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一条拉链做到极致，浔兴集团四度“飞天”；不断加大环保、
智能化投入，风竹纺织竖起了染整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标杆；从一颗
果冻、一根虾条到膨化食品、果冻糖果、烘焙糕点、调味料等多品类
覆盖，以亲亲食品为代表的晋江食品已经形成一个超500亿元的产
业集群……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晋江企业展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他
们打开企业经营格局，从家族制走向了股份制，更有佼佼者一跃成
为上市企业，广纳市场资源；他们坚守实体的一颗“匠心”，扎根细
分市场熠熠生辉；他们大胆创新，为企业、行业的未来奋力拼搏。

这些在传统产业中淬炼出的“隐形冠军”，既是“晋江经验”的
实践者，也是“晋江经验”的受益者。如今，他们传承弘扬“晋江经
验”，书写新未来。

20年淬炼 终成“隐形冠军”
——且看浔兴凤竹亲亲如何坚守匠心拼未来

本报记者 刘宁 施珊妹 王云霏

从智能车间出来，旋即走进古厝群喝杯咖啡看看木偶

戏；下班后，到旁边“高颜值”的顶级体育馆打打球或看场比

赛……

晋江加快“产城人”融合发展，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生

活、工作和创业在晋江的人。这几天，媒体采访团在晋江走

访时，惊喜地发现晋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走在了时代前沿，

又留下了乡愁。

留住乡愁，看见未来
——媒体集中采访见闻录三

本报记者 陈小刚 刘宁

在晋江国际鞋纺城项目建设指挥部，一块不停
闪动数据变化的大屏幕吸引了很多记者驻足观看。

“防寒服每件 17.5 美元、交易量 2000 件、总金额
35000美元……”这是实时交易情况，还有当日出口
额、当年出口额，以及出口商品生产地占比、商品出
口种类、出口地区分布情况等数据清楚地显示在大
屏幕上。

“2020年9月，晋江国际鞋纺城获批国家级市场采
购贸易试点后，入驻的商户就可以作为供货商参与到
外贸环节中，有效降低时间、经营和资金成本。”福建晋
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宵还告诉记者，2021
年4月，鞋纺城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实现厦门关区所有
口岸通关一体化模式，出口业务快速扩张。

去年 6月，福建省仁亿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一批
货物运抵晋江陆地港监管场所后，仅 7秒就实现自
动放行，现场关员快速予以办理转关手续，确保该票
货物及时到港装船出口。该公司运营总监施概龙
说，“公司是以提前申报模式，向厦门海关申报出口
针织布面料。”

“贸易试点迅速打开外贸局面，使晋江国际鞋纺
城成为全球运动鞋材品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鞋材
交易集散地。”李宵还说，这是内外贸融合的典范市
场。

为了体验鞋纺城专业市场一期一至三层店铺
“铺铺通车”的便利性，李宵还带着记者们从一楼驱
车直接来到三楼，走访了2019年10月第一批入驻市
场的源峰鞋材、仁亿纺织等企业。

“这里有不少面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国际市
场上很受欢迎。”施概龙指着店里陈列的面料说，他
在鞋纺城买了 12间店面，刚开始看到市场人流不
多，也是慌了神。但他很快静下心来，转变思路开始
做产品研发，并设立产品检测实验室等，同时改变营
销模式，依托鞋纺城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做外贸生
意。“我现在一年的营业额中，有一半客户年采购量
超过 100万元。”施概龙说，他还申请了多项专利，
通过GRS认证等。

目前，鞋纺城一期已入驻鞋材类商户847户，商
铺入驻率达95.8%，2021年度全年市场交易额达200
亿元。李宵还说，一些还没开门营业的店铺都是位
置比较偏的，专业市场一期实际上已经满足不了商
户需求。“专业市场二期已启动用地报批及前期论证
策划，预计明年可以开工建设。”

而连接专业市场片区与体育服务核心区，集“金
融、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中轴商业配套
项目，现已竣工验收。待二期建成后，一个以展贸交
易为核心，聚合新品发布、电子商务、仓储物流、研发
设计及办公、商业休闲和生活配套的复合型产业综
合体呼之欲出，并与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形成良好
互动。

