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前，漳州規模工業企業數僅727家，產值239億元。
漳州市委書記劉可清、市長李建國率領的領導團隊認為，
福建省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的提出，給漳州帶來了前所未
來的發展良機。得益於「海西」建設的大背景，漳州市按
照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總體佈局，適時制定並實施了「依港
立市、工業強市、開放活市、科教興市」的發展戰略。一
線骨幹作用的拓展，沿海港口優勢、外向帶動優勢、對台
合作優勢的充分挖掘，漳州市突出特色，積聚實力，通過
依港立市推進工業強市，社會經濟發展效益與速度並進。
漳州穩步邁向海西港口大市、工業強市、生態名市的建設
目標。

厚積薄發 「漳州製造」叫響全國
漳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大力扶持規模工業發展

的政策措施，實施項目帶動，營造工業發展氛圍，經過五
年發展，漳州製造業迅速做大、做強。
2006年，該市規模工業企業數迅速增加到1392家，比

2001年增加了將近一倍；實現產值785億元，比2001年增長
了220%。2005年以來，該市共引進投資500萬元以上工業
項目2000多個，其中不乏燦坤、台塑、艾默生、日產等一
批台灣百大企業和世界500強企業。

得益於漳州「工業立市」戰略的實施，五年來一大批在
漳州的企業快速成長並成為行業領頭羊。龍溪軸承生產的
關節軸承在品種數和產量上均居全球之首；萬利達便攜式
DVD美國市場佔有率第一；多稜鋼砂有限公司的鋼砂和鋸
條全國市場佔有率90%以上；華藝集團生產的石英鐘表機
芯全球市場佔有率20%；紫山集團的蘆筍罐頭出口量全球
第二；燦坤實業有限公司的電熨斗和煎烤器產量全球第
一。

氣勢如虹 產業集群發展迅猛
同時，漳州市委、市政府審時度勢，以新思路、新措

施、新機制、新技術，大力發展食品、機械、材料、能源
四大主導產業和製藥、傢具、電子三大重點產業及金屬製
品等13個特色產業集群。
據了解，2006年該市電子信息產業總產值120億元，成為

繼福州、廈門之後福建省第三個電子信息生產基地，我國9
大電子信息生產基地之一。
為了開闢工業發展的空間，增強發展的後勁，漳州市

委、市政府把汽車、鋼鐵、能源、船舶作為戰略產業來發
展。2001年到2006年，該市四大戰略產業總產值從23億元
增長到191億元，增長了7.3倍。汽車工業從產值不足億元
增長到41億元；鋼鐵工業產值從剛過億元增長到47億元；
能源產業產值過百億元，已成為閩省最大的電力輸出市。
2006年，漳州市輕重工業的比重調整為55.3：44.7，輕、

重工業齊頭並進，表明漳州進入了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工業
化中後期階段。

蓄勢待發 臨港經濟潛力巨大
港口是漳州最大優勢和核心戰略資源，漳州做強做大工

業最有力最有效的支撐是港口。2005年，一德公司石化項
目和石化專用碼頭一期項目在一片歡騰中正式破土動工，
打響了漳州深水良港建設第一炮。金秋十月，記者來到古
雷港，看到日供5萬噸的供水工程正緊鑼密鼓建設；5.36公
里的新杜古公路延長線工程也在加班加點施工；漳浦一德
石化有限公司的石油化工公用碼頭、液體化工儲罐區工地
上一片繁忙⋯⋯
這一幅幅如火如荼的建設畫面，展示漳州臨港經濟發展

巨大潛力。統計數據表示，2006年，全市臨港工業產值超
過200億元，其中鋼鐵、汽車、船舶產業分別增長46.5%、
73.3%和335.1%。
如今，漳州綿延682公里的海岸線上，七個港區蓄勢待

發，築巢引鳳。這裡已建成萬噸級以上泊位10個，擁有首
批對台定點直航試點口岸和3個國家一類對外開放口岸，全
市港口吞吐量超過2240萬噸。
龍海燦坤家電產業基地、東山水產品批發市場等項目已

