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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来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
北部的湖头镇，在位于镇东部的现代光电
产业园区，被连片的现代光电企业所吸引
——整齐划一的连片厂房、来来往往的集
装箱货车、紧张调试的大型设备……一派
繁忙景象。

若干年前，如果把“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这些时髦名词与安溪连在一
起，简直难以想象。曾几何时，茶叶种植、
石头开采、水泥和钢材加工等传统产业长
期支撑着安溪县的经济发展。即便在五
六年前，说起福建安溪，大多数人首先想
到的还是安溪名茶“铁观音”。然而，短短
几年间，安溪县就创新思路，克服零资源
障碍，“无中生有”谋划新产业发展新格
局，在全省率先实现石材全行业退出，淘
汰落后产能，将腾出的土地按照“一步到
位、抢占高端”的思路，建成泉州（湖头）光
电产业园、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建）产业
园、厦门泉州经济合作区湖里园和思明
园、弘桥智谷电商园等“五园”。同时于
2016年谋划生成安溪2025产业园、中国
南方水产城、安溪卫浴新城 3 大专业园
区，打造出了光电、信息、电子商务、物流
等多个新兴产业集群，给当地经济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以商招商”延伸产业链

由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具体负责
招商工作，吸引了一批国内光电企业落户

5年前，这里还是荒山一片。如今，一
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快速崛起，2016年，园
区完成工业产值超过 50 亿元，成为福建
省起步最晚、发展最快、产业链最完整的
光电产业园——安溪县湖头镇光电产
业园。

一个位于山区县的光电产业园，短短
几年内何以傲立行业潮头？

“运营近 5 年，效果十分符合预期。
这个项目投产后，光电中下游的一批企业
被吸引了过来。”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三安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秀成很自豪。

2011 年，三安光电要上马一个蓝宝
石衬底芯片项目。几番商谈之后，最终决
定将项目放在湖头镇。2013 年初，三安
光电蓝宝石衬底芯片一期项目投产。彼
时，国内的光电业正迎来发展高峰期，上
游的蓝宝石衬底芯片需求暴涨，产品供不
应求。

蓝宝石衬底芯片项目落地和投产后，
为加快吸引国内外中下游光电企业落户，
湖头光电产业园创新招商模式，采取集团
式招商的办法，由政府负责提供土地、完

善配套服务，企业负责具体招商，当地称
之为“以商招商”模式。根据这一思路，安
溪县和湖头镇将具体的招商工作交给了
三安光电。在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
策划和组织下，从2012年起，一批国内光
电企业相继到湖头考察、落户。

福建天电光电有限公司因此来到了
湖头镇。2012 年，天电光电进驻湖头镇
光电产业园，并将总部设在湖头镇。“在湖
头镇，我们可以自己建厂，不但能提升公
司形象，还让员工有归属感。”公司副总经
理邱政康坦言，湖头镇光电产业园的招商
条件很吸引人，政府也很重视，有些项目
还有补助，且周边配套也较为完善。

“将以前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直接招
商，转为出台统一的优惠条件，委托企业
招商，这种企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效
率极高。”湖头镇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熟
知行业发展和企业运行，三安光电的招商
工作很快取得突破。

经过短短5年发展，安溪县湖头镇以
光电产业园区为载体，聚集了 20 余家上
下游配套企业，形成涵盖“衬底—芯片
—封装—应用”的全产业链集群，行业产
值近百亿元。

布阵EC产业抢占科技高地

地方政府在治理低端污染产业、淘汰
落后产能的过程中，果断实行产业转型，
抢占科技产业高地

同样的“无中生有”也在安溪县工业
重镇龙门镇上演。

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建）产业园（以
下简称EC产业园）所在的安溪县龙门镇，
2015 年之前还是一片荒芜、杂乱之地。

“这里曾经聚集着不少传统石材企业，污
染比较严重。后来，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
需求，安溪县组织专门力量多次争取，最
终使EC产业园落地于此。”EC产业园管
委会主任陈清芳介绍，EC 产业园主要以
大规模、多等级数据中心为核心，发展云
计算、数字媒体、服务外包、电子商务、文
化创意等 5 大产业，主要建设“三中心三
基地”，即数据中心、信息技术教育实训中
心、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国际交流中
心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国际数

