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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
工作期间，多次到连江调研指导，
对连江发展海洋经济、做好对台
文章格外关注，要求连江在‘海上
福州’建设中走在全市，乃至全
省、全国的前头。我们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全力打造‘海上福州’桥头堡，努
力在两岸融合发展中走前头、作
示范。”收看央视《“3820”战略工
程启示》系列报道后，连江县委书
记陈劲松深受启发、倍感振奋，“我
们将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责
任，进一步深刻领悟‘3820’战略工
程思想精髓，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以求
真务实的作风、攻坚克难的胆识、
久久为功的韧劲，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福州实践作出更大贡献。”

上世纪 90年代，时任福州市
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以前瞻眼光

谋篇江海，把建设“闽江口金三角
经 济 圈 ”和“ 海 上 福 州 ”作 为

“3820”战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协同推进。陈劲松表示，连江是
海上福州建设的重要承载地和闽
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重要区域，
多年来牢记总书记对连江发展重
点的精准点题，善于继承、善于创
新，坚持陆海统筹，把发展海洋经
济作为主攻方向，全力“读好双城
记、念好山海经、唱好对台戏”，加
快打造“海上福州”桥头堡，奋力
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坚强北翼。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新的历史坐标
上，连江如何在接续奋斗中书写
新的辉煌？

在“进”字上发力，写好新时
代海洋文章。“我们将发挥海洋优
势，强化科技赋能，始终保持只争

朝夕、力争上游、争创一流的奋斗
姿态，持续探索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路。”陈劲松表示，连江县
正深度推进种业创新工程，加快
构建“一条鱼”“一粒鲍”“一根海
带”全产业链，深化“海连江”区域
公共品牌创建，锻造一条涵盖种
业、养殖、装备、远洋、精深加工、
销售、文旅等多领域的现代海洋
产业体系；提速建设位于粗芦岛
上的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
地和国际水产品交易基地，谋划
打造海洋生物、海工装备、数智渔
业三个科创高地，形成“一岛两基
地三高地”海洋产业空间格局，推
动全国海洋大县向海洋强县迈
进。

在“新”字上挖潜，加速新质
生产力生成。陈劲松介绍，围绕
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全县上
下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

有利条件，用工业化思维打造海
上粮仓，以重点区域、重要平台为
载体，加速布局“百台万吨”深远
海生态养殖工程；加快推动福州
现代物流城、丝路（可门）海港城、
贵安温泉旅游区、环马祖澳国家
级滨海旅游度假区等重大产业平
台建设，高站位、高标准谋篇布局
现代智慧物流、化工新材料、高端
新能源新材料、光热新材料、海工
装备等产业，提升园区标准化建
设水平，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打造产港城融合发展
新引擎。

在“融”字上下功夫，在两岸

融合发展中走前头、作示范。陈
劲松表示，作为祖国大陆距离马
祖最近的地方，连江县坚持发挥
近台临马优势，在以通促融、以惠
促融、以情促融的基础上，突出以
业促融，加快推进海峡深远海养
殖园区、海峡两岸数字经济电商
产业园、两岸医疗康养基地等建
设，努力实现福马产业园“一园多
区”布局，同时以环马祖澳滨海旅
游度假区为载体，力促“海上看连
江”“海上看马祖”文旅合作项目
生成落地，打响连马特色文旅品
牌，构建“连马一日生活圈”，全力
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福马
共同家园先行区。

向海图强 全力打造“海上福州”桥头堡
——访连江县委书记陈劲松

本报记者 林文婧

春节期间，两岸新春联谊活
动不断。连日来，记者通过这些
活动看到：一群朝气蓬勃、奋发有
为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福
州，开启逐梦之旅。从他们身上，
不仅能感受到福州经济新动能成
长的蓬勃之势，更看到了两岸融
合发展的澎湃活力。

“未来十年，留在福州
闯出一片天”

正月初三，刚刚在台湾台中
的家中待了几天，台青许智翔已
经奔走在返回福州的路上。

放好行李，他便直奔上杭路
一家小酒馆，打开霓虹灯，“搅勤”
二字在夜色映衬下格外醒目。这
家小店，是他创业梦想的起点。

许智翔是一名有 10 年经验
的调酒师。“台湾的调酒行业发展
得较为完善，一个社区就开着好
几家酒馆。”许智翔说，岛内的市
场规模和体量，又限制了这一行
业的发展，“我想看看全新的世
界，打造一家自己的小店”。

