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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福 建

新常态下转型不能等

民营经济是福建经济的“顶梁柱”。今
年，民营经济对福建经济的贡献超过 67%，
对 税 收 贡 献 超 过 60% ， 对 就 业 贡 献 超 过
85%。然而，在市场竞争加剧、传统产能过
剩、资源与环境约束强化、要素成本刚性上
涨的新常态下，福建民企也面临严峻挑战，
转型升级刻不容缓，中小企业尤甚。

福建民营企业大多主营制造业，包括制
鞋、茶叶、数控机械、纺织等，中低端产业
占多数，急需通过机器换工、管理改革、人
才推动等方式创新变革。为帮助中小企业向
中高端产业转型，《计划》 从创新发展、“互
联网+”、提质增效、市场开拓、服务提升和
融资服务等 6 方面入手，推动中小企业成长
升级，培育扶持一批高成长中小企业。

《计划》 要求福建各地推进企业技术创
新，引导广大中小企业与国家重点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高校、科研机构等科研资源
开展深度产学研合作，共建研发机构、合作
技术攻关，共同开发一批符合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要求、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精特新”

产品。
在这方面，一些大型民企为中心企业带

了好头。福建八马茶业有限公司与科研院校
联合开发全球首条从鲜叶到产品的一条龙乌
龙茶自动化生产线，生产线机械化程度达
90%，生产成本降低 30%，实现年产乌龙茶
3000吨。专做乳业的明一 （福建） 国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引入智能制造设备后，使运
营成本降低 20%，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33%，
生产效率提高 280%，产品不良品率降低
75%，单位能耗降低50%，被认定为福建省智
能制造样板工厂。有了 《计划》 的扶持，再
过两三年，中小企业也能“晒”出这样的成
绩来。

接轨“互联网+”创新不含糊

实施“互联网+”工程也列入未来3年中
小企业成长的重点任务。

《计划》鼓励信息化系统提供商开发适合
中小企业应用的信息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推广面向中小企业的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
应用，推动中小企业在研发、设计、采购、
制造、销售、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智能化应
用。根据 《计划》，到 2018 年末，福建省科

技小巨人领军企业有望超500家。
与此同时，《计划》鼓励物联网、云服务

模式、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在中小企业的深
化应用，鼓励组织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试
点，支持中小企业利用“互联网+”发展众
创、众包、众筹等新模式，催生发展新业
态，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升
级。

一些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主动融入潮
流，开始摸索“互联网+创新”。比如，泉州
鞋服企业联手 360 等互联网企业，主攻智能
穿戴；超市零售企业携手京东等电商，强化
供应链管理水平，拓展O2O领域；茶叶、特
产等专卖店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出海淘+
直邮……

为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计划》还
鼓励有条件的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
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社会资本投入科技
型中小企业，增大中小企业获得创业投资的
机会，鼓励中小企业通过海峡股权交易中心
开展股权众筹融资。

龙岩市对此已经先行一步，该市设立了
新兴产业基金，加快中小企业发展。中国风
险投资有限公司与龙岩汇金集团日前签署协
议，将合作发起设立、运营管理总规模16亿

元的龙岩市新兴产业基金，主要投资于新材
料、高端制造、节能领域、大医疗等行业，
投资对象为具有高成长性、高技术的企业以
及其他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

提供服务政府不偷懒

7月1日，福建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正式开通，为中小企业增添一个提供全方
位、多元化、一站式综合公益服务的新渠
道。平台具备实体服务大厅、网上服务大厅

（福企网）、968871 （就来帮帮企业） 服务热
线、手机软件终端、微信公众号等 5 种服务
方式，可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投融资、创
业、人才培训、技术创新、管理咨询、市场
开拓、法律等八大类服务。

平台正式开通前，网络各窗口平台建设
单位就“边建设、边服务”，现已集聚716家
服务机构和 156 名服务专家，仅今年一季度
就已组织带动1800多家服务机构，开展5000

多场服务活动，服务企业3万多户次。
这样的服务措施福建近期还推出了不

少，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福建也是“蛮拼
的”。今年6月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福建）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福建省 86.3086
万家企业将实现信息一网归集、记于企业名
下，这对企业合作、市场规范都大有裨益。

《计划》还从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加大财
政资金支持、降低创业创新成本、加强融资
增信服务等方面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保障。

除了提供政策服务，有的部门还亲自带
队为中小企业谋发展。7月3日至6日，在福
建省商务厅带队下，闽商首次组团以“闽货
华夏行”活动的形式，参加了第十七届成都
国际家具展览会。24家福建省内家具、家居
行业企业统一布展，合作打造企业形象和品
牌商品，提升福建家具在国内市场的认知度
和影响力，这次平台开放、资源共享的尝试
取得良好的效果，也摸索出企业合作的新商
业模式。

本报福州电 （谢贤伟） 福建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日前开
通，为省内中小企业增添了一个提供全方位、多元化、一站式综合
公益服务的新渠道。

据《福建日报》报道，截至目前，福建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已
基本形成“1+9+32”的主体服务架构，即1个省级枢纽平台、9个市级综
合窗口平台和32个产业集群和专业窗口平台。与之相配套的中小企业
服务工作，初步实现了服务资源由分散转向集中集成，服务方式由传
统服务转向现代服务，服务面由点对点转向全覆盖，引领福建省中小

