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新闻A07 2023年6月19日 星期一 责编/肖诗予 黄艺斌 美编/张 宁

XIAMEN DAILY

链接

我市将选树一批
行业数字工匠
市第二十九届职工技

术比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 通讯员 潘书

婷）14日，厦门市第二十九届职工技术比
赛暨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在软
件园二期创+会议中心启动。活动旨在
加快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产业工人队伍，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团结引领广大职工争
当全市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今年，我市将组织开展全市性A类比
赛44项，区级、行业级（B类）比赛45项，
涵盖数字产业、生产制造、交通运输、社会
服务等诸多行业。此外，通过竞赛以及面
向社会寻找等形式，还将选树一批具有工
匠智慧、传承工匠品质、发扬工匠精神的

“2023年度厦门行业（数字）工匠”。
为响应市委关于建设数字厦门的战

略部署，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匠人匠心融
合发展，市总工会同时启动全市职工数字
化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接下来，依托厦门
市数字经济产业工会联盟，围绕数字技术
创新和应用拓展，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软件服务等数字经济核心领域，将开
展大数据创新技术、数字孪生城市产品设
计技术等20余项技能竞赛，推动我市数
字产业向纵深发展。

启动仪式上，市总工会还为第二十八
届职工技能竞赛优胜选手代表颁奖。据
悉，第二十八届职工技能竞赛针对“八大
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职工群体，开
展建筑电工、砌筑工、正面吊操作工等项
目比赛60余项；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开展智税大数据技术、5G通信
职业技术等市、区（行业）级技能竞赛20
余项，有效提高产业工人队伍技术技能水
平，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其中，由市总工会选送的两名厦门产
业工人代表，在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
技能大赛决赛的建筑信息模型（BIM）技
术员工种比赛中分别获得个人第一、第三
的佳绩。

山城屏南
喊您品蛋茶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日前，“浪漫屏
南 清凉福地”2023年屏南文旅推介会在我
市举办，主办方邀请市民走进屏南，感受

“亲水天堂”的风光画卷、“乡愁乡韵”的魅
力古村，踏上这片有“红色记忆”的文旅沃
土。今年10月25日之前，包括我市在内的
闽南地区游客持身份证，可享受景区门票
8.5折优惠。

屏南县地处宁德市山区，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素有“天然大空调”之美誉，是理想
的生态旅游、养老养生和休闲避暑胜地，先
后获评国家绿色旅游示范基地、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国家红色景区景点
名录、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国
传统村落文创产业发展示范县等。

推介会上，特色迎客礼“蛋茶”受到现
场嘉宾的关注。这是一道以蛋、茶叶为主
要原料制成的小吃，是当地的一种待客风
俗。此外，屏南还展示了当地特色旅游线
路及针对闽南区域的优惠政策等。

围绕“打造全国一流乡村文旅康养基
地”目标，屏南县构建了以“白水洋·鸳鸯
溪”为核心，双溪、龙潭、仙山牧场等为支点
的多元融合发展格局，形成了文创、休闲、
康养、研学等系列旅游产品，并推出了屏南
特色“一桌菜”和“屏南有礼”伴手礼，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

瑞金红色旅游
来厦推介

本报讯（记者 林岑）日前，“红都今朝
更好看”——2023江西瑞金红色旅游（厦
门）推介会举行。来自瑞金与厦门两地文
旅部门、红培研学机构、旅行社、景区、媒体
等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旅游发展机遇。

瑞金是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始发
祥地，是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圣地，拥有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国
绿色名县、省级森林城市等多个荣誉称号。

推介会详细介绍了瑞金的旅游资源，
向大家深情推介瑞金的红色之美、自然之
美、文化之美，公布了2023年文旅千万元
消费券发放实施细则；瑞金市与厦门建发
国旅集团、漳州市红色文化研究院、厦门山
众山教育服务集团等进行了现场签约，同
时为“共和国寻根之旅”专列团授旗。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客家擂茶迎客、瑞
金文创产品展示、客家小吃品鉴、苏区纸币
互动展示、瑞金旅游资源图片展、赣南采茶
小戏互动和红色歌舞表演。

蒸鸡、姜母鸭、封肉、酱猪手……
此次展会上，“闽南味道”站上了“C
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正借
由预制菜进入更多消费者视野。

“作为厦门老字号企业，我们从一
开始就很明确，把闽菜作为布局预制
菜的切入点，形成差异化优势。”味正
工作人员说，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
带有地方特色美食标签的预制菜品尤