于是，在台青张祐伟引荐下，
许智翔于去年来到福州。6月抵
榕、9月装修、12月开业，许智翔说
干就干，直接把店开了起来。“我
的底气，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政府
部门的支持。”许智翔说，在福州
创业，不仅可以享受租金补贴，他
还通过申请，住进了台胞公租房。

“虽然我的店在人流较少的
位置，但只要酒好喝，自然能吸引
来顾客。”许智翔说，他致力打造
一个安静舒适，让顾客感觉像回
家一样的地方。

“未来十年，留在福州闯出一
片天，我相信在这里能成功！”有
些腼腆的许智翔谈到自己的创业
目标时，神色坚定。

背上双肩包，来福州创业
网友“催催”也是一名台青，

春节假期，到烟台山“走春”，一路
上看到不少身穿汉服的市民游
客，他忍不住感叹，“我来对了！”

3 个月前，刚刚结束学业的
“催催”作出一个在亲朋看来有些
“冲动”的决定：背着一个双肩包，
来福州创业。

因为对设计感兴趣，原本攻
读教育专业的“催催”，在大学毕
业后选择进修服装设计专业。

在一次课程上，老师布置了

“神兽”主题的设计作业，“催催”
翻开《山海经》寻找灵感，顿时被
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

“催催”说，大陆有着汉服文
化展示、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土壤，
所以想来大陆发展。

为什么第一站选择福州？“因
为这里有台湾青年可以落脚的地
方。”“催催”说，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微信上搜索时，看到了福州
为来榕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
过渡免费住房的相关政策。递交
完材料，他就直接买了飞福州的
机票，7天后便入住了位于晋安区
桂溪社区的台胞公寓。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催催”
这样的台湾青年，怀着从零开始
的梦想，来到福州。从筑梦乡村

的曾芝颖，到创办自己咖啡品牌
的郭屹凡、再到从事自媒体视频
号运营的陈筱婷……越来越多的
台湾青年，在福州逐梦、圆梦。

打造两岸医学人才
交流新平台

带着父母和妹妹，坐地铁、拜
妈祖、吃鱼丸……今年春节假期，
台青郭景桓过得和往年有些不一
样。

郭景桓来自台北，曾任台北
医学大学人工智能医疗研究院首

席执行官，专长为医疗人工智慧
与多模态心理认知。去年，他受
邀在福州成立闽台数药医学研究
院，促进台湾高层次人才引进与
技术成果转移。

“之前一直忙于工作，没机会
带家人在福州逛逛。今年春节索
性把家人都接了过来，让他们看
看我工作的城市，了解我的生
活。”郭景桓说。

接到家人，郭景桓带他们去
了莆田的湄洲妈祖祖庙。虽然行
程紧凑，但一路上，父母和妹妹的
目光都是灼热的。“我能感受到他
们来到这里的那种亲切和激动。”
郭景桓说，“家人看过我工作、生
活的环境后都很放心，此心安处
是吾乡，团圆之处便是家。”

新的一年，郭景桓希望引入
更多台湾人才，在福州建立一个
心理健康、数字医疗技术交流的
平台，并将技术延伸推广至更多
城市，实现两岸融合发展，孕育心
理健康领域属于中国人的“独角
兽”企业。

只要有一技之长，台青就能
在大陆发展规划中不断找到发
展方向，而福州作为台胞台企
登陆的第一家园，始终以先行
先试的姿态拥抱他们的到来，
医疗生物科技、直播经济、新能
源……台青在福州的登陆故事
未完待续。

春节，是 40天春运的特殊节
点。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交通
人依然忠诚地履行着对乘客的平
安承诺，围绕开展“行福运、畅福
路、保福安、享福康、传福报”春运
五福行动，服务市民游客。除夕夜
的有序保障生动诠释“福州年·最
有福”的暖心内涵，公交地铁免费
坐活动持续擦亮“福运榕城”行业
品牌。盘点这段特殊的春运旅途，
有许多感动和温暖交织的瞬间。

除夕守夜人
点亮一城笑和暖

除夕夜，一年一度的“闽江之
心”焰火秀是交通人保出行的“主
战场”。当晚，数万人在“闽江之
心”南北两岸欣赏“龙腾闽江”大
型无人机焰火秀，满街烟火，笑语
晏晏。光影落幕，人潮开始退去，
守候已久的公交司机、地铁司机、
站务员、检修工、调度员、志愿者
们迅速行动——24名工作人员分
散在附近公交站维持秩序，26辆
应急车辆投入使用，地铁接驳 15
号专线等 4条公交延时运营。“当
晚我们共加开 32趟次公交，末班
车在零点 50 分发车，地铁 1 号线

