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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泉州市市长郑新聪
在今年全国人代会的小组讨论中，建议
国家支持泉州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海洋经济、
旅游开发等方面探索新举措、新路径和
新模式，支持泉州承办“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经贸博览会”，并举办“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商务投资论坛”，支持泉州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郑新聪代表的建议，代表了福建人
民对重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辉煌
的渴望和期盼，顺应了福建融入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这一新时期重大战略的需要。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因为得天独
厚的海域优势，历史上曾书写过许许多
多海上交往的传奇：泉州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确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
一，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
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郑和下
西洋使“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拓
展；福州的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
的重要基地；漳州月港是明朝中后期

“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福建既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陆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对外经贸
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如
今，东盟国家 2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有

近 1000 万人祖籍福建，闽籍港澳同胞
有 120多万。

近年来，福建主动融入中国—东盟
的国家合作框架，对接中国—东盟自贸
区建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初
步成效——

2013 年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 242.9
亿美元，实际利用来自东盟的外资 3.47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福建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截至 2013
年底，福建与 8 个东盟国家有关城市建
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福建在东盟设立的
境外企业和分支机构共达 156 家，对外
投资额 4.5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闽企

“走出去”的重要地区。2012 年以来，
先后举办了“中国 （福建） —东盟合作
与互联互通研讨会”、“中国 （福建） —
东盟工作交流会”等一系列交流活动，

“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正式落户
福建师范大学。2013 年，福建省博物
院牵头，联合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广东、广西和海南 7 省区的 45 家
博 物 馆 ， 共 同 参 与 组 织 了 一 场 大 型

“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以及“丝路帆
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汇集
展览“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精品文
物数百件 （套）。

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战略部
署，福建抢抓机遇，将历史优势、人文
优势、经贸优势转化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工作优势，统筹经贸与人文、官方
与民间、“走出去”与“引进来”，梳理
生成、推动实施一批经贸与人文交流项
目，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海洋经济合作方面，将推动与东盟
建立长期稳定的渔业合作会谈机制，支
持本省企业建设境外渔业综合基地和水
产养殖基地；产业合作方面，推动“菌
草示范基地”走进东盟国家，推动福建
菌草及旱稻技术在南太岛国的普及，鼓
励金融机构发展与东盟各类贸易融资产
品，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在贸易及物流合作方面，用好中国—东
盟、中国—新加坡等自贸区优惠政策，
促进双边贸易稳定增长。继续组织企业
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办好在印尼、
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福建商品展，持续
开拓新东盟市场；在双向投资领域，将
组织招商队伍赴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开
展招商活动。支持本省企业赴东盟、中
亚等地区投资建设资源开发、境外生产
加工、营销网络等项目；在能源资源合
作方面，将加强与东盟等地区能源、矿
产资源供应合作，推动能源资源勘探开
发领域合作，推进罗源湾、湄洲湾等煤
炭储备中转基地建设。 文/石 伟

作为我国面向亚太地区的主要开放窗口之一，福建省将在国家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对外经济走廊建设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福建：在“海上丝路”新起点起航福建：在“海上丝路”新起点起航
有着 336 公里大陆海岸线和 107 公里海岛海岸线

的福建莆田市，是历史上有名的天然良港。100 多个
大小岛屿如点点繁星，散布在湄洲湾、平海湾和兴化湾
周边。优良的海洋资源，成为哺育当地人民世世代代
繁衍生息的不竭“粮仓”。

怎样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如何在保护海洋
环境的同时让海洋更好地造福人民，是莆田市委、市政府
近年来重点思考的问题。去年，莆田市委、市政府制定的

《关于加快推进南日岛海洋牧场建设的决定》出台。
根据这项决定，海洋生态养殖、海上风电开发、海

上休闲旅游，成为拉动莆田海洋牧场建设的引擎。按
照“一年全面启动，三年拉开框架，五年实现跨越”的发
展目标，以海洋生态养殖，积极培育水产品精深加工、
海洋渔业物流、海洋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为龙头，形成
海洋牧场面积 150万亩、海洋经济总产值 1000亿元。

鲍鱼养殖是莆田市的传统海洋产业，网箱达到 4
万多口，养殖量近 4 亿只，年产值近 11 亿元。在人口
总数 6 万人的南日岛，从事鲍鱼养殖及相关行业的就
有 4 万多人。南日鲍已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和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除了鲍鱼，莆田市还盛产海参、石斑鱼、大海蟹、斑
节虾等 100 多种名优水产品，并且形成了规模化的龙
须菜、海带等藻类养殖基地。宽阔的海域面积和丰富
的渔业资源，为发展海洋生态养殖业提供了优越的条
件。目前，莆田正加紧组建以海洋开发投资、渔港开发
建设、海洋投资担保和滨海旅游为主体的南日集团，探
索“政府+银行+科研机构+公司+农户”的“五合一”海
上养殖合作模式。通过海上风电、海下养殖、海上风电
开发与渔业资源养殖有机结合，进而实现立体化、多品
种、多模式利用海域资源。

