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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23年泉州市网络零售额
2579亿元，占全省的33.5%，在福建省
排名第 1位，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 10
位。目前，我市拥有6个国家电商示范基
地、3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入选全国直播电商城市20强，6
个县（市、区）上榜“2022县市电商竞争
力百佳样本”榜单，占全省总量的67%。
跨境电商方面，泉州是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和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
市，已拥有跨境电商企业1万余家，全市
跨境电商累计出口额超600亿元，综合
排名位居全国、全省前列。

评委组组长、华侨大学教授王景河
表示，本次“三创赛”对于激发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我们要认真总结比赛经验，不断完
善和优化相关环节，为今后落地类似活
动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他说。
泉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
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泉州欢迎更多
高规格电商赛事落地。

为了进一步增强产学研对接，做
优泉州电商人才培养工作，泉州市电
商协会、泉州跨境电商协会以及泉州
市青年电商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一并受

邀到比赛现场“相马”。泉州市青年电
商协会会长、巨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文辉表示，当前泉州电商从
业者虽然众多，但是核心人才依然稀
缺。通过导入国家级大赛，不仅有利于
人才引进，也有益于高校学生就业，可
谓一举多得。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经济
与管理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
校将继续加强与泉州各相关协会的联
系，让企业家入校分享实战经验，在企
业与学生之间搭建沟通桥梁，共同做
大做强泉州电商人才培养工作，助力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协会赛场“相马”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郭剑平 通讯员
邱璟瑟 文/图）近日，晋江市供销社联合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安海镇人民政府、安
海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开展“农资打假保春
耕 农盾护农保粮安”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暨民法典进村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农技知
识，规范市场秩序，增强农民法治素养和
法治意识，营造“打假护农保供应”的良好
社会氛围。

活动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组织趣
味小游戏、发放宣传资料、赠送蔬菜种子
和化肥农药等形式，宣传讲解农技实用

知识、农业法律法规、识假辨假方法等，
指导农民群众科学种植、依法维权。本次
活动共赠送蔬菜种子10种 500包、农药
6类1200包（袋）、营养土100袋、农技科
普知识宣传册 200 本，接受病虫害防治
咨询服务 108 人次，受到当地群众的欢
迎与好评。

据了解，今年以来，晋江市供销社切
实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多举措服务
保障春耕生产，加强农资储备及供应服务
工作检查，切实把好入口审验关，持续巩
固“供销农资、放心农资、绿色农资”品牌
形象。截至目前，系统储备农膜20吨、农
药10吨、肥料4995吨。同时大力开展农资
科技下乡活动，共开展12场次，赠送有机
肥13吨、农用物资5460份，发放各类农技
科普材料1790册，组织庄稼医生开展农
技咨询服务 312 人次，有效助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农村增效。

打假、护农、保供应

晋江市供销社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

记者了解到，申报优秀场景须满足
《智能制造典型场景项目指南》中16个
环节45个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有关要求，
每家企业最多可申报3个场景。智能制
造场景是智能工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
指面向制造过程各个环节，通过新一代
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部
署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
造装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
与装配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行业
成套装备等智能制造装备，集成相应的
工艺、软件等，实现具备协同和自治特
征、具有特定功能和实际价值的应用。

申报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须满足
《智能制造工厂项目指南》要求，建设内
容需至少覆盖8个环节。智能制造工厂
面向原材料、装备、消费品、电子信息四
大类行业，建设内容需至少覆盖8个环
节。其中，原材料行业聚焦石化化工、钢

铁、有色金属、建材、民爆等细分领域，应
用分子级物性表征、实时优化控制、人工
智能、5G等新技术，探索数字孪生工厂
建设、先进过程控制、设备预测维护、能
效平衡与优化等典型场景，建设绿色、高
效、安全和可持续的原材料行业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生产运
行平稳、生产过程清洁化。探索供应链计
划协同优化、碳资产管理等典型场景，打
造高效、绿色、安全的原材料行业智慧供
应链，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生产安全化和绿色化。

装备制造业聚焦通用装备、专用装
备、汽车、轨道交通装备、船舶、航空航
天、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细分领域，应
用知识工程、AR/VR、数字孪生、可重构