企业服务向“互联网+”快速转变。平台网络已具备实体服务大厅、网上
服务大厅、968871服务热线、手机软件终端、微信公众号等5种服务方
式，可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投融资、创业、人才培训、技术创新、管理
咨询、市场开拓、法律等8大类服务。

据介绍，服务平台正式开通前，网络各窗口平台建设单位坚持
“边建设、边服务”，现已集聚716家服务机构和156名服务专家，仅
今年一季度就已组织带动1800多家服务机构，开展5000多场服务活
动，服务企业3万多户次。

出出台成长升级计划台成长升级计划 开通公共服务平台开通公共服务平台

福福建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加速跑加速跑””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在福建，“爱拼才会赢”这首歌几乎家喻户晓，歌词
反映出福建人的性格特点。他们凭借一腔“爱拼敢赢”
的热忱，开创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撑起福建经济的大半
壁江山。为了让这群活跃的经济主体释放出更大潜力，
福 建 省 近 日 出 台 《 福 建 省 中 小 企 业 成 长 计 划
（2016-2018年）》（简称《计划》），拟培育扶持一批高
成长中小企业，打造福建产业“升级版”。

福建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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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以“美丽中国梦，结伴同心创”为主题的
2016年闽港澳大学生武夷山世界遗产地文化研学班在武夷山
开营。近 150名闽港澳大学生参加中华文化研学、历史文化
探访、风俗民情考察等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
闽港澳大学生的交流交往。

大图：学生们在武夷山大王峰下开展“破冰起航”活动 。
小图：香港公开大学学生舒子帼 （中） 在做自我介绍。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港澳大学生赴闽研学港澳大学生赴闽研学港澳大学生赴闽研学

据中新网福州电（龙敏、李永东、张学斌）“产品在泉州口岸享受直通放行，非常方
便，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省费用十多万元。”受益于福建、陕西两省检验检疫部门的合作，主
营水果出口的陕西宝联果品公司，将猕猴桃卖到了台湾。

福建省检验检疫局相关人士近日表示，该局联手陕西省检验检疫局建立合作机制，按
照“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要求，推动进出口货物“快进快出”。

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陕西是陆上丝绸之路起点，两地均享有独特、优越的
区位条件，尤其在陆海联运、空海联运方面潜力巨大。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持续推进，闽与陕合作不断紧密。

据福建检验检疫局披露，双方建立了通关便利的“一路”检验检疫区域一体化机制和
运行模式，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直属检验检疫局合作工程，支
持政府主导的电子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实现申报“一个平台、一次递交、一个标准”。

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部署，陕西被定位为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
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致力于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而福建加快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着力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经
贸合作的前沿平台、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区域、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

福建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支持闽陕“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的落实，推动海、陆、空口岸连接，实现陆海联动、东西开放的“新丝路”格局。

本报厦门电（严群星） 定于今年9月召
开的中国 （厦门） 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

（休闲旅博会），将主打“一带一路”和
“清新福建”这两张福建旅游“王牌”。这
是休闲旅博会组委会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透露的。

“清新福建”是近年来福建主打的旅游
品牌之一。今届展会也扩大对“清新福
建”品牌的全球推广，协助推动福建旅游
快速发展。福建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
心区，本次旅博会也被厦门市政府列为厦
门落实“一带一路”愿景和自贸区政策的
国际性展会平台。

作为展会主办方的厦门建发国旅集团
董事长兼 CEO 陈丽霜透露，本届展会将设
立厦门、泉州、南平、泰宁等福建9市1区

“城市馆”，众多参展景区也已着手设计
“清新好礼”，让境内外客商和游客充分领
略福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民俗风情。

据介绍，今年展会还将增设自驾旅游
综合专区、亲子游乐专区、台湾伴手礼专

区等，有效促进两岸旅游业界对接。厦门
旅游局副局长张国良表示，厦门正在积极
创建首批“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他希
望借这次展会，进一步促进厦门旅游功能
和休闲功能的融合。

闽陕“丝路”对接促开放

厦门休闲旅博会

主打“一带一路”和“清新福建”

本报福州电（李向娟） 来自福建闽台文
化交流中心的消息称，福建省将加强与台湾
各类文创协会的沟通，吸引台湾文化类人才
来闽创业。

据福建闽台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黄星介
绍，今年福建省将利用海峡两岸文博会、艺

博会等平台，扩大闽台文化产业合作交流领
域；主动寻求与台湾演艺经纪机构等文化艺
术中介机构合作，策划开展文艺演出、文化
展览、人才培训、文创赛事等两岸文化产业
活动。同时，将积极创建平潭两岸文化产业
园等，吸引台商、台湾青年创业者来闽投资

文创产业；抓好以稻田创业小镇和三坊七巷
为重点的海峡两岸文化创意园建设，与台湾
南部企业协会联合，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贸易网上展示及线上线下交易平台，并促成
海峡两岸演艺中心等项目落地。

除推动两岸文化创意类合作外，今年福
建省还将发挥祖地文化影响力，借助两岸共
同奉祀的“一后二帝三王”（即天后湄洲妈祖、
东山关帝、厦门保生大帝和延平王郑成功、漳
州开漳圣王陈元光、开闽王王审知）等民间信
仰人物，支持各地开展相关祭祀、展演、研讨
等活动。同时，搭建各种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进一步提升两岸交流层次与效果。

福建将多管齐下

吸引台湾文化人才来闽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