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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消费”孵化基地在泉扎根
    赋能实体经济 催生更多创业项目落地

泉州拥有夯实的制造业基础，更拥有一
批勇于创新的创业者。为了更好地赋能实体经
济，帮助更多创业者找到成功方向，日前，在
泉州市科技局、泉州市工信局、丰泽区政府的
指导支持下，小米生态链谷仓学院泉州“科技
+消费”孵化基地（以下简称“孵化基地”）
正式扎根泉州。

基于泉州特色产业制造基础，从消费需
求到产品创新再到渠道开拓，嫁接小米的流量
资源，泉州业界期待借助孵化基地平台催生更
多硬核国货品牌，助力泉州制造升级。

助推 帮助泉企缩短发展周期
“只要可以帮助泉州制造业加速升级，

我们欢迎更多孵化基地落地泉州。”泉州市工
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制造的产品必须能够打
动消费者，撬动消费，才能具有长足的发展生
命力。“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思维创新，都是
泉州产业急需的升级养分”。

小米生态链谷仓爆品学院是一家小米生
态链企业，成立于2016年1月，由小米、顺为
基金和管理团队共同投资成立。小米谷仓爆品
学院在小米体系内部的定位是小米生态链系统
的指导员队伍，对外的定位是用小米生态链成
功方法论赋能更多实体企业，助力实体企业从
爆品到品类冠军，赚钱又值钱。

“泉州的好处是产业链比较齐全，根据
这个特点，我们将用谷仓原创的先有方向再有
团队、先有供应链再有方案、先有渠道再有产
品、先有资本模式再有项目四个‘反向孵化模
式’来运作、孵化每一个项目。”小米谷仓创
始人洪华在今年年初，决定在泉州落地小米生
态链谷仓学院泉州“科技+消费”孵化基地时
表示，商业最有效、最根本的是能不能把握住
新一代消费者的新需求。基地愿意介入泉州这

些有制造基础的企业，帮助他们去做用户需求
调查洞察，把用户需求变成一个创新产品，并
把产品通过新的渠道推向市场，用资本化运作
的方式缩短创业成功及制造升级的总时间。

据悉，小米生态链谷仓学院泉州“科技+
消费”孵化基地，具有产品、品牌、渠道、资
本赋能投资服务功能。孵化基地的具体操盘者
黄华春表示，在今后的几年里，他们将围绕泉
州市消费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发挥小米
的创新技术和科技资源优势，以“用新科技、
新理念、新模式、改造传统制造业，把泉州所
有的产业都重做一遍”为目标，从量中找增
量，在红海中找蓝海。在发展的同时，实现创
客社群、科技赋能、资源共享、互相协作的良
好众创生态系统。同时将开展导师辅导、资本
对接、未来独角兽招商、未来独角兽企业服
务、产业创新沙龙研讨等服务，着力培育、引
进未来独角兽企业，挑选优秀企业，以产业基
金的方式投资，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缩短企
业发展的周期，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孵化未
来消费品类冠军，致力于打造泉州特色的大消
费品牌隐形冠军全生态加速示范孵化基地。

分享 如何抓住新国货机遇
可以穿着游泳的卫生裤、颜值高又好用

的剃须刀……孵化基地平台上展示了数十件具
有创新性的产品，其中不少源于泉州业界，也
有来自小米谷仓学院生态链体系下已经成功孵
化的产品创业项目。例如贝医生制造的牙刷产
品，首款销售便超过2000万支。再如须眉科技
推出的剃须刀产品，在2017年的“双十一”上
架仅30分钟就售出万只。“我们正在与故宫合
作，将产品线延伸至整体个人卫生保健领
域。”须眉科技相关负责人陈兴荣分享说，能
获青睐的关键就是挖掘目标客户的要求，这当