生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探索产品数字
化设计、产线柔性配置、产品远程运维、
数据驱动服务等典型场景，建立高效柔
性、敏捷响应、人机协同和动态调度的装
备制造业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不断优化
装备产品性能，完善后服务水平。探索供
应商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制造等典
型场景，打造具备协同研发、生产和服务
能力的装备制造智慧供应链，满足复杂
装备高效研制和运维要求。

消费品行业聚焦食品、饮料、纺织、
服装服饰、皮革及制鞋、家具、造纸、印
刷、医药、化纤、家电等细分领域，应用人
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探
索产供销一体化、大规模个性化定制、销
售驱动业务优化等典型场景，建立全生

命周期质量管控、需求敏捷感知和产销
用协同的消费品行业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探索和打造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制
造体系。探索供应链计划协同优化、产供
销一体化等典型场景，建设快速适应市
场需求变化的消费品行业智慧供应链，
满足规模化定制生产要求。

电子信息行业聚焦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等细分领域，应用人机高
效协作、在线精密检测、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探索工艺数字化设计、智能在线
检测、工艺动态优化等典型场景，建设
高效配送、资源协同和柔性生产的电子
信息行业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提高产品
质量、性能和稳定性。探索供应链采购
动态优化、供应链风险预警与弹性管控
等典型场景，建设精益化弹性管控的电
子信息行业智慧供应链，保障订单高
效、准时交付。

每家企业最多可申报3个场景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云青）近日，省
市场监管局发布第16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相关信息。

本次抽检信息涉及28大类食品793批
次粮食加工品、食用油（含油脂及其制品）、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蛋制品、食糖、水产
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糕点、豆制品、蜂产
品、保健食品、餐饮食品（含餐饮具）、食品
添加剂、食用农产品。其中，合格783批次，
不合格10批次。不合格项目涉及重金属污
染问题、农药残留问题、食品添加剂问题。

重金属污染问题包括：石狮市章兰秀
蔬菜店销售的老姜，铅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石狮市佰特优鲜食品店销售
的新鲜农家带土姜（小黄姜），铅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农药残留问题包括：福州市晋安区鼓山吴
天雄农产品商店销售的铁棍山药，咪鲜胺和咪
鲜胺锰盐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福建
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南平市建阳金都店销售的
螺丝椒，噻虫胺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晋江市青阳阿明蔬菜摊销售的毛山药，咪
鲜胺和咪鲜胺锰盐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永定区盛发蔬果店销售的白葱，三唑磷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晋江市阳光超
市有限公司销售的优选粗山药，咪鲜胺和咪
鲜胺锰盐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福
州市鼓楼区德哥水果店销售的国产香蕉，噻
虫胺、噻虫嗪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晋江市青阳阿明蔬菜摊销售的长豆角(豇豆)，
倍硫磷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食品添加剂问题为：厦门金搜诚贸易
有限公司销售的桑葚，糖精钠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市场监管
部门已开展核查处置，督促生产经营者诚信
经营，履行停止销售、下架、召回和公告等法
定义务，依法
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有效
防控食品安
全风险。

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10批次食品
被检不合格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1—4月份，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运行态势平
稳，软件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利润总额
两位数增长，软件业务出口降幅收窄。

据统计，1—4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3.8万亿元，同比增长11.6%；软件业利润总
额4314亿元，同比增长14.3%；软件业务出
口154.9亿美元，同比下降0.4%。

分领域看，1—4月份，信息技术服务收
入24983亿元，同比增长13.2%，在全行业
收入中占比为65.9%。其中，云计算、大数据
服务共实现收入 4107 亿元，同比增长
14.3%；集成电路设计收入989亿元，同比
增长 11.3%；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2880亿元，同比增长4.5%。

1—4月份，软件产品收入9127亿元，同
比增长8.7%，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846
亿元，同比增长8.7%。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
收入520亿元，同比增长9.3%。嵌入式系统
软件收入3275亿元，同比增长8.4%。（中新）

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前4月比增11.6%

全国大学生“三创赛”省级选拔赛在泉举行

306支高校队伍展现电商新活力
日前，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电

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以下简称“三创赛”）福建省选拔
赛在泉州信息工程学院举行。来自
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集
美大学等省内 40 所高校的 306 支
队伍参赛。国家级大赛落地泉州，
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
炼能力的平台，更集中展示了我省
电子商务专业的建设成果和学生
的成长发展成效，为电子商务行业
的繁荣发展注入新活力。

□融媒体记者 王宇静 通讯
员 柯丽萍 叶碧玉 文/图

此次选拔赛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创新
精神、创业能力和实践经验的优秀团队，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关注电子商务行业。

