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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
（章文秀） 近日，
福建省领导与出席
第 4 届世界闽商大
会、第 3 届民营企
业 产 业 项 目 洽 谈
会 ， 第 12 届 中
国·海峡项目成果
交 易 会 “ 三 会 合
一”的海内外客商
代表举行座谈。

福建省委书记
尤权说，这次“三
会合一”，就是为
了节省时间、提高
效率，搭建一个更
大平台，让大家能
够了解更多信息，
认识更多朋友，寻
找更多商机，与我
们共享发展机遇。

座谈会上，几
位 闽 商 代 表 都 以

“我是福建人”开
场，令大家备感亲
切，也成为这场会
议的亮点。“闽商
是我们福建人的骄

傲。”听完闽商代表的发言，尤
权说，闽商之所以是福建人的骄
傲，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骄人的业
绩，成为很多领域的领军人物，
更可贵的是他们“敢拼爱赢”的
精神。尤权表示，福建为大家创
造的，不仅有人文和政策的环
境，我们还会创造更好的生态环
境，这是我们要为大家做的事
情。

“和其他省份相比，福建的
优势是生态。”祖籍福建连江的
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
表示，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闽商
回家乡创业，他建议闽商要把生
态省建设当做成头等大事。 祖
籍福建石狮的香港华星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季端说，此次
闽商大会，给不同行业的闽商一
个交流的好机会，对他而言，更
希望认识一些在信息技术等方面
有成就的闽商。他说，遇到国际
经济环境不好，就要将传统行业
与新技术结合，才能在竞争中走
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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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严群星、林煜） 日前，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到
省旅游局调研，他对近年来福建省旅游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加快福建旅游产业发展提出“五个好”的
要求，强调要有一个好状态、建立一套好机制、培育一批好企
业、开发一批好产品、打造一个好品牌。对此，福建省旅游局
理清旅游产业创新发展思路，争取以激情创业状态争创一流业
绩、以打造旅游精品引领产业发展、以“清新福建”品牌带动
品牌体系建设，全力打造福建旅游产业的“升级版”。

保持四种状态 创新五种机制

旅游工作是一个富有创造性、技术性、艺术性的工作，必
须有一个好状态才能投入到旅游工作中去。福建旅游部门表
示，将始终保持勇于担当、敢为人先、激情创业、争创一流等

“四种状态”，牢固树立“国际视野、全国站位、福建特色”战
略思维，在打响清新福建、文化舞动旅游、闽台产业对接、海
洋旅游发展、邮轮旅游培育、“环海峡旅游圈”构建、智慧旅游
示范等方面敢出新招，争创更多的全国第一和唯一。力争今年
各项旅游经济指标持续保持全国前列、经济效益更优、入境游
优势更加明显。

福建旅游部门表示，将重点创新“五种机制”，打造旅游产
业高地。一是创新产业统筹机制。加快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争
取在有条件的市、县成立旅游发展委员会；二是创新产业升级

机制。面对困扰福建旅游产业升级的瓶颈，加强政策研究，优
化政策环境；三是创新市场竞争机制。制定出台深化旅游行业
改革若干意见，加快 《福建旅游条例》 修订步伐，争取年底出
台；四是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加快构建以福州、厦门、武夷山
为核心的三大旅游协作区，紧抓高铁机遇，深化与长三角、珠
三角区域旅游协作，构建以海西为核心的3小时“高铁旅游经济
圈”；五是创新引才聚才机制，引进一批旅游规划、创意策划、
市场营销等紧缺人才。

形成多元产品 满足不同需求

福建旅游部门认为，目前，福建省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文
化资源，挖掘得均不够。下一步，他们首先将积极推动土楼、
武夷山、鼓浪屿、泰宁丹霞等产品再造、品牌升级；提升妈祖
信俗、泉州提线木偶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支持厦
门鼓浪屿、福州三坊七巷，闽南红砖建筑，海上丝绸之路等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培育打造一批世界精品。二是对全省现有的
70多家 4A级以上景区进行整合提升，打造一批全国精品景区。
三是重点策划和打造海上休闲、运动休闲、康体养生、低空飞
行、邮轮游艇、自驾车旅游等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加快形成多
元化、系列化，适应不同层次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体系。