其受消费者青睐。
喜家益是临家餐饮集团旗下企

业，从其展位亮出的招牌菜来看，基本
都是门店复购率高的闽南特色美食，
在销售上兼顾B端（企业）和C端（个
人消费者）。古龙食品重点展示了闽
菜系列、家宴系列等预制菜产品。他
们与闽菜大师合作开发的多款预制菜
新品受到消费者欢迎。

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入局者增
多，预制菜行业产品同质化问题日益
凸显。在这一背景下，挖掘具有地域
特色的菜品，借由本土品牌影响力优
势拓市场，或将收获不错的市场反馈。

当然，也不是所有地方特色菜都
适合制成预制菜，“最重要的还是回归
食品本源”。业界也呼吁，尽早制定预
制菜标准，引导预制菜更好发展。

第3届中国预制菜产业
大会暨展会在厦闭幕

出圈啦！

据大会主办方建发会展集
团旗下思尔福介绍，近年来，预
制菜出海热潮涌动。大会特别
邀请来自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
区的商超便利、连锁餐饮、电商
平台等 50 多家大型品牌企业
组团观展，使海外采购商深入
了解国内预制菜企业，同时也
帮助国内预制菜生产企业对接
海外商家，助力高效“出海”。

“酸辣鲜香，好过瘾！”厦门琪思妙
享食品公司展位前，不少观众品尝该
公司的酸辣风味鸭血汤粉后，果断下
单。

美味的背后，是研发端与生产端
的密切配合。琪思妙享创始人朱雅琪
来自广西罗城，2017年开始，她尝试
将三代传承的仫佬族米粉手艺实现标
准化、工业化，先后投入超 5000 万
元。也正是多年的积累，使公司在预

制菜市场中构建了技术壁垒。

朱雅琪介绍，公司研发队伍由经
验丰富的厨师和食品工程技术人员组
成，一份菜品在正式生产前通常要经
过上百次的试验。在公司建立的标准
化自动生产线上，“从切配，到卤煮，再
到高温灭菌，都有严格的参数设置。”

饭团、便当、三明治……罗森、7-
11等知名便利店售卖的爆款美食中，
绝大多数出自联华（厦门）航空食品公
司。“饭团虽小，背后的技术并不简
单。”公司渠道经理叶耿宇告诉记者，

预制菜在质量安全、品质方面要求高，
唯有在技术上下功夫，加大高新装备
的投入力度，才是破局之道。

“预制菜行业的本质是餐饮业的
工业化改造，需要在加工、包装、制冷
等方面加强研发。”多位业内人士指
出，“研发力”是预制菜企业制胜的关
键。一方面，企业要对市场需求快速
做出反应，推陈出新；另一方面，要通
过技术驱动，找寻口味、食品安全与成
本之间的平衡点。

本报记者 林露虹
6月 17日，为期三天的第3届中

国预制菜产业大会暨展会在厦门国际

会展中心闭幕。三天来，这场“飘香”
的展会，人潮涌动，上百家国内外展商
企业带来了上千款预制菜产品。

当下，预制菜的“火”越烧越旺，面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厦企如何突围？让我
们透过参展厦企的几道菜品窥见一二。

凭闽南味打特色牌

在技术上下硬功夫

预制菜迎“出海”潮
海外企业组团观展

展会上展会上，，参展客商品尝展位上的预制菜参展客商品尝展位上的预制菜。（。（思尔福思尔福 供图供图））

厦企挖掘地域特色菜品，借由
本土品牌影响力优势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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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企“炒香”预制菜

同
步

文/本报记者 严明君
图/厦门中行 提供
6月14日-17日，由中国银行台北

分行主办、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协办的
2023年两岸金融交流合作研讨班活动在
厦举办，来自台湾地区近二十家金融机
构的三十多名金融业人士组成的金融交
流代表团，与本地金融机构、学会、高校
开展交流。活动期间，两岸金融人士围
绕数字人民币以及各类金融业务进行了
专题研讨，代表团一行还前往中国银行
厦门市分行、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两
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指挥部、厦门大
学、集美大学实地参观与座谈，探讨两岸
最新金融发展趋势。

搭平台促共赢 助推两岸金融发展
2023年两岸金融交流合作研讨班在厦举办

中国银行台北分行
扎根当地

助推两岸交流
中国银行台北分行是首家在台开业、

首家取得银行业务执照的大陆商业银行。
在两岸业务方面，目前中国银行台北分行
开展两岸人民币清算、两岸跨境人民币结
算、两岸人民币现钞调运等特色业务，同时
积极与大陆同业合作，承做“跨境人民币账
户融资”等业务。据了解，自开业以来，中
国银行台北分行已连续三届担任台湾地区
人民币清算行，2022年累计办理人民币清
算业务（含资金兑换）超过50万笔。