中不仅要有过硬的品质，更少不了高颜值。
成功无法完全复制，但是其确有其内在

方法与规律可循。小米通过谷仓学院已经成功
孵化出涉及各行业的明星产品，围绕孵化项目
的需求，孵化基地也已落地十余家具有创新力
的创业型企业。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均有精准
的目标客户群体，并手握关键性的创新型服务
或产品。

围绕新国货的爆品机会，北京谷仓副总
裁郭剑飞当日分享指出，在消费者、市场布
局、技术和供应链剧变的时代背景下，新国货
逐渐成为市场的中坚力量。对企业来说，赶上
这一波新国货风口的最快速可行的方法就是找
对系统、有效的方法与模式。小米在打造爆品
的经验中归纳出三大战略：做粉丝的用户战
略，先抓住高势能人群，再逐层向外辐射；做
爆品的产品战略，要具备强差异点、强价值
点，被用户所感知；做流量的营销战略，强化
有意义的流量池，积攒品牌的私域流量。

据悉，泉州包括恒安集团在内的数十家
相关制造业相关人士当日到场，希望透过孵化
基地首场分享活动，进一步了解小米产品创业
成功背后的商业逻辑，获取进一步占据消费者
购物车的方法论。“我们拥有强大的销售渠
道，未来也期待可以嫁接小米的流量，借鉴孵
化基地的运行方式，寻找到共赢的合作模
式。”恒安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根据计划，未
来5年里，依托孵化基地，泉州将建设总面积
5000平方米的创业生态共享社区，实现辅导
300家企业、孵化150个项目、投资30个项目的
目标，并力争年实现累计超7亿产值，为泉州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注入新动能。（王

宇静 文/图）

泉州市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提升

雕梁飞檐、红砖白脊，秋日里的华山村
古厝群，掩映在青山绿野间，令人惊艳。随
着首期古民居修复工作完成，这个位于石狮
市灵秀镇的中国传统村落，风貌重现、气质
卓然。

“华山村大部分古民居为清代、民国时
期建筑，核心区现存闽南传统大厝41处、番
仔楼7处、石头房29处。”石狮市住建局工作
人员介绍，这些古建筑体现了当时建筑的特

色和风格，在造型、结构、材料、装修装饰
等方面，保留了典型的闽南传统建造工艺，
构造精细，装饰精美，艺术价值较高。

随 着 时 间 的 流 逝 ， 不 少 古 民 居 年 久 失
修、濒临毁灭。为抢救古厝，自2018年以
来，石狮市成立华山古民居项目建设指挥
部，灵秀镇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
规划方针，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华山村风貌
景观保护规划，分期分批对村里的红砖民居

进行修复和保护。继华山村2019年入选第五
批“中国传统村落”、泉州市级重点扶持传
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以来，华山村
传统村落保护提升今年又被列为省重点改善
提升“十镇百村”和泉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
实事项目之一。在各级的关注、支持下，华
山村经过保护提升，留住了乡愁记忆，生机
焕发。

从华山古民居的入口开始，一种厚重的
年代感扑面而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严重
缺水的石狮小镇修建了利民的水利工程，其
中晋南水渠（渡槽）作为灌溉水渠惠泽石
狮，华山村渡槽即为当年晋南渡槽的一段。
如今，它已经被整修成华山古民居的入口之
一。厚实的石砌渡槽下，进村通道横穿而
过，槽下以鹅卵石铺地，石间种草，令人耳
目一新。

穿 过 渡 槽 ， 眼 前 豁 然 开 朗 — — 田 埂 交
错、步道蜿蜒，栈道亭台矗立其间，远处的
一面红砖墙上，“华山归园田居”六个大字
标示出空间主题。分布于田野间的水车、石
碾、谷仓，以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
组稻草人小品，给这片农耕文化园增添了不
少意趣。

“我们在这里开设了农耕认植区，供市
民认植。”项目负责人、石狮市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旅游产业部经理王聪灵告诉记
者，亲子认植活动受到很多市民、单位的欢
迎，不少家庭在这里亲手种植了茄子、地
瓜、小白菜、秋葵等时蔬。

