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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福 建今 日 福 建

本报福州电 （王永珍、刘凡、翁
敏） 日前，在农行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
分行，通过台湾地区信用报告查询系
统，台胞林玲芳拿到了她在台湾地区的
信用信息报告。她说：“有了这份报
告，今后无论是买房买车，还是理财投
资，都可根据自己在台湾的信用积累，
提高信用度。”

“两岸征信信息的互通共享，大大
方便了我们开展对台金融业务。”农行
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分行常务副行长高
举兴表示，这有利于银行降低审贷成
本，提高审贷效率，更好地拓展对台
企、台胞的授信业务，支持台企、台胞
在大陆的经济活动。

据 《福建日报》 报道，作为对台交
流合作的桥头堡，福建自贸区吸引了越
来越多台企入驻。去年12月，人民银行
福州中心支行在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率
先开展台资企业征信查询试点。今年 2
月，全国第一份台资企业及台胞在台湾
地区的征信报告在平潭开出，实现两岸
征信信息共享新突破。4 月，这一创新
举措迅速复制推广到福建自贸区福州片
区。

截至 2016年 3月底，福建自贸区企
业与台湾地区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44.89
亿元，台湾已稳居福建第二大境外人民
币结算地。厦门率先在全国建立跨海峡
人民币代理清算群，推动代理清算群成
为两岸金融机构开展结算、清算、融
资、担保等综合性、全方位金融合作的
通道。

厦门启动对台跨境人民币贷款试
点，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共有15
家企业与 7 家台湾银行签订厦台跨境人
民币借款合同，截至 3 月末，已办理提
款金额达 2.97亿元。对台跨境人民币贷
款提款额占大陆试点业务总量的85%。

设立外币代兑机构，满足新台币现
钞兑换需求。中国银行平潭支行福建中
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外币代兑点和宇鑫

（厦门） 货币兑换股份有限公司平潭分
公司分别获批，开办本外币兑换特许业
务，满足个人多元化用汇需求。截至 3
月末，平潭“海峡号”高速客滚轮外币
代兑点累计兑换新台币 2396 笔，金额
2741.07万元新台币，并升格为个人本外
币兑换特许机构，成为全国首家移动式
兑换机构。

两岸银行业务合作与创新也不断推进。建行在榕设立国内首家
总行级“海峡两岸跨境金融中心”；中行、建行平潭片区分行分别为
其台北分行开立人民币同业账户并办理资金往来 7000 万元；中行、
农行福建省分行为5家在大陆的台资银行开立同业账户8个；厦门银
行成为全国首家新台币现钞调运联合参加行，已向台湾银行购买新
台币5次、1.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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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旅游广受青睐

福建泉州市德化县是全国主要陶瓷生产和出
口基地，聚集了数以千计的陶瓷企业。近年来，
曾经烟囱林立的陶瓷工厂，已悄然转型成为文化
旅游观光地。

一走进顺美陶瓷文化体验馆的大厅，参观者
便被各色精美的陶瓷玩偶所吸引：从 《星球大
战》的天行者、《冰雪奇缘》的小雪人、米老鼠等
迪斯尼经典形象，到复活节、万圣节、圣诞节等
西方节日中常见的特色玩偶，让人仿佛置身于陶
瓷制成的童话世界。

“这些都是我们为国外客户生产的版权产品，
作为陶瓷体验馆的展品展示出来，很受年轻游客
的青睐”。泉州顺美集团总经理郑鹏飞说。这家企
业原本是以出口陶瓷制成的电影动画衍生品、旅
游纪念品为主业，现在正从传统的外贸制造企业
向旅游消费体验基地转型。

未到假期，陶瓷体验馆里已是游人如织。栩
栩如生的童话玩偶、精巧别致的德化瓷雕、千年

“龙窑”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制瓷DIY活
动深受青年人欢迎，游客们自己动手拉胚、上
色，交给工作人员烧制，烧好的成品瓷器体验馆
会代寄给游客。

去年，顺美陶瓷文化体验馆入选福建省 33 家
首批观光工厂，成为当地旅游业重要路线产品。

“每逢周末节假日，游客都爆满”，郑鹏飞说，工
业旅游正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他们正筹备在厦
门新开一家观光工厂。

