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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纺织服装展
演绎东西方美学对话

流光一瞬，华表千年。中华文明在
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无数辉
煌灿烂的文化成就，而织绣则是中华
非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技艺之一，
一针一线之间，勾勒出了中国纺织独
有的绚烂。

在即将举办的中法纺织服装展上，
大家将可以通过数字媒体交互技术、AI
智能技术以及现代艺术的有机融合，沉
浸式体验中国传统织绣技艺与新时代科
技碰撞出的火花。可以说，这不仅是一次
品牌的展示，也是一次文化的交流，更是

一次东西方美学的对话。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自古以来

便商通四海、人文荟萃，中原文化、闽越
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交织撞击出众多
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宋元
时期，晋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
发达的海洋文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起点之一，大批闽商开始远渡重洋，

“晋江制造”也逐渐名扬海外。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更是成为县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样板，小到拉链、鞋服，
大到能源装载，每个领域都闪耀着“晋”
字招牌。尤其是纺织服装产业，历经40
余年的发展沉淀，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
集化纤、纱线、织造、染整、成品为一体的
纺织服装产业链，打造出2个超千亿的

产业集群，催生了劲霸、柒牌等上百个知
名鞋服品牌。

为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
贡献“晋江力量”

近年来，晋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和措施，吸引国内外投资和技
术，促进产业集聚和升级。作为推动世
界纺织工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晋
江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纺织价值链的
地位稳步提升，从此前一味地模仿、追
随国际品牌，到从海外风格中寻找突
破，打造带有中国印记、东方美学的品
牌特色成为当代企业走向世界的主打
路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遗技艺

和文化也在设计师的手下得到新生，
通过现代设计的演绎，由形至艺，由内
而外，成功打破了世界对中国的刻板
印象，让“中国风”在全球时尚语境下
有了崭新的诠释，呈现出更为立体饱
满的面貌。

晋江产业集团董事长丁永贵介绍，
随着全球服装市场新一轮增长机遇的到
来，纺织服装产业也将迎来新机遇和新
路径，开拓出了更多的出海渠道。借助本
次“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
展”的助推，晋江纺织服装产业在彰显文
化自信、品牌自信的同时，也将集聚更多
行业优质资源，培育壮大跨国贸易新打
法、新业态、新模式，谱写中国非遗时尚
的锦绣新篇章。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刘文艳 通讯员
胡林冀 曾毅琳 陈思越 文/图）中国和塞
尔维亚自贸协定于7月1日正式生效。记者
从泉州海关获悉，昨日，泉州海关为石狮市
迪娜胸围内衣有限公司的1批货值66.4万
元的女士文胸签发了泉州首份中塞自贸协
定原产地证书，凭借该证书，该批商品到达
塞尔维亚后将获得约2.4万元的关税减免。
这标志着中塞自贸协定成功在泉州落地实
施，将给泉州外贸企业抢抓优惠自贸协定
政策红利带来新机遇。

“凭借泉州海关签发的证书，这批出口商
品从原来18%的基准税率降到14.4%，而在
未来5年，该类商品将逐步实现零税率。这极
大降低了我们的出口成本，增强了我们进一

步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底气！”石狮市迪娜
胸围内衣有限公司外贸部苏经理高兴地表示。

2023年，中塞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
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
定，塞尔维亚成为中国第29个自贸伙伴。
中塞自贸协定生效后，中塞双方将分别对
90%的税目逐步相互取消关税，其中，超过
60%的税目在协定生效当天立即取消关
税。双方最终零关税税目的进口额比例都
将达到95%左右，广泛覆盖了彼此主要出
口产品。中国的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通
信设备、机械设备、耐火材料以及部分农水
产品等进入塞尔维亚市场时，塞方进口关
税将从目前的5%—20%逐步降至零；而塞
尔维亚的发电机、电动机、轮胎、牛肉、葡萄

酒、坚果等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时，中方进口
关税也将从目前的5%—20%逐步降至零。

为帮助外贸企业抢抓优惠自贸协定生
效实施新机遇，泉州海关开展优惠自贸协
定原产地规则和关税减让等惠企政策的宣
讲和培训，设立服务专窗，“一对一”为企业
设计精准享惠方案，指导企业用好用足原
产地优惠政策；协同各级行政服务中心打
造“居家打印+多点自助打印+窗口寄递”
三合一的原产地证书服务模式，不断优化
签证流程，便利签证“智享”服务，助力外贸
高质量发展。