延时至凌晨 1点始发，共保障 1万
余人次市民游客出行，大家并肩
战斗到凌晨 1 点多，乘客基本散
场。”市道运中心现场负责人说。

城中鞭炮隆隆，在鼓山涌泉
寺，进山香客虔诚地祈求着平安
吉祥，一趟趟鼓山区间专线不断
将乘客从山下运送至涌泉寺。

当晚，区间专线共投放 15部
车，工作人员在山区严寒天气中
来回运送乘客、维持秩序，直至次
日凌晨 2点，累计运输 60余趟次、
游客 800多人次。“鼓山区间专线
年年开通，在如此严寒的日子里，
司乘人员尽心尽责，有的很晚了
还在露天指挥车辆，真是感人。”
一名游客说。

无缝接驳
守护榕城夜归人

正月初七，50多名来自云南
的务工人员乘坐“点对点”定制大
巴抵达福州，免去了提着大包小
包中转的苦恼，一身轻松返岗。

漫漫返岗路，完善、高效的接
驳保障让务工人员旅途更轻松。
为此，交通运输部门指导运输企
业提前对接用工企业，了解务工

人员节后返岗时间、人数等信息，
开通定制化客车，为员工节后返
工提供“点对点”运输服务。

夜间的场站，是交通人又一
道哨岗。在这里，地方交通运输
部门和铁路、民航部门建立了常
态联络机制，根据客流及时调配
运力，公交增开定时班车、地铁延
时运营、出租车兜底循环保障，保
障客流枢纽的高效安全运转。

福州火车站、长乐机场从正月
初六起陆续迎来返程高峰，晚上10

点以后，南北广场的公交站依然灯
火通明，一趟趟定时公交将乘客送
至城内，各条地铁相应延时运营，
在出租车候客通道内，交通运输部
门提前储备的保障出租车应声驰
援，一辆接一辆地靠泊……

“不要着急，这边上车，行李
我帮您拿。”正月初八零点 30分，
福州交通运输部门的志愿者送完
火车站最后一趟到站的旅客。当
晚，出租车共兜底保障约 1800趟
次，运输旅客约3500多人。

公共交通免费坐
催生“Citywalk”热

正月初七晚上9点半，南门兜
地铁站口，从三坊七巷、东街口走
过来的市民游客，陆续往地铁站
走，大家从敞开的闸口直接步入，
方便快捷。“福州公共交通免费，对
游客太友好了，体验感也非常好，
很合适坐上地铁，随意慢游城市。”
和女友一起来福州游玩的小刘说。

近年，“Citywalk”在各大城市
兴起，年轻人热衷以步行的方式
探索城市。福州的公共交通免费
政策，也刺激了春节的“Citywalk”
热。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春节期
间，岳父岳母经常坐着地铁、公交打
卡沿线的街区和景点。“走到哪算
哪，走累了，就坐地铁公交回家。”

2月 6日起，福州公交地铁开
展限时免费坐活动，这是福州第
六次实施该惠民举措，市民的热
情比往年更加高涨。据初步估
计，春节长假有超过 1000万人次
乘坐公交、地铁出行。公共交通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吸引市民
走出家门，参与到文旅消费活动
中，为福州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烟火年年 旅途送暖
——福州交通运输部门全情守护“五福”春运

本报记者 朱榕 通讯员 陈晶晶

看3名来榕台青的登陆故事——

新的一年，他们在这里逐梦
本报记者 唐蔚嫱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许智翔在调酒许智翔在调酒。。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唐蔚嫱摄唐蔚嫱摄

志愿者为返程旅客提供导引服务，并帮忙搬运行李。（市道运中心供图）

（上接1版）
苏万宝商圈一家客家菜老板告诉记者：“我们

在为客人点餐过程中，都会提醒客人不要浪费，吃
多少点多少。如果客人吃不完，我们还会为客人
提供打包盒。”记者在该餐厅发现，很多市民离开
时桌上大多是空盘，即使有吃不完的菜，大多数顾
客都会选择打包带走。

出行中的环保年
“第一次来福州，公交地铁居然免费，运气真

好，赶上了大福利！”在宁化地铁站，来自河南的游
客唐女士说。

2月6日起，福州公交地铁开展为期3个月的惠
民乘坐活动，在工作日17:00以后、周末（调休后周末
按工作日执行）和节假日全天实行免费乘坐。春节
期间，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乘坐公交地铁打卡沿线景
区景点。

111路公交司机陈宇峰说：“一些外地游客一
上车也不看提示牌，直接塞硬币，在提醒后才反应
过来，后来我制作了两个小视频，希望能让更多人
知晓免费政策。”