竣工投產，福欣不㢛鋼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核准，台灣玻
璃和旗濱浮法玻璃項目分別落戶漳浦和東山，申龍客車、
日產遊艇等項目已經落地建設⋯⋯如此巨大富有潛力的港
口「磁場」，不斷吸引㠥眾多臨港型大企業到漳州「安家落
戶」。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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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來，一股投資的熱潮在漳州市民中悄然興起。
每天，薌城區的張大媽提㠥菜籃子到菜市場買菜，買菜間
隙還用手機了解基金的走勢。她說：生活富裕了，手裡有
了餘錢，退休後炒炒基金豐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眼下，像張大媽這樣用投資基金的方式來處理「餘錢」

的家庭越來越多，善於家庭理財的群體正越來越龐大，這
是近幾年漳州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生動寫照。「十六
大」以來，漳州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讓此間的城鄉居民享
受到了經濟發展的成果。

城鄉居民生活殷實
據了解，漳州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從2002年的

8364元猛增到2006年的12511元，突破了萬元大關。農村居
民人均純收入5071元，比2001年增長37.2%。隨㠥收入水
平的提高，漳州市居民消費結構也開始升級，吃講營養、

穿講漂亮、住講舒適、行講便捷、閒暇時間追求健康豐富
的文化生活已是現在漳州人生活的縮影。
與城鎮居民同步，漳州市農村居民也改變了靠天吃飯的

現象，非農產業收入逐步增加，享受型消費正成為熱點。
2006年，「村村通電」工程和移動電話「村村通」工程的
全面完成，農民每戶平均擁有電器5.95台，電腦、互聯網
絡進入農家已經不是新鮮事。私家小汽車開始出現在平常
農戶，人均交通和通訊比2001年增加了近一倍。

社會保障解百姓後顧之憂
充分享受收入增長帶來可喜變化的同時，漳州市逐步完

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為當地百姓解除了後顧之憂。近年
來，該市累計新增城鎮就業21.5萬人，轉移農村富餘勞動
力37.1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以內。企業離退休
人員養老金和下崗失業人員失業金100%按時足額發放。

農村養老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累計16萬人。城鄉低保
戶實現應保盡保，農村住房保險全面推行。社會救濟體系
進一步完善，救濟對象總人數9.45萬人。其中，享受低保
的人數佔救濟總人數的93.87%。受災群眾、農村五保供養
戶、城鎮因病致貧家庭和困難大學生均得到及時救助。

和諧漳州：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漳州與台灣兩地關係源遠流長。資料顯
示，台灣同胞中1/3祖籍在漳州。近年來，
漳州充分發揮「五緣」優勢，吸引了一大
批台灣同胞前來投資興業。隨㠥台商投資
熱情不斷高漲，各項配套項目投資蜂擁而
至，漳州已成為承接台灣產業轉移的最活
躍地區之一。

台商興業的「風水寶地」
在遍佈漳州的工業園區，台商投資的一

座座廠房拔地而起；翻開漳州的報刊，新
台企落戶漳州的報道隨時可見。本報了
解，漳州現已投產的台資企業陸續步入成
熟期，八成以上的台資企業盈利，年出口
創匯100萬美元以上的台資企業超過200
家。

據介紹，自1997年開始，一年一度的漳
台經貿懇談會迄今已舉辦了十一屆，每年
吸引大批台灣工商界人士與會。懇談會已
成為福建發揮對台優勢，推進兩岸經貿合
作的重要平台。

截至今年8月底，漳州累計引進台資項目
2206家，合同台資77.54億美元。實際利用
台資額在全國地市級中僅次於東莞和昆
山，位居第三。

大項目成合作主旋律
利用台資大項目帶動產業快速發展，完

善產業鏈整體建設，是漳台經貿合作的主
旋律。近年來，更有一批重量級的港口碼
頭、輸港交通、臨港工業、港口物流等台
資項目落地。

2002年，台資華陽電業投資30多億美元
的項目，建成當時亞洲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漳州後石電廠。為解決源動力問題，10萬噸級
後石碼頭隨後上馬，漳州大噸位的碼頭群建設從此
開啟。如今，綿延290公里的江海岸線上，燦坤家
電、毅宏遊艇等臨港規模工業台資項目的建設已全
面鋪開。