字媒体产业基地、海西电子商务产业集群
基地。目前已形成以云计算、数字媒体、
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等为主体的产业
体系。

数字渲染、动作捕捉、Kinect 体感游
戏、3D 签到……在惠普布塔国际数字媒
体产业基地内的数字媒体展览馆内，参观
人员体验到了高科技带来的乐趣。惠普
布塔国际数字媒体产业基地由惠普公司
和厦门布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投资公司
合作建设，主要依托建成后的数据中心建
设 3 大核心项目：数字渲染中心、音乐音
效中心、动作捕捉中心。3大中心建成后，
将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现代数字媒体产
业基地，吸引亚洲大型影视制作和动漫制
作等企业聚集发展。谈及企业为何入驻
EC 产业园，布塔科技总经理胡凌云告诉
记者，安溪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项目所
处区域龙门镇环拥泉州、厦门、漳州、三
明、龙岩等，交通非常便利。更为关键的
是，安溪县打造了优越的营商环境，建设
了高可用数据中心，企业能够无缝对接，
而且这里聚集了大量上下游企业，实现了
产业链延伸。

EC 产业园内，还有布塔科技与吉林
动画学院携手打造的华东南最大的VR创
作基地。去年11月新签约的战略合作伙
伴中国经济信息社，可望把园区产业从数
据储存拓展至数据应用。

陈清芳说，EC产业园落地于龙门镇，
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在治理低端污染产业、
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果断实行产业转
型，抢占科技产业高地，引进了国富瑞数
据系统有限公司等一批含金量高的龙头
企业，不仅示范带动效应明显，还使产业
链迅速拉长，为安溪智慧产业的快速崛起
提供了强大支撑。

“无中生有”的秘诀

正确的资源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无
缝对接、雄厚的人才基础、优惠的招商政
策，造就了安溪新兴产业异军突起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基础几乎为零的
内陆山区县，安溪缘何“无中生有”，吸引
众多新兴产业落户？

“我们主要通过牵手龙头企业、创新

招商机制等，生成、落地一批好项目、大项
目，以项目建设促产业转型升级。”安溪县
委书记高向荣告诉记者。

近年来，安溪县相继出台了《“项目攻
坚年”“大招商招大商”活动方案》《招商引
资奖励实施暂行规定》等多项重量级政策
举措，在全县营造你追我赶抓招商的浓厚
氛围；成立了2025产业发展基金，募集30
亿元银团基金，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
制造业项目；不断创新招商模式，鼓励开
展异地落户招商，开展招商竞赛，奖励招
商工作先进乡镇，重用招商先进个人……
高向荣说，为了给新兴产业打造更适宜的
成长环境，该县制定出台人才政策，涵盖
人才津补贴、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科研经
费资助以及户口迁入、家属就业、子女就
学等方方面面，为人才引进、落地提供全
方位保障，4套班子领导联系挂钩91家重
点企业的43名优秀人才。

同时，安溪县还注重人才聚集平台的
搭建，设立人才基金、创业基金，出台院士
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的奖励补助办
法，推行对优秀人才一季一联系、一年一
体检、一年一疗养、一年一慰问服务。

截至目前，仅湖头光电产业园就先后
引进乌克兰、波兰、韩国、日本等国的行业
高端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近150人。

“筹建初期，蓝宝石长晶、切磨抛、
DPSS 这 3 项技术对公司来说还是空白。
引进台湾LED专家团队后，公司得以迅
速投产。”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铭欣十分赞赏安溪的人才政策，目
前，该公司LED蓝宝石衬底平片月产能
150万片，长晶自制晶棒月产量106万毫
米 ， 图 形 化 蓝 宝 石 衬 底 片 月 产 量 40
万片。

“人才对于湖头光电产业园这种高新
技术企业集聚的园区来说，尤显宝贵。”湖
头光电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叶政贤说，县
里齐心合力抓人才，优化环境揽人才，多
措并举育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让人才

“引得来、留得住、过得好、有干劲”。
正确的资源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无

缝对接、雄厚的人才基础、优惠的招商政
策，造就了安溪新兴产业异军突起。昔日
矿山、石材厂、崩岗所在的山区被一个个
配套设施完善的产业园取代，一条条产业
链逐渐形成，促使安溪的变化日新月异。