从佰翔世纪酒店到晋江市第二体
育中心，不过20分钟的车程。穿过陈
埭鳞次栉比的工厂，蓦然出现在眼前
的高标准设施体育馆，让不少记者一
下车就恨不得马上参与其中。

“在这里打一场篮球赛，如果租金
两三千元，摊到每个人头上不过一两
百元，但能享受到国际顶级的场地。”
有记者看到体育馆内的设施，很是感
慨。

这座依照NBA篮球赛事标准设
计建设的体育馆，建筑面积6.4万平方
米，设置 15203座观众席，除篮球外，
还可承办排球、羽毛球等国际单项职
业赛事，还可用于文艺表演、集会、展
览。

自2020年开门迎客以来，这座设
在家门口的高端配置体育场所，已融
入市民生活，成为周边居民日常运动
休闲的首选场地。

家住丰泽区东海街道的刘女士，

经常约家人和朋友来这里打羽毛
球。她说，从她家过来，只隔一座晋
江大桥，10 多分钟就到了，非常方
便。“早晚时分，体育中心的健身步道
人气十足；羽毛球馆、游泳馆也是热
闹非常。”

目前，篮球、羽毛球、游泳等场
馆均已对市民开放，还可承接青少
年集训、游泳中考、省跳水队集训、
大型订货会等。而针对全民健身，
则设有健身步道、滑板公园、户外健
身器械等，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
的健身需求。

“中心的游泳馆是福建省最大的
室内游泳馆，也是全省标准最高的，设
有2000座观众席，除游泳、跳水外，也
可承办花样游泳、水球等国际单项比
赛。”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项目运营负
责人刘易斯告诉记者。

正值暑假，陈埭的林先生带着儿
子到二体游泳馆学习游泳，他对记者

说，这里场地宽敞，水池非常干净，费
用也不高。“能在家门口享受这么高端
的游泳场馆，要感谢晋江经济和城市
的快速发展。”

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构建的半
小时服务圈内，可以辐射晋江、泉州、
石狮区域的很多市民。

“这个集专业赛事、全民健身、休
闲娱乐功能于一体的体育文化综合
体，还配套建设了温德姆花园酒店、戏
水乐园等，可为市民带来最好的文体
旅体验。”刘易斯说，未来将主要发力
国际体育赛事服务、青少年集训、大型
文旅活动等。

在“产城人”融合发展的道路上，
体育产业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晋
江依托高等级体育场馆与地方的体育
用品产业，可形成运动娱乐休闲、精品
赛事等融合发展的体育产业体系，使
城市功能不断优化，市民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

走访完现代化工厂，来到梧
林传统村落，不少记者感觉有点
穿越，但新塘街道办事处主任庄
晓芳的一句话瞬时把两者联系在
一起。“规划集成电路产业园时，
这里原在征迁范围，但其独特的
建筑被发现后，市里决定保留下
来，好好保护开发。”

原来，梧林传统村落的保护
和开发，竟得益于地方工业化进
程的加快。

夏日午后，阳光下的梧林，在
晃眼的红砖红瓦闽南古建筑群
中，两幢还裸露着水泥的西式建
筑格外醒目。

村头这栋叫“朝东楼”，村尾
的是“五层厝”，两幢房子均建于
20世纪30年代。房屋框架建造完
后，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时刻，房
主立刻暂停装修，将装修房屋的
钱捐献给国家，支持抗战。

这两幢没有装修的建筑，现
在看来丝毫不显粗陋。晋江人把
在海外拼搏创造的财富和满腔的
乡情融入一砖一石，其设计之巧
妙、材料之讲究、做工之精良，时
至今日依可称之为“豪宅”。

132幢梧林“豪宅”沉淀在流淌
的岁月中，诉说着几百年来晋江人
爱拼会赢的顽强精神，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人奋斗不息，同时也是晋江
华侨爱国爱乡的有力见证。

媒体记者行走在梧林石板路
上，惊叹于一幢幢古建筑背后的
传奇故事，镜头流连于保护完好
的闽南官式大厝、中西合璧民居、
哥特式建筑及古罗马式建筑。

而在 2017年以前，这里还只
是个寻常村落，不少建筑因长期
无人居住，杂草丛生，显得破败

不堪。
“在我的印象里，家乡的这些

古大厝因年久失修，很多处于破
损或坍塌的状态，没想到现在成
了旅游打卡的地方。”“原住民”蔡
灿艺 2020年中秋回乡，看到家乡
的巨大变化后，吃惊之余决定回
乡投资创业。“我主要做体育用品
外贸出口，现在在梧林开了一家
南洋咖啡铺，跟村落的侨文化比
较相称。”蔡灿艺说，遇到游客，他
会主动承担“导游”的工作，热情
讲解梧林的历史和故事。