兩岸農業合作首選地
漳州台資工業快速推進的同時，漳台農業合作亦

迅猛發展，加快了漳州現代化農業產業化進程。通
過台灣農業外移基地、台灣農產品中轉基地、兩岸
農業技術信息交流中心的建立，漳台農業合作與交
流持續擴大，成效顯著。

據悉，作為「國家外向型農業示範區」、「海峽兩
岸農業合作實驗區」，漳州已累計批辦農業台資企業
近千家，約佔全國的1/10，合同台資額13.01億美
元，實際利用台資7.3億美元，成為全國農業利用台
資最多的設區市，也是海峽兩岸農業交流與合作的
首選地和優勢最集中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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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位於海峽西岸經濟區最南端的漳州市招商引資、項目投建動作頻頻。福建省
最大不㢛鋼生產項目剛剛開工，廈深鐵路漳州段和廈漳跨海大橋又通過國家部委評審，即
將動工。前者預計年產值達到300億元，而廈深鐵路漳州段和廈漳跨海大橋兩個項目的投
資分別達80億元和20億元。

有經濟專家對此指出，大投資、大項目潮湧漳州，表明該市「工業立市」、「依港立市」
的發展戰略成效凸顯。「十六大」以來的五年時間，漳州市經濟發生結構性戰略性重大轉
折，該市已由農業大市向港口大市、工業強市、生態名市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工業挺起
了漳州經濟的硬脊樑。

文：本報海峽西岸新聞中心記者 林志鴻、特約通訊員 章軒　圖：漳州市新聞辦

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

■漳州臨港經濟發展巨大潛力。圖
為發展中的臨港工業城。 木波 攝

■位於海峽西岸經濟區最
南端的漳州市魅力無限

■漳州經濟的快速發展，讓此間的城鄉居民享受到經濟
發展的成果，生活慢慢殷實起來。

■漳州擁綿延682公里的海岸線，吸引㠥眾多臨港型大
企業「安家落戶」。圖為漳州招銀港區。 建偉 攝

■漳州的土樓建築聞名世界。圖為作為08年唯一代表中
國文化項目申「世遺」的漳州田螺坑土樓群。

吳德清 攝

■漳州歷史文化悠久，境內古跡眾
多。圖為漳州名跡——威鎮閣。

工業港建比翼齊飛蓄力後發

■漳州通過依港立市來推進工業強市，使工業挺起了漳
州經濟的硬脊樑。圖為漳州工業開發區車間一角。

五年來，經濟規模擴張有力，財政收入連創歷史新

高。地區生產總值由388.49億元增加到716.91億元，增
長67.7％；財政總收入從23.08億元增加到63.75億元。

五年來，經濟發展潛力更足，運行質量不斷提高。財
政收入佔GDP比重由5.7％提高到8.9％；三次產業比例
由2001年的30 . 6 : 3 2 . 1 : 3 7 . 3，優化為2006年的
23.5:42.4:34.1，第二產業比重比五年前高出10.3個百分
點。

五年來，縣域經濟五音齊奏，活力極盡彰顯。2006年
全市縣域生產總值達653.20億元，增長12.7%，增幅為
2000年以來最高；縣域財政總收入49.26億元，增長
27.9%，實現財政總量三年翻一番。
這三組綻放㠥光彩、跳躍式增長的數字，充分印證了

漳州五年間社會經濟翻天覆地的變化，顯示漳州全市國
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綜合實力穩步提升，呈現出
結構調優、開放提升、和諧推進的全新良好態勢。

三組數據勾勒五年成就

在 1988年漢城奧運會上，李梅素獲得女子鉛球
銅牌，實現了中國投擲奧運獎牌「零的突

破」。她先後刷新過26次全國紀錄和亞洲紀錄，她所
創造的21米76的成績，至今在亞洲無人可及。李梅
素從16歲開始從事鉛球運動訓練，42歲時仍活躍在
第九屆全運會上，26年的運動生涯創造了我國田徑
界的奇跡，被譽為田壇「常青樹」。自黨的十三大開
始，李梅素已連續五屆被選為黨代表，成為為數不
多連續20年當選的元老級代表，又被稱為政界的
「不老松」。