走过农耕文化园，一片红砖古厝群跃入
眼帘。经过保护修缮，那些被岁月严重侵蚀
的古民居，如今有了新的面貌。秉持“整旧
如旧”理念，华山村的古民居修缮尽可能保

持了古建筑的原结构、原形式，让古建筑
“延年益寿”而非“返老还童”。“我们采
取以修代租的形式，与村民签订协议，目前
已经修缮了12栋古民居，并做好了房前屋后
景观提升。”王聪灵说。

修复的红砖老厝，以主人的名字命名，
被加以活化利用。建造于1942年的蔡衍和民
居，厝身完整、砖雕精美、屋脊高翘，修缮
后成为村民、游客活动健身、体验太极文化
的场所。二层阁楼式结构、硬山式屋顶的蔡
衍湖民居则被打造成游客服务中心，室内陈
设按照日常生活的场景布置，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人们居家常用的座钟、油灯、自行车、
缝纫机等物件作为摆设，呈现出浓厚的怀旧
气息。“下一步，我们将挖掘闽南建筑、民
俗、农耕等传统文化，通过艺术布置、书画
创作、泥塑DIY、非遗表演等形式进行展示，
争取一厝一主题，从而提升整个项目的文化
观感和体验；同时，进一步发展民宿、闽南
传统小吃餐饮等。” 王聪灵说。

华山村的美丽蜕变，是我市加强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提升的缩影。据市
住建局村镇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
我市以“十镇百村”、“历史建筑保护修
缮”等省、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为抓手，实施
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提升专项攻坚行动，抓紧
推进162栋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项目。同时，紧
抓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规划编制工作，年度组
织惠安县崇武镇、德化县龙门滩镇霞山村等2
镇、2村保护规划通过专家评审。争取省级奖
补资金6800万元，市级统筹专项资金2700万
元，以奖代补撬动县级财政及社会资本投

资，取得良好成效。（谢曦 林婧楠 张旭如 张荣

章）

红旗瓷厂凝聚德化人的陶瓷记忆 （黄谷莹/摄）

" 书 香 泉 州 "

渐 成 文 化 名 片

10月12日，在由泉州市政府参与承
办的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智能制造
分论坛上，泉州市政府与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泉州市长王永
礼，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杨瑞凯出
席签约仪式。

论坛举行前，王永礼一行走访了华
为展位并与杨瑞凯进行座谈交流，详细
了解数字经济应用，推动务实合作，实
现共赢发展。

泉州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
双方将重点加强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
和数字城市等领域的合作，建设工业互
联网创新中心，筹划设立采购中心，共
同推动在半导体、车联网、大数据、智
慧城市等产业或行业应用的发展。通过
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合
通信、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实现数字泉

州创新示范。（陈林森 蔡紫旻）

主题演讲、经典诵读、阅读分享
……上个月中旬，泉州市第十四届“书
香泉州”全民读书月活动拉开序幕以
来，全市各地以“学习新思想、共圆小
康梦、书香伴我行”为主题，陆续开展
上百项阅读活动，营造“书香泉州”氛
围，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泉州市启动“书香泉州”建设活动
十四年来，扎实开展“书香泉州”行
动，促进“书香泉州”设施建设，唱响
“书香泉州”品牌，以学习力提升软实
力促进竞争力，赢得了全市各界的积极

响应和热烈拥护。（陈智勇 ）

   泉 州 携 手 华 为

   共 建 数 字 泉 州

许厝埕布置的景观小品 古榕巷与许厝埕路口的街头绿地

中烯新材料产业项目开工

优秀的产品吸引业界人士关注 优秀的创业项目离不开贴近消费需求的产品，图为基地平台上展示的创新产品。

随着首期古民居修复工作的完成，位于石狮市灵秀镇的中国传统村落

——华山村，风貌重现、气质卓然。（谢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