梧林不单修复了特色的古
厝，还把独特景观保留了下来。
在南洋咖啡铺旁的两座古厝内，
有两棵奇妙的榕树。一颗长在屋
顶，与建筑融为一体，垂下的树根
包成“门”状，当地人称之为“跃龙
门”；另一棵榕树，根系粗壮有力，
虬曲如龙，盘延在一间古厝的地
上，可谓“扎根家乡”。

梧林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历史
文化资源，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外
面的年轻人入驻，他们喜欢在这
里开发文创产品。“梧林的氛围和
气质吸引着我，这里的传统建筑
和特殊文化气息也让游客陶醉。”
来自湖北的肖国普在梧林开了一
家汉字智慧博物馆，致力于展示
和传播中华汉字的魅力。

“梧林是集成电路产业的后
花园。”庄晓芳告诉记者，保护和
开发好梧林传统村落，可以提升
城市品质，为集聚高端人才提供
优质生活服务；不久的将来，梧
林传统村落与集成电路产业园、
田野风光区联动发展，将实现
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形成特色
小镇。

“梧林是集成电路产业的后花园”
留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晋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

中，注重保护和开发传统村落，处处是“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

“能享受到国际顶级的场地”
让城市动起来。晋江深刻领会“晋江经验”的时代价值，坚持以城留人促产，大力推进高端体育场馆设施建

设，赋能城市化发展。

“规模最大的鞋材交易集散地”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并处理好发

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晋江引导鞋
材贸易从小散店铺到专业市场，从区域销售走
向“卖全球”。

技术进步离不开创新精神，企业发展更不
能少了大胆创新的意识。

在制度管理创新方面，晋江企业孜孜以求。
浔兴集团做精一条拉链的背后，是其打造

的一套内部工程师和外部专业机构合作研发的
模式，设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企业专利
工作交流站”，拥有拉链实验室、拉链学院等，发
明新工艺、新设备 300多项，开发新产品 600多
种。

人才支撑企业发展，企业发展造就人才。
多年来，浔兴集团始终注重人才队伍建设，积
极探索人才培养新举措。除了企业层面的各
类人才政策，浔兴集团技术人才集中的研发中
心内部还有独立的一套方案，从晋升制度、薪
酬制度及项目产出成果奖励等三方面建设人
才队伍，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在研发中心，
符合工程师水平的员工可以享受经理级待
遇。当前，研发中心“经理”占比已经超过一
半。

好的制度创新为企业持续发展“输血”，绿
色发展创新的经营理念则为企业及行业的未来

“造血”。
作为国内纺织行业首个绿色工业建筑三星

级项目，凤竹纺织安东新厂在厂区的各个环节
都采用节能环保设计：屋面搭设3.6万平方米太
阳能光伏系统，年发电量500万度；两级回用设
计的中水反渗透膜系统，可使污水回用率达
50%以上；4台烟气回收处理设备对废气进行高
效回收净化处理，并进行余热回收，一年可减排
5000吨标煤；回收厂区穿行道路采用风光互补
的智能路灯系统……通过工业绿色建筑的规划
设计及运营管理，最大限度提高整个系统的绿
色环保指标。

“我们原本准备投资 6.5亿元，为贯彻政府
要求，向高科技、环保智能化发展，我们又多投
资 2亿元。”在陈澄清的理解中，坚守企业不代
表企业要做到最大，而是意味着企业一定要有
主要的方向。做染整超三十载，他想把这行做
得更好，为行业树立标杆。

不断打开企业经营格局的同时，
对技术进步执着的那颗“匠心”，让晋
江企业在细分市场中脱颖而出。

今年 6月，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成功发射，浔兴集团生产的航天拉链
再次随同航天员一起开启“太空旅
程”。这是浔兴集团第四次“问天”。