巧遇伯樂 17歲轉投田壇
在平日工作的鉛球訓練場，李梅素接受了本報記者

專訪。她坦言，和鉛球並非一見鍾情，從事鉛球這項
運動只是機緣巧合。李梅素最早是在位於保定的河北
省體校練習籃球，一個偶然的機遇改變了她的命運。
當年，在石家莊地區舉行的一次運動會上，李梅素在
田徑場上顯得異常活躍，既投擲「三鐵」、又參加4×

100接力等項目，被當時在現場的著名教練何增生看
中。那年，她才17歲。
由此，李梅素被選入河北體工大隊練習鉛球，師

從著名教練何增生，並漸漸愛上了這項運動。經過
何增生的精心調教和她自己刻苦努力，李梅素的成
績步步提高。在訓練的前三年，她的成績提高了6
米多。在1998年，她創造了21.76米的亞洲紀錄，
幾乎是一年長一米，這在世界體育史上也是個奇
跡。何增生教練曾算過一筆帳：在訓練課上，李梅
素要把不同重量的鐵疙瘩反覆地投出去、撿回來，
往返300多次。一天下來，訓練負荷總重量達2萬多
公斤，相當於5輛「解放牌」大卡車的載重量。在
1982年印度新德里亞運會上，李梅素獲得了第一個
世界大賽冠軍，並開始步入奧運舞台。
外表看起來粗獷豪放，但講述起奮鬥經歷，李梅

素的言語中卻透露㠥細心與平和。鉛球運動是枯燥
的，或許正是這項運動，讓她登上人生顛峰之時，
仍然能保持一顆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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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英篇

十七大

復出之後的體育生涯，同樣令李梅素終生難忘。其中，有
兩件事讓李梅素記憶猶新，被她稱為「反面教材」和「正面
教材」。「反面教材」發生在1996年，當時37歲的李梅素參加
了亞特蘭大奧運，這是一次失敗的經歷，她連及格賽都沒通
過。
「這次比賽是對我一生打擊最大的一次，本來前期準備都

很順利，但不知什麼原因，到了亞特蘭大之後狀態一直不
好，影響了比賽發揮。」事後，她得知那幾天母親病重，雖
然家裡人瞞㠥沒告訴她，但母子連心，怎麼可能沒感覺呢。
時隔不久，李梅素的母親去世了。

後繼有人 兒子熱衷鉛球
「正面教材」則發生在歷亞特蘭大失利後第二年。在1998

年曼谷亞運會上，時年39歲的李梅素勇奪金牌，比賽那天正
好是兒子田子重6歲的生日。她說，這枚金牌是送給兒子最好
的禮物。兒子生下來6個月李梅素就開始訓練，長期不能和孩
子溝通。對此，李梅素感到非常歉疚，但同時又對孩子充滿
了希望。他身體素質很好，體形很標準，現在有時間就跟她
到田徑場練鉛球。李梅素說：「只要他喜歡，我就支持他從
事體育，做我的接班人。」

1984年洛杉磯，許海峰拿到了奧運史上第一塊金牌，這讓
所有中國人記住了這一屆奧運會。同年，歷史也記住了另一
個中國人的名字：李梅素。25歲的她，以18米47的成績刷新
了亞洲鉛球紀錄，並在這屆奧運會上以17米96獲得鉛球第五
名，這也是中國選手第一次進入這個項目的前六名。洛杉磯
奧運會後的第二年，李梅素有了幸福的家，在愛人的支持
下，李梅素全心投入訓練中，向更高的目標衝刺。

臨危授命 35歲高齡復出
1988年，李梅素攀上了事業的顛峰。當年4月23日，全國田

徑精英賽在石家莊舉行，李梅素以21米76的成績創造了亞洲女
子鉛球紀錄並保持至今。在同年舉行的漢城奧運會上，備受矚
目的李梅素身上也多了些許壓力。賽前的緊張和身體的不適影
響了發揮，她最後以21米06的成績與亞軍僅一厘米之差而遺憾

