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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五彩稻田”初具雏形即日起至7月上旬可前往观赏

Friday  December  4, 2020

玉湖片区荔浦安置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刺桐杯”国际设计大赛拿出百万元奖

金，在短短两个月的作品征集时间里，共收
到来自全球的10733件有效作品，创下国内同
类工业设计赛事首期举办便有此收获的新纪
录——融合两岸设计优势 设计之泉浇灌产业

沃土
工业设计之于制造业，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在泉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泉州市工信局等部门以相关协会为抓手，出
政策、育人才、推赛事，立足泉州强大的民

生消费品制造业，围绕两岸产业融合互补优
势，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泉州工业设计与
实体产业良性互动的“两业融合”新模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多年的培育，泉州
超过90%的实体企业开始认识、理解工业设计
的作用力；众多企业更是获评国家级、省市
级工业设计中心。

每年以工作坊、设计营等活动为平台，
数以百计的台湾年轻设计师与泉州产业碰撞
出火花，这一数据还在逐年增加。值得肯定
的是，随着各类赛事的成熟推进，从产业需
求出发，泉州工业设计赛事的规模不断壮
大。以两岸知名院校为起点，泉州举办的各
类工业设计大赛的知名度已逐步扩展到全球
范围。

经过多年的摸索，泉州已逐步打造出五
种两岸设计产业融合发展特色模式：首先是
以产引才模式，这一模式以2013年首度启动的
“海峡两岸大学生暑期工作坊”为主要抓
手，不断延续发展；其次是以平台及品牌活
动聚才的模式，这一模式则主要借助各类对
标产业升级诉求的赛事为抓手；第三是线上
线下模式，依托泉州的矮凳网专业设计线上
平台，通过互联网渠道，不断增加企业与设
计师在线上的黏性及线下的实际对接转化；
第四是双向融合模式，这一模式的推出主要
依托今年刚刚落地台湾的“台北泉州设计中
心”，为泉州产业建立对接前哨，进一步甄
选优质的人才及创业项目，确保设计引智的
落地实践性；最后便是政产学研一体的模

式，这一模式主要以今年落地泉州台商区的
泉台工业设计人才服务中心为基础。

五种交流模式并不单一存在，而是相互
渗透。立足五大模式，泉州工业设计与产业
融合正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形式更加多
样，内容更加聚焦，为泉州实体产业升级提
供有效助力，让制造业更靠近消费市场、了
解消费动向。也让两岸优秀设计师背靠泉州
制造业支持，缩短设计转化周期，激发更多
由产业土壤孕育出来的优秀设计作品。

受益于泉州持续多年在工业设计氛围方
面的营造，今年虽然面对全球疫情的负面影
响，泉州拿出百万元奖金推出首届“刺桐
杯”国际设计大赛，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里，共收到来自全球的10733件有效作品，创
下国内同类工业设计赛事首期举办便有此收
获 的 新 纪 录 。 本 届 大 赛 由 世 界 设 计 组 织
（WDO）、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泉州市
人民政府共同指导。由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
府、泉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共同主办，泉州
市丰泽区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泉州市工业
设计协会承办。

乘 风 破 浪 ， 勇 立 潮 头 ， 肩 负 “ 应 通 尽
通”的历史使命，寻求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
局机遇，泉州正在全面培育优化工业设计与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生态，用实际行动作答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的时代命
题。（王宇静 黄文珍）

身在台北的白庭瑄没来过泉州，他通过
台北的“泉州设计中心”平台，以陶瓷结合
绿植的“白鸟部屋”创业项目参加了泉州德
化海峡两岸陶瓷创客“i-china”项目评比，并
入选30强名单。“泉州有丰富的制造业基
础，可以帮助我完成自己的设计理想，很期
待未来可以在德化创业。”他说。

以设计为媒，两岸设计师及产业间的交
流与融合已成常态。今年全市“两会”上，
泉州市政协委员、泉州市工业设计协会会长

杨学太提出了“以产业之花嫁接设计之美，
打造台湾设计青年‘第一家园’”的建议。
他主张，要为泉州产业升级提供精准动力，
打好两岸设计交流这张牌，通过各种平台支
撑，以各式活动赛事引流，共建两岸设计人
才交流新生态。

精彩活动赛事不断 形成设计流量矩阵
和白庭瑄一样，同样身在台湾的贾勋宁

也参与了海峡两岸陶瓷创客项目的评比并入
围。不同的是，贾勋宁已是泉州常客。去
年，她的作品获得了“何朝宗杯中国德化陶
瓷工业设计大赛”金奖。今年，基于对陶瓷
的进一步认知，她期待可以在中国瓷都，以
陶瓷为载体，创作出更多新锐设计产品。

依托制造实业之根，两岸设计人才交流
之树正茁壮生长。早在2013年，泉州首度启动
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工作坊活动，活动在泉
州市工信局的引领下，初步形成“行业协会+
本土企业+两岸高校”的运行模式。至今，泉
州已连续举办了8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工作
坊，作为县级市的晋江举办了7届海峡两岸大
学生设计营。仅工作坊一项，累计吸引93家
企业参与，累积参与学员1198人。其中台湾学
员502人，占比42%，累计为泉州企业设计作
品2544件，截至去年作品转化率高达32%。工
作坊为两岸工业设计交流活动开了先河，充
分满足了“学生实践、企业创新、产业转
型”的共性需求。如今，这一模式成为典范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在工作坊品牌效应下，对标特色产业升
级诉求及深厚的两岸交流基础，泉州各项工
业设计活动赛事精彩纷呈：持续举办了7届的
福建省“海峡杯”工业设计大赛；举办了4届
的“何朝宗杯”陶瓷工业设计大赛；安溪举
办了4届两岸青年人才文创设计邀请赛；晋江
举办了2届“伞都杯”伞具创意设计大赛；惠
安举办了2届“我的最美校服”工业设计大赛
等行业性工业设计大赛。这些赛事活动立足
鲜明的县域产业特色，建立起多层级的两岸
工业设计赛事矩阵，为产业注入两岸设计人
才的新鲜血液，以“鲇鱼效应”催生设计新
活力。“我们企业在与两岸设计学员的交流
过程中吸收了不少设计理念，正向促进企业
研发设计团队。”多次参加工作坊的九牧集
团相关负责人说。