“早在2016年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
时，我们的产品就开启了‘太空之旅’。”
浔兴集团技术研发中心部长高秀忠介
绍。随后，在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
号飞船发射、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
三号飞船发射时，浔兴拉链也一同“飞
天”。

应用在航天服上的拉链由浔兴

自主研发生产，突破了常规的设计思
路，材料、工艺等各方面都历经了无
数次的试验和改进，每个细节都经历
了超百次测试，最终实现高强度和高
可靠性。比如，一条拉链上每个齿轮
之间距离要精确到0.05毫米以内。

“SBS从成立研发部门开始，就持
续发力‘智造’，不断提升产品功能性，
将触角延伸至消防服用的阻燃拉链、
空军服拉链等领域。”高秀忠透露，在
开发航空拉链的时候，最早是想利用
普通拉链进行技术升级，但在实际过
程中却遇到各种瓶颈。研发团队没有
放弃，而是根据难点堵点，将拉链头的
结构、纱线工艺等进行针对性改进，再

反复验证，最终达到了理想效果。
“航天产品代表着世界上最尖端

的技术，我们不断攻克难关，实现技
术升级和突破。”浔兴集团福建生产
制造事业部总经理何国平表示。同
时，围绕“打造世界顶级产品”的目
标，浔兴集团每年坚持进行技术革
新。其中，由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自主
研发的新一代智能化系统预计将于
明年投用，打造全新的智能化、数字
化车间，进一步提高产能。

对技术的执着追求，成就了浔兴
集团的“航天梦想”，在对毫米之间的
打磨中，浔兴不仅赢得了市场，更走
上了更大的历史舞台。

7月31日，国内首个屋顶柔性支架光
伏项目——晋江市凤竹纺织6.00264MWp
分布式光伏项目成功实现并网发电。这一
践行绿色低碳的环保举措，每年将为凤竹
纺织节约电费近百万元。

作为纺织行业的领头羊，凤竹纺织
总是走在前面。

1999年完成股改，2004年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晋江首家国
内主板上市公司，凤竹纺织实现了从家
族式企业向上市公司的转变，实现了所
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明晰化。

“当时作为一家纺织企业，你跟人
家说要上市，都没人信。”凤竹纺织总经
理陈澄清回忆道。

然而，也正是这份敢为人先的魄
力，让陈澄清打开了企业经营格局，广
纳资本、技术、人才等各方面资源，顺利
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谋得新发展。

同为上市公司，亲亲食品早在
1998年就完成了股份制改革，踏出了
现代化企业的重要一步。

从一根虾条起家，目前，亲亲食品已
经将其产品品类拓到膨化食品、果冻、糖
果、烘焙糕点、米酒、调味料等多个领
域。在坚持把总部扎根晋江的同时，亲

亲食品也陆续在辽宁抚顺、山东泗水、河
南漯河、湖北孝感/仙桃、四川眉山、宁夏
固原等地区布局了九大生产基地。

除了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亲亲食品
作为上市企业，也利用资本方式“试水”
新品类，进行食品行业的跨品类投资。
近年来，其接连对永璞咖啡、武汉恒润
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知名品牌“汉口
二厂”的母公司）、“一茶一舍”、Taste
Room、华稼食品等食品企业进行投资，
覆盖了茶饮、低度酒、燕麦奶技术、咖
啡、饮料等多个热门消费品类。

在 2021年业绩公告中，亲亲食品
提到，未来，企业将继续寻找投资具有
快速发展潜力、并与集团业务产生协同
作用的消费品公司的机遇，促进集团的
长期发展及业务增长。

梳理亲亲食品的发展脉络，可以窥
见晋江食品发展的方向。当下，由糖果
类产品起家、拥有 30多年产业基础的
晋江食品正在走出糖果的“困局”，广纳
资源，把产品版图拓展到饮料、烘焙、调
味、方便食品等多个品类。

品类创新的背后，是晋江食品寻求
产业发展的更多可能，也是产业链重
构、冲击千亿产业梦想的一次次尝试。

打开格局纳资源

一颗匠心赢市场

大胆创新搏未来

采用屋顶柔性支架光伏项目，每年可为凤竹纺织节约电费近百万元。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在梧林传统村落，媒体采访团现场感受闽南风情。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2

编辑_王志前 校对_朱培玲 设计_李江龙 电话0595-820
031102022年8月16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