克服零资源困难，创新思路谋发展——

福建安溪:“无中生有”崛起新兴产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煜

若干年前，“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这些时髦名词根本无法

与安溪连在一起，茶叶种植、石头

开采、水泥和钢材加工等传统产业

长期支撑着安溪县的经济发展。

然而，短短几年间，安溪县就创新

思路，克服零资源困难，按照“一步

到位、抢占高端”的思路，打造出光

电、信息、电子商务、物流等多个新

兴产业集群，给当地经济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一到冬季，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就举
办“科普之冬”活动，为广大农民科技致富
提供服务。今年，县科协特邀辽宁省果树
科学研究所红树莓专家郭长杰为桓洞镇
种植户讲解红树莓种植知识。桓洞镇东
西长村农户老雷学习热情特别高，因为他
从种植红树莓中获益不少。“一亩地能产
1500 斤，一年能挣上 3 万来块钱。”老雷
说，“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种植红树莓还
不愁销路，到时候就有企业上门收购。”

老雷所说的企业，就是入驻台安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区的辽宁鑫华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红树莓的生产深加工再
出口。该公司鼓励农民种植红树莓，台安
农高区协调免费为农民提供树苗，现在台
安红树莓种植面积达到 3480 亩，种植面
积逐年扩大。

台安县将农高区作为现代农业集聚
发展的重要平台，全力将其打造为区域内
最完整的食品加工产业链园区。园区自
成立以来，累计投入资金 4 亿元，已引进
入园项目28个。

“园区现有的企业，基本上形成了一
条从生产到深加工再到销售的完整闭合
式产业链，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不断完善
的发展道路。”台安农高区主要负责人牛
宝权说。台安县打造闭合式产业链条，就
是希望通过园区内部上下游企业的运转，
带动整个台安养殖、种植业全面发展，进
而实现台安农业产业革新。如鞍山市九
股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和鞍山星奥肉禽
发展有限公司是鸡鸭屠宰加工企业，辽宁
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一年就可以消耗掉这
两家公司五六千吨的鸡鸭副产品原材

料。闭合产业链充分利用了台安本地的
区位优势和原料供应优势，使企业既节省
了运输成本，还增加了产品优势。

此外，许多深加工企业也与台安县当
地农户签订原材料供应订单合同，每年可
为农户带来巨额经济效益。最终形成园
区企业生产什么、需要什么，周边农民就
种什么、养什么的局面，全面带动农业发
展。在一批畜禽加工企业的带动下，台安
县鸭鹅养殖业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台安
县已建成鸭鹅小区 20 个，鸭鹅综合生产
能力达到1.8亿只。

围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区，台安县形
成了绿色粮豆生产基地、纸浆林开发基
地、肉奶牛生猪基地、肉蛋鸡基地、淡水鱼
基地、经济作物与淡季菜生产基地等6大
主导产业基地。产业基地分布在全县17

个镇场街道，从业人口占全县农业总人口
的32%。

企业的聚集还为台安县提供了巨大
的就业平台。台安新开河镇唐屯村的张
军是九股河公司的装卸工，他对记者说，

“我们夫妻俩都在这里打工，妻子在分解
车间，比我挣的还多呢。”在农高区的周边
乡镇乃至于稍远一些的乡镇，很多农民都
像张军一样，选择到农高区内的企业打
工，逐步转化为产业工人，有了固定收入，
家里的田地则出让或出租，加速了城乡一
体化进程。

据统计，台安农高区拉动就业 2 万
人，带动农户5万户。仅鞍山市九股河集
团、辽宁英达牧业集团、辽宁星河集团 3
家畜禽屠宰企业就带动养殖户超过 1 万
户，实现户均增收1.5万元以上。

辽宁台安：

以产业园区带动农业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张允强

在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宝
森科技农业产业园600亩休闲
观光柠檬园里，成片的柠檬树
郁郁葱葱。“每到开花时节，柠
檬花海最吸引游客，果子成熟
后，大家可以体验采摘、榨汁，
我们还开发了柠檬香浴美容特
色服务。”一颗颗柠檬在宝森科
技农业产业园创始人周方成眼
中就是一枚枚“致富果”。