在两岸交流这一源头活水的推动下，今
年泉州工业设计赛事矩阵里又增添了“精兵
强将”：泉州台商投资区举办首届“海丝
杯”海峡两岸（泉州）工业设计颁奖活动，

立足智能交通、健康医疗养生、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从古厝形制的茶具
到滴水兽样貌的厨房沥水器，再到立足健康
生活的自动手扶梯消毒装置等众多基于生活
的设计新品有望落地，服务你我生活。同
时，由丰泽区政府推动的首届“刺桐杯”国
际设计大赛进入评审阶段。此外，海峡两岸
青年陶瓷创客“i-china”计划于今年正式启
动。项目启动以来，已产生30强创业候选项
目，其中台湾创客占据10席。预计今年内，
将选择10个最终入选的创客团队落地，并获
得孵化经费和品牌、产业链、资源、辅导等
全方位培育支持。

平台提供交流空间 优化成果落地生态
这些精彩活动赛事不断为两岸设计交流

带来活力，活力源于政策及各类平台的支
撑。

在线下领域，为打造台湾设计人才就业
创业、舒适安居的“第一家园”，以“坚持
产业和市场导向、强化人才政策支撑、做优
人才服务保障”为思路，泉州先后印发实施
《泉州市涉台人才工作方案》《泉州市台湾
人才服务规定》。今年8月，泉台工业设计人
才服务中心在台商投资区落地，并先后举办
了多场“设计之声”沙龙分享会。“在服务
中心的良性运转基础上，成功孵化了‘海丝
杯’工业设计大赛。”台商投资区相关负责
人说，该平台将为设计后续落地产业化提供
服务支撑。晋江市设立海峡青年创客坊，吸
引台湾6家机构入驻；德化在设立陶瓷产业创
新发展研究院平台基础上，引入7位台湾设计
师共同参与陶瓷产品设计开发，打造“中国
白·哲选”品牌及多款网红产品。陶瓷创客
“i-china”计划便是在研究院基础上应运而生
的。“一产一院”的创新成果转化模式已开
花结果。

引进来更要走出去。值得一提的是，去
年10月，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迪特与台湾大
同大学合作，设立“台北泉州设计中心”。
参与陶瓷创客“i-china”计划的白庭瑄便是通
过该平台了解泉州并参与项目活动的。据介
绍，该平台定位为校企合作、教学实践创客
基地，堪称泉州产业与台湾设计人才对接转
化的前哨及中转站。该平台围绕泉州乃至福
建产业需求，在专家智库、设计服务、设计
研究、人才教育、创客孵化等方面进行全面
合作，积极探索两岸合作交流新模式。今年3
月1日正式办公以来，聘请了12位专职人员，
还特聘台湾陶瓷大师王侠军、台湾创新设计

管理协会会长郑源锦、台湾纺拓会理事长黄
伟基等7位产学研界知名人士为顾问。截至6
月底，已有300多名台湾高校师生、设计师来
访参观。对接征集19个创业团队，其中7个团
队有明确来泉州创业的意向。在中心的推动
下，“中国白”德化瓷也将入驻台北诚品中
山店、茑屋书店。平台还先后与无事生活、
odorfuder香水、teaone台湾茶等品牌开展跨界
交流合作，并举行 “设计泉州”5场沙龙活
动，吸引了700多人次参加。目前平台已经开
发产品41款，打样22款，7款产品进入模具生
产阶段。（王宇静）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泉州与诺市牵手同行二十五载

 刺桐杯国际设计大赛：
 融合两岸设计优势 设计之泉浇灌产业沃土

设计为媒 两岸交流导入源头活水

在“台北泉州设计中心”举办的各类交流活动，

吸引台湾年轻设计师的广泛关注。

把生活中的牙线外观与古乐器结合，剔牙也能添

美感。

提取啄木鸟的色彩及造型元素用于鞋子设计，并

带极致减震效果。

将打气筒的功能结合到伞具的伞柄中，

遮雨的同时还能应急。

泉台工业设计人才服务中心里举行设计沙
龙分享活动，营造智慧交流的良好氛围。

设计灵感源于戒指盒的抽拉式布甸

已经完成作品征集的“刺桐杯”国际设
计大赛正在准备下阶段的初复评工作。受益
于 此 前 建 立 的 “ 泉 州 市 工 业 设 计 专 家 智
库”，此次所有参与初复终评的评委专家都
将在智库中抽取。智库中除了两岸知名专家
外，还有国际数位顶尖专家学者。根据赛制
要求，评委们将在线上对万余件作品做初步
评审，最后遴选出百强进入候选名单并进入
网络公开推选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最后进
入终评阶段的产品将与制造产业结合，通过
实体作品的形态加以展示。一枝独秀不是
春，围绕“刺桐杯”大赛的推进，泉州借助
各类具有国际范的活动，正在不断增强泉州
工业设计整体硬实力。 （王宇静）

刺桐为名 

吹响全球设计集结号

用闽南古厝外观做成的茶具，极具闽南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