调研期间，苏树林对“清新福建”品牌评价颇高。他认
为，这个品牌很好，很符合福建特点，要紧紧围绕它、打造

它、叫响它。
为此，福建旅游部门将转变宣传营销理念，借助福建开通

的国际航线，加强与国际知名网站以及海外旅游代理机构合
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营销，扩大福建旅游在国际市场影响
力；调整和优化福建旅游形象宣传广告，加强立体、多元营
销，打响“清新福建”品牌。此外，他们还将重点推进旅游交
通标识标牌和旅游集散服务中心两项工程建设，确保年内保质
保量完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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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全力打造福建全力打造““五好五好””旅游业旅游业

2003年，从事家具制作的企业不超过百
家，产值几千万元；2013 年，行业产值达
300 亿元，从业人员 15 万人，产品占据全国
高端市场的 70%以上。十载光阴，从粗放生
长到崭新崛起，由偏安一隅到进军全国，福
建仙游古典红木工艺家具缘何这样“红”？

树品牌 重内涵 展魅力

“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中国古典家
具收藏文化名城”、“中国仙作红木家具产业
基地”——2013年，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接

连收获3个国家级殊荣。
仙游家具兴起于民间艺人以师带徒办起

的小作坊，黄福华所在的雕刻世家，也是当
年的小作坊之一。市场的摔打，激发了他们
品牌意识，黄福华率先在仙游成立了三福公
司。“走自创品牌、精品发展之路，是三福一
开始就确定的发展方向。”黄福华说。 打造
品牌，从讲究细节开始。黄福华说，在三
福，每个系列的精品一年仅做五六件。打造
品牌，更需挖掘文化内涵。“古典工艺家具的
根本，并非原材料的投资价值，而是其工艺
特色、艺术属性和文化内涵。”黄福华说，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突出古典家
具和生产企业的文化属性，才是可
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如今，“仙作”已成为中国古
典家具四大流派之一。所谓“仙
作”，是以仙游区域为中心、具有
仙游文化特点的古典家具统称，更
是近年来仙游举全县之力打造的品
牌。

搭平台 通渠道 促升级

2013年11月8日，仙游工艺产
业园内的中国古典工艺博览城正式
落成。“建设产业园区，就是要解
决 缺 乏 平 台 、 集 聚 度 不 够 的 问
题。”仙游县委书记郑瑞锦表示。

在国际名贵木材交易中心，三
五成群的搬运工埋头干活，不时有
采购商穿梭其间，这里销售的并非
红木家具，而是各种名贵原木。

“原材料是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环
节，一直以来，仙游的红木原材料
购销缺乏统一交易市场。”中心董
事长张鹏介绍，从前仙游红木只能
靠零散厂家从海外进口，不仅几经
转手、成本很高，还缺乏完善的许
可与认证制度。

交易中心成立后，一方面吸纳优秀原材
料供应商进驻，提供一站式木材交易、仓储
管理、信息服务和融资、电子商务平台等服
务；一方面与福建省林科院、物价局等部门
合作，建立权威的木材评估、鉴定体系。目
前中心已入驻企业22家，去年成交额达20亿
元。 通过搭建平台、畅通渠道，仙游工艺产
业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日益显
现。

整资源 聚产业 精强路

2012 年 5 月，群仙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
司在仙游成立。“群仙之‘群’，正是公司的
最大特点。”公司董事长陈少飞介绍，原来，
这家由 6 家工艺企业抱团成立的公司，是仙
游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单打独斗、小打小闹
的时代已过去，只有抱团协作，才有坚强实
力进行技术研发、应对市场及做好售后服
务。”陈少飞说，公司通过整合仙游古典家具
产业链上各领先企业的资源，开拓出一个集
研发、设计、雕刻、生产、贸易、融资担保
等为一体的文化产业经营模式，并在全国重
点城市和地区开设旗舰店。

无独有偶，名艺名居公司近年来同样转
变发展战略。作为一家整合企业，它通过收
购兼并小作坊、小企业壮大自身力量，并着
力整合核心加盟商，打造全国连锁品牌。目
前，公司麾下有 100 多家工艺企业加盟，进
行区域式销售。

