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現有林業專項規劃和功能區劃的基礎上，我
們㠥手編制了《福建省林業產業振興規劃》，

明確各區域發展重點，閩東南沿海地區重點依托港
口優勢，大量進口木材等原料，發展外向型林產加
工業；閩西北山區在加大森林資源保護的基礎上，
有序發展生物醫藥、生物能源、森林旅遊等非木質
綜合利用產業。」福建省林業廳負責人介紹道。
過去，林業更多作為主要提供木材和林產品的產業

而存在。但在科學發展與產業轉型的大背景下，林業
必須轉變發展方式。要讓林農科學利用森林資源，就
必須發揮資源優勢，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兩區兩城」促產業集聚
據悉，福建林業產業佈局逐漸趨於合理，林業專

業園區不斷湧現，海峽兩岸（三明）現代林業合作
試驗區、莆田秀嶼國家級木材加工貿易示範區、建
陽「海西林產工貿城」和建甌「中國筍竹城」等
「兩區兩城」在福建省林業廳重點扶持下迅速發展
壯大，產業集聚效應初步顯現。
福建林業產業產值持續增長，2012年全省完成產

值3078.03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增20.3%，位居
全國同行業前列。花卉、生物能源、生物醫藥、森
林旅遊等林業新興產業發展方興未艾，成為林業經
濟和林農增收新的增長點。
記者了解到，自從福建省啟動了「千萬林農增收

千元工程」以來，各地按照「一縣一品一特色」的
要求，鼓勵農民開展林下種植業、養殖業、採集業
和森林旅遊業等不同模式的林下經濟等興林富民產
業，實現「不砍樹，也致富」。 2012年，全省實現
林下經濟產值620億元，居全國前列。

首創森林人家經驗全國推廣
作為福建首創的森林旅遊品牌，目前福建省已授牌

「森林人家」357家，逐步形成了以武夷山、寧德、龍
岩等為龍頭的3條「森林人家」示範旅遊路線。2012
年，全省森林旅遊直接產值55億元，比增72%；「森
林人家」標誌得到國家林業局的肯定並在全國推廣使
用。
隨㠥福建省《關於進一步加快林業發展的

若干意見》、《關於扶持花卉苗木產業發展的
意見》等一系列惠林富民政策的出台，福建
林業發展迎來了政策春風，這為2013年福建
步入興林富民快車道提供了強有力的保
障。八閩民生大舞台，將
唱響綠色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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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2012年，福建省花卉苗木產業取得了可喜
成績，全省花卉苗木種植面積達4.15萬公頃，
全產業總產值達259.8億元，其中種植總產值
160.6億元，實現銷售額169.1億元，出口額
8088.5萬美元。其中，漳州市花卉苗木產業
總產值為107.9億元，福州市總產值為42.2億
元，三明市總產值為38.9億元，分列全省的前
三位。福建省省長蘇樹林作出專門批示：福
建在這方面有優勢，要加快花卉產業發展。
據了解，作為國內重點花卉產區，福建始

終高度重視花卉產業發展。花卉產業已成為
福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縣域經濟發展的重
要產業和農民增收致富的新亮點。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福建已初步形成龍海九

湖、漳浦馬口、漳平永福等多處花卉產業群。
花卉種植面積超過萬畝或銷售額超過5億元的
縣（市、區）達15個，有國家級「花木之鄉」
稱號的縣（市、區）、鄉鎮已達10個。漳州水
仙花、漳浦蝴蝶蘭、連城蘭花、浦城丹桂等一
大批特色花卉產品在國內外已具有較強的競爭
力。花卉企業規模和實力迅速增長，福建已擁

有8200多家花卉生產經營企業和350多家城鄉園林綠
化企業，湧現出了福建連城蘭花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新世景園藝有限公司等國內外知名花卉企業。
記者從福建省林業廳獲悉，到2015年，福建花卉種

植面積將達5萬公頃，實現銷售額300億元，出口額超
過1億美元，從業人員60萬人，花農人均收入達到當
地農民人均收入的2倍。到2020年，全省花卉種植面
積將達10萬公頃，實現銷售額超過1000億元，出口額
超過2億美元，從業人員達80萬人，花農人均收入超
過當地農民人均收入2倍以上。

福建省林業產業水平長期位居全國前列。2012

年謀變思動，產業資本優化集聚，無論是經濟

林、花卉、木竹加工，還是木漿造紙、林產化

工、森林旅遊等，各項數據均指向了產業的長足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舒昕、林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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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產業蓬勃發展，圖為海峽兩岸（漳州）花卉博
覽會展館。 黃海攝

福建

■福建大力發展林下經濟，
帶動林農增收。圖為泰寧縣
林下種植中藥材雷公籐。

綠色產業步快軌林興民富得雙贏

■福建首創的「森林人
家」成為全國生態旅遊
的知名品牌。 黃海攝

近年來，福州市緊緊依托「海交會」經貿平

台，不斷加強經貿合作與人員交流，打造對台合

作交流前沿平台，成為大陸對台優惠政策覆蓋面

廣、兩岸合作交流活躍的地區之一。政策發佈、兩岸

交往、先行先試，已成為海交會最突出的品牌和功能。

業內人士稱，正是因為中央和國家各部委的大力政

策性扶植，才使海交會生機勃勃，其良性發展的趨勢日益明

朗和顯現。由於海交會對相關對台經貿政策的具體實踐和落

實，其示範作用意義深遠，才使閩台區域的潛在優勢轉化為兩岸經

貿交流的現實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蓉、蘇榕蓉

圖：第十五屆海交會組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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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秀麗　版面設計：莊惠農