此外，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多年来持续
搭建两岸金融交流的金桥，举办金融研讨
活动、组织台湾大学生到大陆实习，积极参
与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
先行先试

服务台企台胞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作为厦门地区历

史最悠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机构，始
终致力于对台金融服务的先行先试，在同
业中创下了多个“第一”。如：第一家为台
资企业提供外币贷款、贸易融资和国际保
理业务服务的银行；第一家为台湾同胞提
供16种外币兑换及7种信用卡业务服务的
银行；第一家利用SWIFT完成两岸间接汇
款业务的银行；成功办理大陆第一笔直开
台湾的信用证、福建省内第一笔台湾本地
企业跨海峡人民币结算业务的银行等。

近年来，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从信贷
投放、资金结算、贸易融资、信息咨询等方
面为台商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积极主动
参与厦门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
助力厦门打造台企台胞登陆第一家园的

“第一站”。去年，该行还与多家机构、企业
共同发起成立全国首个“台企金融服务联
盟”，携手构建台资企业全链条金融服务生
态圈。

未来，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和台北分
行在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指导下，将进
一步充分发挥金融文化的纽带作用，为两
岸金融同业搭建持久的交流平台，增进两
岸金融同业对金融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促
进两岸金融同业的交流与合作，助推两岸
金融业共同发展和互惠共赢。

16日，代表团一行参访了厦门金融领
域成立最早、覆盖范围最广的学术组织
——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了解厦门金
融发展情况以及绿色金融、金融科技领域
的创新。在两岸区域性金融中心片区指挥
部，厦门本地金融机构人士还与来访嘉宾
交流了跨境人民币、外汇管理以及台胞支
付便利化等内容。

活动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前往厦门大
学、集美大学，就两岸金融创新和融合发
展等议题，与学者们进行座谈。

“此次活动为两岸的金融机构搭建了
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各位金融同仁能充分
交流，碰撞出合作的火花，为两岸的金融
事业发展添砖加瓦。”中国银行总行金融
机构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以来，中国

银行与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在跨境贸易、融
资合作、人民币市场培育等领域开展了深
入合作。未来，中国银行将继续发挥全球
化优势，依托全球服务网络，不断创新产
品、持续提升服务，进一步加强与台湾金
融业的沟通与交流，共同做大合作蛋糕，
助推两岸金融市场平稳发展，为两岸市场
建设贡献力量。

在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的指导
下，2023年两岸金融交流合作研讨班于
15日上午正式开班。当天特别设置了
海峡金融文苑讲座环节，来自中国银行
总行数币办和厦门市分行的业务专家，
分别向来访嘉宾分享了中国银行数字人
民币最新应用情况和对台资客户的金融
服务方案。

据了解，在近年我国持续开展数字人
民币试点推广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作为数

字人民币运营机构之一，不断推进数字人
民币应用场景建设，目前已在公共事业缴
费、校园教育、医疗养老、交通出行等领域
开展诸多创新实践。

为了近距离了解数字人民币最新
发展成果和场景运用，代表团一行前往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营业部数字人民
币科普区和消费体验区实地参观。中
国银行厦门市分行工作人员介绍了数
字人民币在厦门地铁/BRT的免密支付

应用，并现场演示数字人民币手机“碰
一碰”转账以及在扭蛋机、自助饮料机、
自助咖啡机上的消费过程，来访嘉宾纷
纷上前体验。

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中国银行开发
的各类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如预付费卡钱
包、SIM卡式钱包、可穿戴设备等。“这些
硬钱包设计都很有特色，特别是这一套喜
庆的兔年生肖卡，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来
访嘉宾说道。

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近
年来，厦门先后出台一系列支持台
商、台胞和台企的政策措施：印发

《关于金融促进厦台融合的措施
22 条》；自 2014 年以来，开展两岸
人民币现钞调运；推动台湾地区银
行在厦门开设41个人民币代理清
算账户，清算金额达2623亿元；设
立全国首家两岸合资的金圆统一
证券、金美信消费金融，架起了两
岸金融交流的桥梁。

点击

聚焦数字人民币 分享最新发展成果

业界学界互动 开展全方位金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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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研讨班围绕数字人民币以及各类
金融业务进行专题研讨。

研讨班在厦门中行体验数字人民币场景研讨班在厦门中行体验数字人民币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