这是福州第六次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惠民
活动，网友纷纷为福州公共交通惠民政策热情点
赞。据初步统计，春节期间，公交地铁客流超过
1000万人次。

“平时工作忙，都没空好好逛一逛，春节坐地
铁寻找一处街区慢慢探访，走累了就坐公交回家，
既能深入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还能锻炼身体、缓
解焦虑，为福州公共交通的免费政策点赞！”市民
许女士说。

数字里的科技年
新年在镇海楼能“召唤神龙”？没错！这是

“数字”带来的意外之喜。
昨日，趁着明媚春光，林先生和家人们一起来

到镇海楼登高望远。在二楼观景台，他们发现了
一处 AR 体验点，提示用手机扫码便可“召唤神
龙”。林先生打开手机，下载登录智脑幸福通APP
后，进入互动页面，在屏幕上显示的最佳AR体验
点位打开摄像头识别场景，“金龙”便御风而来，还
带来了“事业签”“学业签”“爱情签”“健康签”。

“福州越来越多类似这种利用数字技术活化
文旅资源的打卡方式，我觉得很好，既增添了乐
趣，也强化了体验，小孩喜欢，大人也觉得新颖。”
林先生说。

据悉，这是有声鼓楼新春推出的“AR祈愿”全
新玩法，在大型地标建筑设置AR互动场景。除了
镇海楼，活动还在福山郊野公园、三坊七巷、冶山春
秋园、福道等地举办，而且互动场景各有不同。

在福山郊野公园，大小朋友可解锁隐藏的寻找
福气收集精灵游戏，通过收集各景点的精灵，完成精
灵图鉴任务，兑换优惠券；在冶山春秋园，市民游客
可开启沉浸式AR实景剧本游，成为冶山守护者，找
到玉玦碎片，解锁藏宝点位，领取优惠福利……

绿色里的生态年
16日下午，一只林雕在永泰大喜村深山的上

空盘旋，“它好像在给我们送行。”来自北京的 13
岁少年萧景溪举起相机定格这一幕，为此次山海
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春节来福州开启一场生态游是许多人的选
择。安徽闻啼鸟自然教育工作室就将福州作为目
的地，组织“山海生态摄影营”。课程主管黄坤介
绍，营员从安徽、北京等地聚集福州，在多样的生
态环境里观察拍摄野生动物，收获颇丰。

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是众多鸟类栖息过冬
的风水宝地，红树林在此郁郁葱葱，万千鸟类闲适
自在的景象让萧景溪记忆犹新，更是拍到了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闽江三宝”之一的黑脸琵鹭。

从开阔江海到幽静山川，营员们在永泰县大
樟溪邂逅“国宝”——中华秋沙鸭。“要知道，中华
秋沙鸭对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要求非常高，我
很幸运地拍到了它振翅的瞬间！”萧景溪告诉记
者，山间绿意葱茏、云雾缭绕，宛如进入了仙境，

“福州生态特别好，有机会还要来”。
营期最后一天，孩子们在“鹇来人家”举办了

小型摄影展。他们用镜头为福州生态代言，在青
山绿水中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心中种下
一颗颗保护生态的种子。

“这个年过得非常有意义！希望孩子们学会
真实地记录自然，用画面吸引更多人关注野生动
物，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教授营员
们生态摄影技术和理念的市人大代表、鹇来谷（福
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林说。

探寻别样“福州年”
透视可持续发展

国网福州供电公司：

全面巡检充电桩
为车主出行续航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 通讯员 陈蒸 柯俊明
邵淑婉）16日，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岳
峰超冷充电站开展巡查，对充电桩进行系统“体
检”，为广大新能源车主返程保驾护航。

据悉，福州岳峰悦享充电站是全液冷式充电
站，创新引入全液冷、光储一体化超级充电新技
术、新工艺。相比传统的风冷一体式充电桩，全液
冷式充电桩采用新技术，在相同充电工况条件下
可以多充电 30%，最大充电功率达 600千瓦，实现
充电5分钟、续航200千米的“即充即走”超级补能
模式，可满足车主的快充需求。

春节期间，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完成28座充电
站、112 台充电桩的专项特巡，全面检查桩体外
观、枪线摆放、消防器材，重点排查桩外壳接地、桩
绝缘层、充电枪及整流模块等。此外，该公司还在
各充电站点设置服务电话，24 小时响应用户诉
求，安排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充电的车主宣传充
电注意事项，指导安全规范使用充电设备，切实保
障充电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