教育部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三创赛”组委会主席、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李琪介绍，全国大学生电商“三创赛”始于
2009年，先后吸引了数百万名大学生参
与，已成为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大学生金牌
赛事之一，有效促进教学、实践、创造、育
人、就业创业和升学融合。

据称，今年的“三创赛”新增直播电商
实战赛和商务大数据分析实战赛。业界评
价认为，新设实战赛项目与时俱进，不仅
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建设、行业和区域经济
发展的需求，也利于开拓大学生的就业、
创业视野。

第十四届“三创赛”分为常规赛和
实战赛两类进行。常规赛包含三农电子
商务、工业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等
九个主题，实战赛包含跨境电商、乡村
振兴、产教融合（BUC）、直播电商、商务
大数据分析等五大主题，参赛队伍按校
级赛、省级赛和全国总决赛三级赛事进
行角逐，全国总决赛将于今年下半年在
福州市举行。

经过两天的角逐，本次大赛现场公
示特等奖13项、一等奖63项、二等奖62
项、最佳组织奖15项，优秀指导老师56
人次。

新增实战赛项目

学生们组队上台演绎创业创新电商项目学生们组队上台演绎创业创新电商项目

晋江市供销社开展农资下乡活动晋江市供销社开展农资下乡活动，，图为农资下乡暨民法典宣教活动现场图为农资下乡暨民法典宣教活动现场。。

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和示范工厂申报开启
近日，省工信厅组织申报2024年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和示范工厂，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可积极申报。据悉，我市对获评国家、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的项目，分别给予一次性100万元、50万元奖励；对获评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的项目，一个场景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累计最高不
超过30万元。 □融媒体记者 陈云青

据悉，2024年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
景和示范工厂的申报条件为在福建省行
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依法纳税的企业。工信部门鼓励已获评
国家级、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企业
开展环节应用创新，新建环节场景可单
独再申报智能制造优秀场景项目。鼓励
已获评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的企业开展场
景应用拓展，申报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申
报项目应于2024年底前完成建设，并能

满足现场核查要求。
申报企业智能制造水平应处于省内

领先或国内先进地位，具有较好的示范
引领作用，并在智能制造评估评价公共
服务平台（www.c3mep.cn）完成智能制
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估，其中示范工厂申
报企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估需达

到国家标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 39116—2020）二级及以上。申
报企业近3年未发生重大、特大安全生
产事故，重大、特大环境事故，无违法违
规行为。

根据《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泉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贯彻

落实福建省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若干
措施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泉委办
〔2022〕50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对获评
国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项目，分
别给予一次性100万元、50万元奖励；对
获评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的项目，一
个场景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累计最
高不超过60万元；对获评省级智能制造
优秀场景的项目，一个场景给予一次性
10万元奖励，累计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一个场景可一次性获10万元奖励 据新华社电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台
球产业分会（以下简称“台球产业分会”）28日
在北京成立，该组织旨在服务中国台球产业
发展，当好台球企业的“桥梁”“管家”“舵手”。

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有逾20万家
中小台球企业，2024年，中国台球行业市场
规模将继续快速增长，预计达到4万亿元。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执行会长任兴
磊对台球产业分会提出三个希望：挖掘价值
强化专业，让产业创新创造探向服务更深
处；讲好故事强化特色，让产业新内容探向
精神更深处；规范运作，强化联结，让产业新
组织探向跨界更深处。

台球产业分会会长乔冰介绍，台球产业
分会将秉持“改革、创新、服务”六字方针，以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勇作行业“开
山斧”“孺子牛”，为推动中国台球产业发展、
在世界上推广中式台球的理想而努力。

“只有更好的行业才会有更好的企业。
台球产业分会将搭建‘舞台’，精准定位，科
学布局，建设合理机制，扶持中小商业企业
创新发展和做强做大，建设10万家以上的
台球俱乐部数据库等。”乔冰说。

台球产业分会当天与相关单位签署了
服务协议，并与世界花式撞球协会等机构签
署备忘录。

在随后进行的中国台球产业新质生产
力论坛上，来自台球桌、台呢、胶边和台球的
生产制造商与台球赛事运营、俱乐部连锁管
理、球房企业就台球产业新质生产力进行了
分享和探讨。

台球行业快速发展

今年市场规模
预计达4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