“打酱油”成新景点

2015年7月，福建省旅游局在全省启动“观光
工厂”评定工作，评选出首批 33家“观光工厂”，
包含酒业、食品、茶叶、陶瓷、玉石、家具、雕
刻等种类。这些观光工厂是以工厂本身为主体，
将工厂的机器设备、生产过程、工厂景观和工厂
文化等作为主要旅游资源，让游客了解、观摩工
艺生产与工程操作等全过程。

在另一家观光工厂，“打酱油”成为旅游新项
目。5万平方米的酿造晒场，近 6万口整齐列队的
传统酱缸，是厦门古龙酱文化园最大的特色。这
个由厦门古龙食品有限公司的酱油晒场改造而成
的旅游园区，自2013年运营以来，吸引了56万人
次游客前来参观，成为厦门一处新兴旅游景点。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闽南制酱从唐代流传至
今，历史悠久。如今“厦门酱油古法酿造技艺”
已被列入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区通过参观
晒场、展厅、3D电影等方式，让游客了解传统技
艺，还能感受亲自动手制酱的乐趣。不少市民慕
名而来，逛酱园、制酱油、“打酱油”，在游览中
传承文化。

跨界转型谋求变身

除了“打酱油”，“切石头”也是一项旅游新
体验。福建南安是国内最大的石材集散中心，这
里的企业开始走上从“卖石头”到“卖文化”的
转型之路。石材加工企业英良公司所建的“英良5
号仓库”位于南安水头镇，1.8万平方米的展厅里，

陈列着来自全球各地 200多种色彩各异的石板材，
这个“仓库”集艺术陈列、板材销售及旅游体验于一
体，消费者在展厅了解石材文化，如果看中某款石
材，展厅则可以为游客提供设计加工服务。

“一些不起眼的原石，现场切割打磨后就变成
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这让游客们备感新奇。”据
公司负责人介绍，“5 号仓库”正式运营才一个多
月，日均游客就达到五六百人，销售额达到 3000
多万元。

依托特色工业企业，打造富有创意、具有地
域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福建旅游部门近年来大
力提倡“旅游＋工业”的跨界融合。福建省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福建省还将积极培育

“旅游＋文化”、“旅游＋海洋”、“旅游＋体育”等
其他多元业态产品，丰富旅游产品体系，以更多
的新业态呼应供给侧改革。

（据新华社福州电）

福建福建旅游业旅游业转型求发展转型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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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经常举办职业技能竞赛端午节来临之际，福
建省闽侯县在有着近 300
年历史的白沙镇新坡村江
氏古厝内开展包粽子比
赛、书画展等活动，吸引
了不少游客参加。

图为一名游客在身着
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帮助
下，参加包粽子大赛。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我们刚来大陆创业，居住是首要解决的问题。”6月初，
笔者走进福建首个居住主题创新型孵化器——福州优家青年创
业社区时，台湾青年大冶川和妻子黄成岚正在公共区域打桌
球。

学习建筑设计的大冶川，在福州开办“大冶川夯土·竹建
筑设计工作室”。对此，多次登陆的他解释道，大陆有发展空
间，最终选择福建是因其与台湾距离近，交往密切，文化、生
活、气候相似。今年4月初，大冶川和妻子一起入住福州优家
青创社区，“喜欢这里时尚的装修风格，生活也十分方便。”

福州优家青创社区今年 1 月投入运营，它集住宿、办公、

娱乐、生活于一体，提供173个房间及近百个免费工位，被称
为福州版“爱情公寓”。据优家投资人、福建区域负责人林潮
介绍，该社区已入住10余名台湾青年创客，社区对他们免收房
租，并提供创业帮助。

社区一楼是公共区域，即大家的“大客厅”。这里阅读
区、私人影院、阳光房、茶话间、台球室、咖啡吧、健身房等
一应俱全。大冶川说，住在这里不仅能节省开支，还可以和其
他创业者分享经验和机会。

