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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华安经济开发区作为华安县
经济的主战场，立足既有产业基础，加快
传统产业推陈出新，不断厚植新质生产
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近年
来，开发区发展稳中有进，综合水平全省
排名从2020年的第62位跃升至目前的
第 32位，在市对县“开发区综合发展水
平”绩效考核排名中多次位居前茅。

先进装备制造、智能家具家居是华
安经济开发区两大百亿级主导产业。在
县委书记叶毓看来，传统产业也需升级，
在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聚焦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老树也能冒出新芽。

针织机械是制造业众多门类中的

“冷门”，但如果掌握了核心技术，并且实
现全链条“华安智造”，“冷门”也就成了

“热门”。华安通过一轮轮产业招商、企
业通过一轮轮技改，谋求在传统产业上
实现突破。以漳州市永良针纺机械有限
公司为龙头，带动 22家针织机械上中下
游企业，华安现代针织机械产业园已

“链”成规模。这些年永良相继突破了防
震动针织机中心组等关键技术的研究，
成为亚洲同类型针织机配件最大生产
商，产品占领全球针织大圆机行业35%的
市场份额，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
区供不应求。

有了这个“智能心脏”，华安以永良

为龙头进行产业链招商，底气更足。开
发区已吸引了厦门、泉州、东莞等多个周
边城市的针织机械企业入驻，形成了全
产业链条。

老树更服水土，新芽蕴蓄新机。华
安深耕本土传统产业，以产业链整体发
展为先导，传统制造业与数字产业深度
融合，打造传统产业“新”高地。新长诚
（漳州）重工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生产大型
钢结构、彩钢板、金属幕墙等产品的企
业，为满足高端订单的生产需求，企业不
断进行技术改造攻关，仅2023年就累计
完成技改投资 2700万元。“在石油化工
领域建设钢构厂房，全国唯独我们一

家。”总经理陈明理自豪地说。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华安目前招引

了 10多家钢构企业集聚开发区，已成为
华南地区最大的钢结构生产基地。

截至目前，华安经济开发区共入驻
企业 292家，总投资 478亿元，其中，工
业企业 28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21
家。以先进装备制造、智能家具家居两
大产业为主导，全力打铝车轮、针织机
械、冻干食品三大专业生产园区，“2+3”
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拥江华安，面朝大海。开发区正是
眺望蔚蓝的桥头堡，承载着华安1315平
方公里土地的希望。（来源：《闽南日报》）

华 安 工 业 向“ 新 ”出 发

近年来，华安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创新发展思路，挖掘发挥金融
在民族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助销民族农特产品，特色农业强内力

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同时利用民俗活动、电商等助销民族农特产
品。截至目前，官畲村和7个高山族聚居村茶
叶种植面积达 2.5 万亩，茶叶加工作坊近
2000家，创产值1.5亿元；在“福农e购”电商
平台的“民族之窗”专区共销售件数超4万件，
销售金额超80万元；在福建省第十五个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期间，通过助农直播销
售漳州农特产品4792件，销售额超30万元，
有效引导当地“土特产”出村进城。

提升移动支付建设，生态旅游添活力

厚植华安县大地高山族聚居村得天独厚
的文化土壤，发挥世遗土楼和高山族、畲族
民族风情等资源优势，将世遗土楼的文化内
涵与高山族非遗舞蹈相融合，“世遗”牵手

“非遗”，推进民族文旅融合。以国家级农综

改项目为抓手，联合信用社在县内重要的民
族村提升移动支付建设，探索致富路。推动
高山族聚居村大地村的“世遗”大地土楼景
区使用智慧票务系统，近两年来累计交易
2.78万笔，金额603.97万元；同时依托“福
农e付”在坪水民族村、漳台交流基地高石村
等打造智慧停车场，提高村财收入。

加大信贷投放支持，金融服务增动力

围绕落实省民族宗教厅与省农信联社战
略合作机制，利用福建省第十五个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月主题活动启动仪式的现场，与省
农信联社漳州办事处及华安联社等5家行社
签约，为民族乡村发展授信。截至目前共办
理 2845张，授信总额 1686.15万元。打造

“民族同心贷”，为 5个民族特色村提供精准
建档、整村授信等服务，截至目前向少数民
族群体授信金额超1.5亿元，贷款覆盖面近
45%，少数民族新农主体建档 100%，并为大
地、官畲、坪水等少数民族村发放“福村贷”
500万元。

（庄学村 周乐融 庄锦霞）

两岸携手 共筑未来
台湾师生实践团走进华安县官畲村

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的土楼文化
旅游度假区——二宜楼近来人头攒动,
皆是慕名到此的游客寻奇探幽。

二宜楼与“福建土楼博物馆”南阳
楼“宜居典范”东阳楼组成福建土楼（华
安）大地土楼群。走进土楼内，脚下踩
过的每个石板都是在与这片土地进行
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2017年来，华安县委县政府累计
投入近5亿元用于“世遗”福建（华安）土
楼景区经营权回购、景区环境提升。景
区面貌日新月异，游客量连年快速增
长，旅游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
以土楼景区为核心的仙都镇休闲旅游
度假经济区渐具雏形，顺利完成省全域
旅游小镇创建。 （周乐融 陈蕾）

持 续 探 索 金 融 服 务 新 路 径
推动民族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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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台湾云林科技大
学、宜兰大学的师生实践团来到漳
台交流基地——华安县新圩镇官
畲村，参加“青”心北溪“青”连漳
台——漳台青年文化交流周活动
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官畲村交流
活动。

活动中，台湾师生实践团体验

了缝制高山族绶带、
抛陀螺、拉手舞等民
俗活动，并与当地高
山族、畲族、汉族等
青年座谈，两岸同胞
在交流互动中增进
彼此的认同，有效推
动两岸融合发展，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与祖国统一汇聚更
加坚实的民意力量。

官 畲 村 是 闽 南
地区为数不多仍保
留自己民族语言的
少数民族村，迄今有
350多年历史。近年
来，官畲村统筹推进
产业、文化、生态融
合发展，助力农村综
合性改革试点工作，
实现“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乡村振兴目标，先后荣获中国
少数特色村寨、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福建省首批金牌旅游村、省级“一
村一品”示范村、省级文明村、省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并于
2021年成功申报国家 4A级旅游
景区。 （刘淑媛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