特刊福州國際招商月20年、海交會15年
系列報道之二

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兩岸合作邁新里程先行先試
對台交流 互利雙贏

記者從海交會組委會獲悉，走過十四屆的
海交會今年對台合作依然亮點紛呈，在

保持「台灣特色食品展」、「海峽兩岸機電展
區」等傳統展區的基礎上，組委會積極引入
「台港澳日用精品展區」、「海峽兩岸旅遊文化
展區」等新的展區合作夥伴，屆時將引領閩台
合作不斷升溫，兩岸業界可望在項目對接、產
業合作和注重創新及相關政策的踐行等先行先
試方面有新的突破。
據透露，今後，福州在電子信息產業、金融

業等領域繼續推動榕台產業對接合作外，亦將
以福州台商投資區、臨空經濟區、藍色經濟產
業園等相關園區為載體，進一步延伸產業鏈，
促進對台產業聚集，打造電
子、化工、機械、紡織、海
洋現代服務業等產業集群。

築巢引鳳 產業集聚
如今，旨在探索兩岸合作

新模式的平潭綜合實驗區建
設正以驚人速度吸引㠥一批
批台商前來投資置業，這其
中，不乏以海交會為媒的項
目。記者獲悉，由台灣遠雄
集團與世貿集團投建的「海
峽如意城」項目日前進展順
利，成為展示新平潭現代化
濱海城市建設與發展的「形

象窗口」。
據海交會主辦方介紹，海交會至今已連續舉

辦十四屆，在台灣島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台
灣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參展意願高漲，參展數
量年年增長。海交會為台企投資福州搭建了一
個優質平台。
大環境引來大台商，「以台引台」、「以台

引外」的雪球滾動效應明顯。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2012年11月，福州累計批准台資企業2160
家（不含第三地），實際利用台資22.98億美
元。台商投資已成為福州開放型經濟的生力軍
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站在新的歷
史起點上，第十五屆海交會將繼續以政策導向
為主，切實發揮海交會作為大陸對台政策先行
先試的窗口作用。

■海關總署福州原產地
管理辦公室揭牌儀式

1999年 福州國際招商月首次確定「海峽」主題，成為大陸最早舉辦

的兩岸經貿展會之一。

2000年 台北電腦同業公會首次組團參展，在展館特設台灣資訊館。

2001年 海交會簽訂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兩馬協議」，率先形成「兩

馬先行」的格局。

2002年 海交會簽訂了向馬祖島供水協議，實現了大陸首次向台灣地

區供水。

2003年 在抗擊「非典」、各地經貿會展活動相繼取消的特殊時期，

第五屆海交會如期順利舉辦。

2004年 澎湖地區首次組團參展

2005年 首次組織台灣農產品參展，並實現台灣水果首次「零關稅」

直航福州。

2006年 海交會率先擴大台灣農產品准入及零關稅種類和範圍，並率

先實施台灣居民在大陸申辦個體工商戶。

2007年 海交會率先啟動了福建沿海與澎湖地區貨運直航，台灣台中

六縣市首次由地方政府組團參展參會。

2008年 海交會福州市政府與台北市政府簽署了加強交流合作共同聲

明，這是海峽兩岸地方政府簽署的首份協議，同時，參展的

台灣縣市首次基本覆蓋台灣全島（除花蓮、台東兩縣）。

2009年 海交會推出了「兩岸郵件總包直封關係啟動儀式」。

2010年 大陸首次正式從台灣引進大米

2011年 海交會首設ECFA早收清單產品展區，開創了ECFA正式實施

以來海峽兩岸大型經貿展會此類展區的先河。

2012年 海交會揭牌成立了海關總署福州原產地管理辦公室，是大陸

首個專門負責管理對台優惠和非優惠貿易原產地業務的機

構。

數字解讀記者日前獲悉，神華集團羅源灣煤港電
一體化、中鐵隧道盾構機、中科院廣州化
學研究所鋰電池隔膜新材料、中石油渤海
裝備福建鋼管製造等 13個央企項目已動工
建設，完成投資20億元（人民幣，下同）。
今年，福州將大力促進已簽約的中化CPP、
中石油LNG接收站、中航國際通用飛機製
造等27個項目的落地動建工作，並將洽談
儲備一批央企項目，「三維」項目已成為推
動福州產業經濟持續「蝶變」的重要力量。
據相關人士介紹，近年來，福州注重傳

承弘揚「3820」工程戰略精髓，深入實施
大開放戰略，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積極
推進「三維」項目對接。此間數據表明，
「三維」對接成效明顯。2012年入庫重點項
目622項，總投資13000億元，年度計劃投資
1245.28億元，實際完成1566億元，佔年度
計劃125.8%。
圍繞「對台交流、互利共贏」主題，今

屆海交會將突出項目帶動，㠥力推進簽約
項目的升級轉化，同時推動一批「三維」
項目有效對接，早日動工投產。
據本報觀察，「三維」聯動日前正成為

福州加快轉變、加速發展的強勁引擎。一
大批好項目、大項目的落地動建，逐步扭
轉福州過去經濟結構中存在的「輕重失
衡、大小不均、產業鏈不完善」局面，加
快福州產業轉型升級，使福州經濟實力和
後發動力大大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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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海交會項目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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