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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福建省工信厅等七部
门联合印发《支持“中国白·德化瓷”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含金量”颇
高的10项政策措施，持续推动产业强链
补链延链，支持陶瓷企业大力开发新产
品、新装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促
进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该措施印发以来，德化县加快构建以
陶瓷产业为主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形
成了出口工艺瓷、日用家居瓷、大师艺术
瓷等陶瓷产业集群。2023年，德化陶瓷产
业集群规模达577亿元、增长14.9%，先
后被工信部、商务部授予国家级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全国消费品工业“三品”战
略示范城市、全国区域（城市）产业名片打
造首批试点、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多项国家级
称号。今年1—5月，德化陶瓷产业完成产
值275.5亿元，同比增长17.01%。

智能化绿色化
陶瓷产业转型

在佳诚陶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
化生产场景随处可见，全（半）自动生产线
和自动上釉机等智能化设备全部开足马
力加速运转，从注浆、成型、上釉，整个生
产工序一气呵成；展厅内，各式各样的陶
瓷花盆和家居摆件等琳琅满目。近期，该
企业得到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奖励30万
元、市级龙头企业增产增效奖励3万元。

佳诚陶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
主要生产陶瓷花盆和家居用品等，出口占

比高达90%，产品远销世界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近年来，佳诚陶瓷瞄准“数字赋
能”“节能降碳”两大赛道，不断优化生产
工艺，降低能源消耗和排放，积极推动循
环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使用智能化设备，生产速度比人工
快3倍不止，产品质量也更好。”佳诚陶瓷
经理覃安奎介绍，目前公司拥有全自动生
产线4条、半自动生产线8条，以及自动上
釉机、自动喷色机等数字化智能设备，其
中一条双滚头自动滚压机可同时生产两
种不同器型，便于灵活安排生产。

除了使用自动化生产设备，窑炉改造
也是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一环。覃安奎告诉
笔者，2020年公司完成窑炉改造，立方窑
全部改为66米隧道窑，每天烧制量从30
方提高到100多方，用电量可节省30%以
上。烧窑的热量也不浪费，隧道窑的余热
经尾部的管道输送到干燥车间用于烘干
瓷坯。“利用隧道窑余热仅需要5个小时
就可烘干，而自然风干则需要3天。”覃安
奎说。

笔者从德化县工信商务局获悉，该县
持续推进企业创新发展。一方面推动科技
创新计划，支持企业走数字化道路，推广
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成型生产线设备
或运用场景664台（个），推动企业上云上
平台超600家，规上陶瓷企业智改数转率
达95%以上；另一方面助力企业节能降

耗，持续实施“绿色数字技改”专项行动，
用好陶瓷智能装备研究院，引导207家次
陶瓷企业在窑炉燃烧控制、实时监控方面
进行窑炉改造降低废品率，提升节能降耗
水平，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率
26.2%。

5.62亿元“技改贷”
惠及企业48家

“这是圣诞系列，这是复活节系列，这
是一些动漫品牌……”在鑫城美陶瓷样品
间内，各种卡通人物在水晶球和工艺品摆
件中活灵活现，这些产品是鑫城美陶瓷开
拓市场的“主力军”。生产车间中，处处可
见忙生产、赶订单的火热场面，2024年圣
诞系列的陶瓷产品正在开足马力赶制中。

鑫城美陶瓷是一家综合性企业，设
计、制造和销售高品质的日用瓷、工艺瓷
和树脂工艺等产品，年生产陶瓷超过
2000万件；各种节日相关的礼品、花园相
关的摆件销往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
瑞典、德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与迪斯
尼、星巴克、哈利·波特、泡泡玛特、史努比
等1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IP建立良好合
作关系，成为主要优质稳定供货商……

“今年1—6月份，产值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20%。”公司总经理何志英说，这得益
于公司持续不间断的技术提升和改进，得

益于技改的落地转化。去年5月，鑫城美陶
瓷通过“技改贷”获得990万元贷款，第一
年的月利息1.8%。利用这笔贷款资金，公
司不仅扩大生产投资，还对生产设备和技
术进行改造升级，产能不断扩大。“手续便
捷、利率优惠，提交贷款申请，不到一星期
就放款了，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利率解决
了我们的资金需求。”何志英由衷点赞。

“技改与创新相辅相成，是加快企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更是实
现创新成果转化、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途
径。”德化县工信商务局工作人员陈泽清
说，去年全县享受“技改贷”5.62亿元，惠
及企业48家。

近年来，在一系列惠企政策的支持
下，德化县一大批陶瓷企业持续加大投
入，积极实施技改项目，通过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等实现技术升级进步、提
高产品生产效率等，助推企业走上高质量
发展“快车道”。