大到龙头大户几百上千亩
的规模化种植，小到个体农户
田间地头的辛勤耕种，在安岳
县，柠檬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
产业。截至2017年8月末，安
岳柠檬树保存面积52万亩，柠
檬鲜果产量60万吨，安岳柠檬
的种植规模、产量和市场占有
率均占全国80%以上。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十
分适合柠檬生长，上世纪70年
代末，安岳柠檬种植规模就达
到了 3000 亩，柠檬鲜果和芳
香 油 产 量 跃 居 全 国 第 一 。
2000年开始，安岳加快建设柠
檬规模化种植基地，引入龙头
种植加工企业，安岳柠檬种植面积开始以每年3万亩
至5万亩递增。

“有句话说得好，‘全国柠檬看四川，四川柠檬看安
岳’，我们不仅要守好‘安岳柠檬’这块金字招牌，更要
发扬光大。”安岳县卧佛镇飞凤村种植大户周贤明说。

如何“守”？周贤明告诉记者，“种柠檬需要耐心和
信心。前4年基本是纯投入，第5年开始挂果，第6年
进入丰产期。我前后投入5万多元，种植17亩、900多
棵柠檬树。今年开始进入丰产期，虽然果子大小不一，
但慢慢开始有钱赚了，而且只会越赚越多”。

如何“发扬”？安岳是国家级柠檬出口质量安全示
范县，要使用“安岳柠檬”的商标和标识就要做到两个

“坚决不用”：国家规定禁用农药坚决不用；欧美等主要
出口国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限量和严禁使用的农药
坚决不用。“我们的柠檬是要走向世界的，对农户来说，
就要确保每一个果子都符合标准，保护好‘安岳柠檬’
的名声。”周贤明说。

据了解，安岳柠檬已建立了质量可追溯体系，确保
产品质量安全。针对要出口的近30个国家，只要一个
国家禁止使用某一种农药，安岳柠檬就绝对禁用，其他
国家推荐使用的农药也需要看看是否符合全部出口国
的标准，以确保标准统一。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以来，安
岳柠檬创造了10年无一例质量安全个案的纪录。

此外，通过与互联网“牵手”，安岳已经建成470个
乡村电商服务及配送站点，引入包括阿里巴巴、京东在
内的龙头电商企业，培育了6个本土电商品牌，孵化了
4900多个网店，带动就业超过16000人，安岳柠檬电
商年销售额已达1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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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雷婷、通讯员雷军红报道：“以前就
怕进了城，土地撂荒没收益，集体资产也没份。现在土
地入了股，集体资产量化到人，拿到股权证后，在城里
干活、做生意就没了后顾之忧。”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
金峪镇沟北村村民王红乾说。近日，合阳县第一家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在该县沟北村成立。沟北村共有
340户1253名农民拿到了盼望已久的股权证书，持有
股权证，就可以享受到村集体资产的分红等权益。

沟北村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是以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是农
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管理的主体和特别法人，由村党
组织、村委会发起，全体社员联合组建，实行独立核算、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风险共担、按股分红。

沟北村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农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章程》等一系列制度，合作社总股本由集体资源
性资产、经营性净资产、个人入股的土地等资产组成。
总收益提取27%作为公积金用于产业发展壮大，10%
作为公益金用于社区公共服务开支。剩下的收益按
100%量化分配，其中股权设置为人头股、资源股、资金
股、土地股、扶贫股等等。量化到人之后，可以依法继
承、转让、赠予，但不得退股提现。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村委会
主任、合作社理事长李存才告诉记者，合作社已与云南
一家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吸引投资3000万元，流转
600亩土地栽种苹果新品种。土地入了股，村民享受
保底加分红，也有利于合作社开展规模化种植，加快新
型经营主体的培育进度。

陕西合阳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农民进城没了后顾之忧

图为安溪官桥镇弘桥智谷电商产业园一角。 本报记者 陈 煜摄

本版编辑 王薇薇 秦文竹

联系邮箱 jjrbcs@163.com

安徽肥东县经济开发区的安徽未来星童车有限公
司，员工正在加紧生产童车。今年将有15万辆童车全
部出口到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泰国、沙特等国。近
年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加快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
鼓励企业转型升级，增添发展新动力。 许庆勇摄

培育外贸新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