无论是强强联合、抱团发展，还是以强
带弱、以大代小，体现的都是仙游家具企业
整合资源、集聚产业的崭新发展思路。 “转
型升级需要走集约化、精品化之路，少而
精、大而强是仙游未来的发展方向。”郑瑞锦
说，下一步，仙游将以品牌为核心，通过重
组、兼并、联合等，组建跨地区、跨行业的
集团公司、股份公司，培育一批骨干企业，
走“专、精、特、新”之路，在行业中起到
引领、示范作用。

仙游红木为何这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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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桃园电 据台湾媒体报
道，由福建省文化厅与中国艺术研
究院共同主办的“2014福建文化宝
岛行”，6 月 24 日晚间把新推出的
大型原创歌剧 《土楼》为桃园乡亲
献演。歌剧刻画了客家妇女纯朴良
善、坚忍刻苦的形象，在剧中，女
主角宁花“舍弃亲子救养子”，上
演一幕客家人惊天动地、充满人性
的篇章，感动了台下的无数观众，

许多观众眼眶湿了。
这场在桃园演艺中心演出的大

型原创歌剧 《土楼》，由福建省文
化厅，龙岩市委市政府和永定县委
县政府联合出品，福建省歌舞剧院
历经 3 年精心筹划，是一部具有浓
郁客家特色的精品力作。

《土楼》 以 《青青葛藤》 为主
题曲贯穿全剧，作品大量运用了闽
西客家山歌，并借用西洋歌剧的形

式，具有歌剧的品质又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刻画出客家妇女纯朴良
善、坚忍刻苦的形象，在深情咏叹
母爱的伟大同时，颂扬了客家人艰
苦创业、互相帮忙、重情重义的故
事。

据悉，《土楼》 曾荣获大陆第
14届“文华奖”优秀剧作奖；中国
首届歌剧节最高奖项——优秀剧作
奖以及优秀编剧、优秀音乐创作、
优秀舞台美术等单项奖。此次在台
演出，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和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孙砾作为 《土
楼》的主演参加了演出。

左上：歌剧《土楼》在桃园演出。
右图：歌剧《土楼》片断。

钟 萍摄

歌剧《土楼》赴台 观众感动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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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鱼货迅速通关

本报福州电（王永珍） 第12届中国·海
峡项目成果交易会6月21日落幕。自2013年
6月22日至2014年6月21日，本届“6·18”累
计对接合同项目达 5273 项，比上届增长
20.42%，总投资 1173.25 亿元，同比增长
21.22%。

据组委会办公室统计，6 月 17 日至 21

日期间，共有来自 64 个国家和地区近 400
家高校院所的 3000 多名专家与会，2100 多
家企业参展，共有 24.5 万人次进馆参会参
观。 展会期间，共举办项目对接活动、科
技论坛 33 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介对接
活动 14 场，同时举办 4 场网上在线对接活
动，对接合同项目2042项。

本报泉州电（邓志新） 6月20日，福建
泉州边防支队党委携手西藏阿里边防支队
党委、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与阿里孔繁森小
学，通过公安网高清视讯系统，正式启动泉
藏共建协议签约暨藏族儿童结对帮扶仪式。

2012 年底，泉州边防支队党委成功促
成石狮蚶江镇与西藏阿里普兰巴嘎乡、蚶
江边防派出所与巴嘎公安边防检查站签订
联创联建协议，大力开展对口援建工作。
2013年7月，泉州警地人士及爱心机构捐款

50 余万元，为阿里地区巴嘎乡打了一口
“爱心水井”。

时隔不到一年，双方再次坐到一起，
签署联创联建协议，为藏族儿童提供结对
帮扶。石狮市实验三小家长委员会还以集
体帮扶的形式，与孔繁森小学 10 名藏族学
生结成对子，每月拟为每名藏族学生提供
不少于300元的物资支持，以此拉开了“给
孩子多一些希望”——泉藏结对帮扶行动
的序幕。

“6·18”对接项目5273项“6·18”对接项目5273项

泉藏签约帮扶藏族儿童

上图：龙岩冠豸山风景区一角。
压题照片：永定土楼 本报记者 王连伟摄

图为工人正在加工制作红木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