2023年，德化县恒宇工艺品有限公
司年产300万件免烧可降解陶瓷基陶瓷
智能生产线建设等40个项目列入省市重
点技改投资项目，总投资29.57亿元；全年
工业技改投资35.45亿元，增长24.4%。今
年，德化县计划实施工业技改项目120个
以上，根据目前摸底情况，预计总投资80
亿元。

（林婉清 文/图）

“转”的步伐在加快，“绿”的占比在提升，“新”的结构在优化，“实”的
成效在凸显——

政策赋能 陶瓷产业转型加速

●日前，政永高速（德化段）单头掘进最
长的隧道——东坑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至
此政永高速（德化段）项目已贯通 7.5 座隧
道。 （连江水）

●近日，第八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
（福建省赛）在晋江落下帷幕。德化县组织多
所中小学校派出队伍参赛，并获得佳绩，共
有17支队伍获奖，其中3支队伍获得一等奖
（冠军）并晋级国赛。 （连江水）

●7 月 19 日，德化县委宣传部召开“提
振精气神 建功新福建”大家谈主题座谈会。
社科专家、新闻工作者、文化文艺工作者、企
业代表等领域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畅所欲言，
纷纷表达了在新时代主动作为、建功立业的
愿望与决心。 （郑智得）

瓷都简讯

今年以来，永春县创新林长制基层
治理工作机制，着力解决资源管护“最后
一公里”难题，加快探索形成香、林竹、花
卉和林下经济产业“长期有绿、短期有
利、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可持续发展
模式，让“青山”依旧在，也让“金山”效益
日益凸显。

林长+警长
青山守护常态化

今年，桃城镇外坵村的村民郑文海
多了一项任务，每隔一阵子他都要到村
里的山林走走，查看村里的森林资源状
况。有时他又化作林木保护宣传员，向村
民普及种树的“福利”和林业灾害防控小
常识。作为“民间林长”，他深入山林、贴
近群众，是最基层的侦查员、宣传员、监
督员。

为推进林长制工作在基层有效延伸
和拓展，今年以来，永春县在县、乡（镇）、
村（社区）三级林长体系的基础上，建立
了社会参与林长制工作的机制，按照全
县森林资源分布情况，每个林班配备1
名民间林长，由属地村民自愿无偿担任，
共配备民间林长423名，配合村级林长
共同守护森林资源。

林长之外，再加固一道防线。如今，
沿着桃城镇大鹏山千年古道、珍稀油杉
林、垂云寺、摩崖石刻等景点行走，沿线
设置的林长警长公示牌、林业科普、森林

防火、历史文化等宣传牌十分醒目。永春
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里还设置
了2条“林长+警长”巡林路线及瞭望点，
是永春县首个具有区域特色、彰显文化
内涵、兼顾功能定位的“林长+警长”生态
主题公园。

如何让“林长+警长”工作机制落到
实处？永春县按照“策应林长、属地管辖、
分级设立、逐级负责”的原则，持续深化
县、乡、村三级管理制度，建立“一村一辅
警”工作机制，在98名森林警长基础上，
各村（社区）配备236名辅警，负责协管村
级森林资源保护，将森林资源保护工作
前移、信息触角延伸、服务距离贴近，快
速联动协助处理各类突发事件，进一步
完善覆盖城乡、条块结合、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三级网格治理体系，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提升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

科技+人才
管理开发更高效

夏季的高温烤得山上的草木恹恹，
人行其中也容易被晒伤。“往常我们野外
作业需要大半天的时间，现在利用无人
机，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够完成，而且看得
更清楚、更准确。”近日，下洋片区林业工
作站站长叶春莲到山上开展图斑核查工
作，仅仅半个小时，就用无人机完成了
100多亩面状航线飞行，采集到数百张
影像，拼接出了山场全貌，大幅提高了工

作效率，有效消除了巡山死角。叶春莲介
绍，有了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
支持，片区是否存在占用林地、滥伐林木
等情况，以及区域内的林木资源都能一
目了然，构建了“天地”网格化森林资源
立体监管体系，山林治理更显成效。

山林亟须保护，也亟待合理开发。自
去年11月下洋镇引进福建省科技特派
员、省A类人才高允旺后，服务期间，高
允旺每月 3天到该镇上姚村的杉木林
里，从倒凉竹粉—播菌种—覆土—盖稻
草等环节，面对面向林农们传授竹荪播
种技术。7月，该镇首次试种的60亩竹荪
迎来采收。