作为国内的海洋大省，福建去年在《加快海洋经济
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积极发展“海洋牧场”，重点
建设莆田等大型设施化立体化生态养殖基地。南日岛

“海洋牧场”就是莆田在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实现海洋资源利用最大化的例子。

莆田市委书记梁建勇表示，在南日群岛海域开展
全国“海洋牧场”试点工作，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一是营造“海洋牧场”生态环境。开展重要海
洋生物资源保护与修复以及海区苗种增殖放流、人工
鱼藻贝礁建设，发展“栽培渔业”；二是可持续利用“海
洋牧场”。充分利用原生态海水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
离岸深水设施养殖技术，带动近岸贝藻混养碳汇渔业
养殖基地转型升级；三是建设“海洋牧场”支撑体系。
创建海上风能利用与海水养殖相兼容的立体海洋资源
开发模式，建设南日浮叶中心渔港等“海洋牧场”补给
基地，开发海岛海水淡化示范项目。 文/石 伟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莆田湄洲湾

奏响“海洋牧歌”

泉州古称“刺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

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图为泉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海 西 新 跨 越 特 刊

三明，一座钟灵毓秀的文明城市，一方激情澎湃的红色土
地，一个亿万客属的心灵家园，一颗海峡西岸的绿野明珠！

三明，也是一部历史悠久的尚书文化史，一册醇厚香
永的绿色茶书。2013 年 9 月，一个融合千年的客家大众品
茶文化、尚书文化于一体的三明茶业公共品牌“尚书品”
在 9·8 中国投洽会的品牌茶业展上启动、亮相，成为茶业
界的新秀。

好山好水出好茶。三明地处闽江、赣江、九龙江“三
江”之源，武夷山、戴云山、玳瑁山“三山”怀抱。群山披
黛，绿水含波，丘壑交错，云蒸霞蔚，遍布着“茶中有林、
林中有茶”的生态茶园。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优势和生态环
境优势造就三明茶叶具有内含物质丰富，香高馥郁、鲜爽醇
厚、汤色明亮等独特品质。

三明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区，有千余年产茶历
史，但凡风景名胜，人文古村都有树龄久远的名茶老树，品
不尽的茶事茶香。全市存有野生、半野生茶群落 20 多处，
其中永安天宝岩等 7 处野生茶被列为福建省茶树优异种质资
源保护区域。今天，三明茶产业正吐故纳新、厚积薄发，成
为三明重要的特色农业产业。全市现有茶园面积 36.5 万亩，
产量 3 万多吨，主产绿茶、乌龙茶、红茶三大类，兼有少量
白茶、黑茶，以及独具三明特色的野生茶。三明的名优绿茶
是福建亮点，品种齐全、品质优异；三明的乌龙茶是福建后

起之秀，其中铁观音是继泉州、漳州之后的全省第三大产
区，金观音茶品质优异；三明的红茶更是异军突起，独具花
果香气和甘醇甜爽滋味，备受青睐。

三明所有县 （市、区） 都产茶，大田、尤溪、沙县、永
安、清流、宁化等 6 县 （市） 列为全国重点产茶县。大田、
尤溪、沙县、永安、明溪、宁化、清流等 7 县 （市） 被列为
福建省乌龙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域。大田县被列为全国茶
叶优势百强县，成为“中国高山乌龙茶之乡”和“全国绿色
食品 （茶叶）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县；尤溪县列为全国无公
害茶叶生产示范县和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尤溪绿茶”获
得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三明茶叶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茶、生态茶、安全茶、健
康茶、大众茶。为整合提升三明茶产业的发展水平，三明市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实施”的理念，统一品
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宣传，打造三明茶业公共品
牌“尚书品”。在加盟企业全面推行“3P”管理 （GAP 规范
种植管护、GMP 规范生产加工、GSP 规范流通销售），建立
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不断提高“尚书品”茶叶品质；加强
宣传推介，不断提高“尚书品”茶业品牌知名度。

闽之韵在于茶，茶之味在于品，品之道在于“尚书
品”，“真、信、敬”的“尚书品”茶叶，必将是闽茶之代
表，中华名茶之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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