目前，于此逐梦创业的大冶川正在推广乡村生态建筑和自
然永续社区。他说，福州的下一个优家青创社区大厅，就将采
用他设计的夯土墙。

同样来福州“筑梦”的台湾青年林升翰，已在这里住了 3
个月，“这里能满足生活、娱乐、工作的大部分需要，也能实
现资源整合。”独自生活在福州，林升翰没感觉寂寞。“创业在
大陆遍地开花，让人看到希望，而且对台湾青年的扶持力度很
大。”在福州参加过青创培训的林升翰，更了解大陆市场，他
希望在大陆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把台湾生活美学带进来。

台湾青年杨振琦今年 3 月初也成为优家青创社区的一份
子。“我在这里交到很多朋友，得到很多资源，连生活都有人
照顾，真像在家里一样。”他的家族在台湾餐饮业打拼多年，
而他把目光投向了大陆。

下一步，林潮计划为台青创客搭建线下平台，帮他们推广
台湾特色产品，提升优家青创社区的附加价值。这些都让登陆
创业的台青创客们多了一份信心与底气。（据中新社福州电）

青创社区里的台青创客
闫 旭

福州优家青年创业社区一角福州优家青年创业社区一角

据新华网厦门电 （刘默
涵） 第八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
11 日举行。据此间海沧区委
宣传部透露，海沧将围绕海峡
论坛，主办“乐业两岸创享未
来”青创先锋汇、两岸特色庙
会和两岸公益论坛 3 项活动，
聚焦“两岸青创”。

据了解，“青创先锋汇”

主要分为青创先锋论坛主论坛
和 2016 海峡两岸烘焙创业高
峰论坛、2016 年海峡两岸文
创创业高峰论坛两个分论坛。
主论坛将有500名两岸嘉宾和
青年出席。其中，来自台湾的
嘉宾近百人，在厦台籍大学生
和台湾创业就业青年各 100
人。

两岸特色庙会则将于6月
11 日至 15 日在海沧市民文化
广场举办。届时将有开幕式、
两岸民俗演出、两岸青创基地
创新创业创意新品集市以及丰
富多彩的亲子活动。值得一提
的是，本次活动还将引进台湾
青年创业群体和商家，为两岸
青年交流创新创意提供平台。

本报泉州电（俞凤琼、章文
秀） 初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南山片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
司火炬气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抓紧安装
吸附塔装置，为项目顺利投产做
准备。

据介绍，火炬气综合利用项
目以福建联合石化火炬气为原
料，通过收集、缓存及分离提纯
装置，生产工业用氢气与燃料
气。项目每年可节约能源 2.4 万
吨，年产值可达1亿元，将实现
尾气减排和效益增值的双赢。

自 2000 年建区以来，位于
湄洲湾南岸的泉港区，凭借石化
产业摘得了一项又一项荣誉。
2015 年，泉港石化产值 672.45 亿
元，约占福建石化产值的 1/4。
得益于循环石化、千亿石化、生
态 石 化 及 科 技 石 化 “ 四 轮 驱
动”，泉港正成为福建产业氛围
成熟、公用配套齐全、物流条件
优越的石化基地。

但长期以来，福建石化产业
一直存在精细化率偏低问题。数
据显示，2015 年，全国石化产
业精细化率为60%，而福建石化

产业精细化率仅为19%。
为此，泉港坚持“引才、育才、

用才、留才”4 措并举，推动泉港
既成为石化产业的高地，也成为
人才集聚的高地。目前，在各类引
才优惠政策带动下，泉港共引进
石油化工、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
关键领域所需人才7000多名。根
据各类人才的不同特点，泉港探

索“人才+项目”、“人才+产业”、
“人才+课题”等培养模式，提高
服务石化基地建设的能力水平。
同时，依托“两院两中心”、博士后
工作站、孵化基地等，为各类人才
干事创业、发挥作用提供良好平
台。目前，泉港正向着“到 2020
年，石化主导产业年产值超过
1800亿元”的目标迈进。

第八届海峡论坛11日登场第八届海峡论坛11日登场

努力发挥人才优势

泉州泉港区做大石化产业

近日，福建石狮市祥芝边防派出所协调驻地镇政府，配备了无
人航拍器，针对伏季休渔期个别船主违规捕捞作业的情况，用于沿
海巡防，有效解决了海上执法难、取证难的问题。

图为边防民警正在放飞无人航拍器。刘文杰 崔雪峰摄影报道

科技强警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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