为支撑林业发展，永春县还成立8
个林业技术服务团队，配备林业科技服
务人员90名，其中各乡镇各配备1名以
上林业科技人员，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
指导、视频教学等多种形式在各乡镇开
展技术指导服务，为基层群众解决森林
资源保护和发展中的技术性重点、难点、
堵点问题。今年以来，林业科技人员围绕
特色经济林、花卉苗木、生态旅游、森林
康养、林下经济等林业产业开展技术服
务230次，服务林农近2000人次，有效
提高了林农森林经营管理水平。

防治+发展
产业延伸多样化

“我们选择上沙村作为突破口进行

松林改造试点，完成松林改造提升1162
亩，其中生态公益林面积931亩，为全面
推进松改奠定经验基础。”桃城片区林业
工作站站长吕德文表示，该镇通过召开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安排部署会，采取
整村推进的方式对花石、南星等6个村
居进行松林改造提升。截至目前，已完成
松林改造提升 2.7 万亩，松改地块招商
700多亩，其中仑山松改地块引进中药
种植用地200亩、奇楠沉香种植用地500
多亩，总投资800多万元。

结合春季造林和松林改造，永春县
利用低效用地进行整治、流转，鼓励香料
植物种植，对引种、试种或推广香料种植
品种，苗木年龄2年生及以上的，每亩给
予1000元补助。同时，配置套种蜜源植
物、中草药等植物，去年全县发展金线
莲、黄杨、灵芝、黄花倒水莲、粗叶榕、吴
茱萸等林下种植3000余亩。

以省级林下经济重点县为抓手，永
春县通过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释放发展潜力，优化产业布局，引导支持
乡镇因地制宜创新发展林药、林蜂、林
果、林菌、林菜、林饮、林花、林游、林香、
林油等林下经济十大模式。重点扶持建
设林下经济基地示范项目，推动适度规
模化、产业化发展，现有国家林下经济示
范基地2个，省级森林康养小镇2个，省
级森林康养基地4个，10家省级龙头企
业，17家市级龙头企业。

（章阿玲 苏君琪 叶春莲）

创新林长制 念好青山诀

近日，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星柑情
愿”乡村振兴实践队深入永春县五里街镇、
桃城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
动，通过实地调研、访谈交流等形式，见证了
永春农业现代化的蓬勃发展，并积极参与文
化传承与创新探索，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
量。图为该县一园艺花卉种植负责人为该实
践队讲解蝴蝶兰产业的相关内容。

（林祎凡 摄）

本报讯 德化县严格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市委关于村级巡察工作的新部署新要
求，针对村居数量多、村情差异大实际情况，
紧盯“巡什么”“怎么巡”“如何改”关键环节，
确定“分类别、划重点、找问题、促发展”工作
思路，“严、准、实、稳”推进村级巡察，目前已
组织对全县222个村（社区）中的184个村
（社区）开展巡察，覆盖率达82.9%。

为有效破解基层巡察机构人手不足问
题，该县科学制定巡察工作导引图，注重统
筹借力，融合相关职能部门力量进行联动监
督。对村情简单、经济体量小、信访反映及常
住人口少的175个村（社区），科学安排片区

“连片巡”，采取“常规巡察组+乡镇交叉检查
组”模式，1个巡察乡镇常规组组长带不同片
区的1—2个乡镇交叉检查组，对所巡乡镇的
一般村社开展“短平快”“地毯式”全覆盖巡
察。交叉检查组组长由乡镇纪委书记或组织
委员担任，组员从乡镇纪委、党建、财务、经
管等部门干部中抽调，高效贯通“巡镇大组”
和“交叉检查组”信息共享、成果共用，持续
提升巡察效率。

“下阶段，我们将持续在因村施策、专常结
合、整改监督上狠下功夫，采取‘直接巡村’等
方式将巡察利剑直插基层，确保一届县委任
期内对所辖村（社区）党组织巡察全覆盖有
形有效，以高质量巡察助推基层治理效能提
升。”德化县委巡察办主要负责人说。

（徐泳堃）

统筹推进“连片巡”
提升巡察“加速度”

永春县充分发挥石鼓镇卿园凤美片区
千亩良田、千亩蔗园、千年古渡等资源优势，
打造“一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光项目。石鼓
镇与福建农林大学国家甘蔗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开展甘蔗全产业链合作，对卿园、凤美
两村的传统甘蔗品种进行提纯扶壮，种植2
批1万株新品种甘蔗种苗，培育更优质的甘
蔗品种，产量将增加 15%以上，辐射带动全
县甘蔗产业换代升级。图为石鼓镇卿园村连
片的甘蔗种植景观。 （颜尧民 陈小强 摄）

““林长林长++警长警长””巡林模式巡林模式 （（永春县林业局永春县林业局 供图供图））永春下洋镇林下竹荪迎来采收永春下洋镇林下竹荪迎来采收 （（下洋镇下洋镇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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