地獲得銅牌，但這也是當時亞洲運動員在女子田賽項目上的唯
一一塊獎牌。「那年是事業的高峰期，完全有能力得到銀牌甚
至獲得冠軍。」沒能拿冠軍，李梅素心裡不無遺憾。
漢城奧運會後，李梅素選擇了退役，並開始擔任河北女子

鉛球隊教練。但在1993年七運會上，一向在全國排名前三的
河北女子鉛球，竟然被擠出了前八名。翌年，不顧渾身傷病
以及需要人照顧幼子，35歲的李梅素臨危授命，停訓6年之
後選擇了重新復出。這對於一個運動員來說，是一件近乎不
可能完成的任務，是對極限的挑戰。她的教練何增生評價
說：「這絕對是一個奇跡，但這個奇跡只能發生在她身上，
因為只有她才能克服一般人無法想像的困難。」
為什麼有這麼多困難還要復出，李梅素的回答很樸實：

「我從一個農家女成為鉛球冠軍，國家花了那麼多財力、物力
栽培我，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我就要站出來，沒想別的。」

過去，在外國人眼裡，中國運動

員只能拚技巧，論力氣就拚不過歐

美運動員。在世界鉛球運動史上，

中國人乃至亞洲人，一個多世紀以

來未嘗過當世界冠軍的滋味。但從

上世紀80年代開始，李梅素和黃志

紅、隋新梅逐漸形成了中國女子鉛

球「三駕馬車」，打破了歐美運動

員不可戰勝的神話，一度在世界田

壇傲視群芳，並徹底改變了外國人

對中國女性乃至東方女性的看法。

李梅素所代表的女子鉛球，和劉翔

的男子110米欄、王軍

霞的女子中長跑一

樣，成為中國田徑

史上的里程碑。

■本報記者

"

河北田徑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
鉛球教練組長

李梅素

"

2001年九運會後，42歲的李梅素退出賽場
成為專職教練。如今，48歲的李梅素任河
北省體育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同
時還擔任田徑隊鉛球組的教練。她參加過
三屆奧運會，談到明年北京奧運會目標，
李梅素說：「希望我的隊員能出現在08年
奧運賽場上，進前六名也應該沒問題。」
她的弟子鞏立姣已經能夠投出19米，更

值得欣喜的是，中國女子鉛球又形成了集
團軍，在最近舉行的世錦賽上，中國女子
鉛球運動員李玲獲得第四，李梅素的師妹
李梅菊奪得了第6名，她的弟子鞏立姣則
為第7。儘管和前三名相比還有一點差
距，北京奧運會上奪牌還有難度，但她們
有了中國女子鉛球再次形成「三駕馬車」
的希望。李梅素表示，現在通過總結經
驗，改善訓練方法，其弟子鞏立姣的成績
突破19米只用了3年時間，而她自己至少
用了5年時間。

退役執教
復興「三駕馬車」

李梅素，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
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現任河北田徑
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鉛球教練組長

★1959年4月17日 出生於河北省新樂縣

★1976年 進入河北省田徑隊

★1982年 以17.77米成績獲得第9屆亞運
會女子鉛球冠軍，並打破亞運會紀錄

★1984年 6次刷新女子鉛球亞洲紀錄，
同年在洛杉磯奧運會上以17.96米獲得
第5名

★1985年 獲世界室內田徑運動會第4名和
亞洲田徑錦標賽第2名

★1987年 在第6屆全國運動會上，以
20.87米和20.95米的成績兩破亞洲紀
錄，並獲金牌，列當年世界第7名

★1988年 以21.76米的優異成績刷新了由
她保持的亞洲紀錄並保持至今，接㠥在
第24屆奧運會上以21.06米獲女子鉛球
銅牌，實現了中國投擲奧運獎牌「零的
突破」。

★1998年 奪亞運會女子鉛球項目冠軍

★2007年 被國家體育總局評為優秀共產
黨員

李梅素簡歷

鉛球皇后李梅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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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經歷 亞特蘭大灑淚曼谷摘金

創亞洲紀錄 勇奪奧運銅牌

■教練何增生正在指導李梅素訓練。

■1982年，李梅素在印度新德里亞運會上奪
得鉛球冠軍。

■李梅素與丈夫、兒子在一起。

■李梅素（左二）和她的弟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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