泥，心中才有底。经“不论是谁、不漏一
场、不落一头”的“铁面”排查，全镇共摸排
出无证养猪场 87 座、生猪存栏 13482 头，

其中，溪南村44座存栏10683头。
溪南村“破”，则全局“破”。然而，生猪

养殖是溪南村的重点支柱产业，退养难度
之大可想而知。起初，蔡燕斌和干部们一起
入户动员，也吃过不少养殖户的闭门羹。柯

某就是其中一户。几个月前，接到退养通
知，一时间心里难以接受的柯某，更是排斥
着干部入户排查，闭门不见。

“做群众工作需要将心比心、换位思
考，能不能整合各方资源，帮忙解决生猪对

接销售等难题，减少他们的损失呢？”蔡燕斌
内心掂量着。为此，该镇组织成立工作专班，
实行挂图作战，“情理法”相融，走村入户、挨
家挨户了解养殖户的顾虑和诉求，算好经济
账、生态账、健康账。经镇、村两级干部多次
上门做思想工作，柯某最终同意退养。

“最后一批仔猪前天被预订了，今天
可以全部清栏。”给蔡燕斌续了一杯茶水
后，柯某当场表示。

从过去吃“闭门羹”到如今喝上热茶，
从受尽冷眼到和气沟通，养殖户态度的转
变让蔡燕斌很是欣慰：“群众支持了，按时
完成整治任务就有保障了。”

从柯某家中出来，蔡燕斌来到溪南村
村委会会议室。站在鹿溪流域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作战图”前，她对下阶段的工作重
点心中有数：一是严防生猪复养反弹，尽
快建立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做到长效管
理、久久为功；二是引导养殖户产业转型，
多入户倾听群众的诉求。

其中，产业转型迫在眉睫。“退养之
后，群众要靠什么发展？家庭经济收入从
何而来？作为基层政府部门，我们能做些
什么？”启动治理以来，这一系列问题始终
揪着蔡燕斌的心。 （下转第二版）

漳浦绥安镇：镇长挂图作战护碧水
⊙本报记者 吴静芳 通讯员 林惠卿 陈文豪 实习生 郑小宇

古雷：高效运转筑牢支撑
腾拓空间向绿求新

龙海：动真碰硬直击痛点堵点
标本兼治推动持续向好

◀第四版▶
诏安：集智聚力擘画发展蓝图

守正创新积蓄不竭动力
平和：生态优先坚持绿色发展

转型升级助推产业振兴
◀第五版▶

蔡燕斌（右二）和干部们在“作战图”前讨论退养后产业转型 本报记者 严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