今年1-5月，泉州海关共签发优惠
原产地证书1.77万份、签证货值70.19亿
元，帮助企业海外享惠3.28亿元。

泉州首份中塞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花落石狮

在德化戴云山上极目远眺，远山如
黛，绿意盎然，山间种植的是大片的高山
油茶。德化是“中国油茶之乡”，戴云山常
年湿度高，雨水充沛，加上偏酸性的土壤
特质，非常适合山茶油作物的种植。

夏季是油茶生长的旺盛季节，来自周
边合作社的农户们在油茶林基地里忙着
垦抚、修剪，到年底，这里的油茶果就能采
摘加工成值钱的山茶油。覆盖德化县吉
岭、永嘉、后坂、祖厝等四个村，福建省阿
嬷家健康科技股份公司的油茶种植基地
面积超过万亩，茶油加工能力达1000吨，
年产值达4亿元。

“油茶树种植投入大，回收周期长。”
阿嬷家健康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据

了解，油茶从开花到结果要历经14个月，
包含除草、施肥、修枝、采摘、晾晒、剥壳等
多道人工环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2022年，兴业银行泉州分行及时为企业
提供2000万元资金支持，帮助企业顺利
解决流动资金的缺口。

一滴茶油，带动乡村百姓走上致富
路。从前，附近的村民到油茶基地采摘赚
取劳务费，如今他们自己种植发展。阿嬷
家健康科技公司在德化开启“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先后带动5个专业
合作社发展，为当地3000多人提供了就
业岗位，油茶事业越做越大的同时，带动
家乡百姓共同富裕。目前，阿嬷家健康科
技公司已发展成集有机油茶繁育种植、加
工、销售、科研、茶油文旅观光、文创开发、
茶油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

生机勃发的山水田野，吸引着许多像
阿嬷家健康科技公司这样的企业投身其

中，也成为金融支持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
新空间。今年6月，兴业银行泉州德化支
行正式开业，家门口的银行为德化当地企
业和群众带来更贴近、方便的金融服务。
近日，该行进一步提升对阿嬷家健康科技
公司的授信额度支持，6月25日为企业新
增落地1000万元“科技贷”，支持企业在
茶油加工关键技术和食疗优质产品的研
发，帮助德化茶油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王宇）

金融活水润乡村 油茶铺就致富路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郭剑平 通讯员叶琳）
近日，泉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国家知识
产权局批准设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
导地方分中心。这是我市进一步推进和提升
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纠纷应对能力的
重要举措和支撑平台。

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由国家
知识产权局会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设
立，旨在通过构建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收集和
发布渠道，建立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
与协调机制，提高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知
识产权纠纷风险防控意识和纠纷应对能力。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和“晋江经验”的发源地，近年来，泉州积极
推进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2022年8
月，泉州市市场监管局、商务局、司法局、贸
促会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企业海外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机制建设的意见》。泉州市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发挥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的专业优势，统筹推进理论研究和实务工
作，组织开展泉州市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指导机制课题研究并形成研究报告、纠纷应
对指南等系列成果；组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应对指导专家库，征集入库指导专家30名；
组织举办多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专题
培训，累计500余人次参加活动；提供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业务指导，为企业“出海”
提供专业高效的知识产权维权指导服务。

据悉，下一步，泉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将聚焦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经验和
能力不足、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专家资源稀缺等
痛点和难点，在更高层面和平台上充分对接国
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的优势资
源，通过深入调研区域产业环境、收集报送海
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强化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案件业务指导、加强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宣
传培训、协调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资源等工
作措施，为泉州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大市场
保驾护航，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泉州获批设立国家海外知识
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中心

致力海外维权援助
护航泉企“出海远航”

让“晋江创造”惊艳法国
中国非遗谱写时尚新篇章

借由中法文化旅游年的契机，一场聚焦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的展览“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将于7月5
日—19日在卢浮宫右侧的法国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举行。入选的作品均出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和顶尖级中国当代设计师之
手，涉及服装、木作、陶瓷、制茶、精工等领域。目前，展览已被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纳入2024中法文化旅游年框
架，成为文旅年官方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中设有中法纺织服装展，该展览由泉州市商务局、晋江市商务局指导，福建省晋江产业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北京阳光新盛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并携手晋江知名服装品牌劲霸男装、柒牌男装、森地客和卡尔美等，
将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千年时空的“中法纺织服装”盛宴。 □融媒体记者 陈云青 通讯员陈鑫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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