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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福建进出口规模
首次一季度突破50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记者从福州海关
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一季度，
福建省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 5000
亿元，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 3000 亿
元。

“一季度福建省货物贸易进出口 5018.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7%。其中，出口
3080.3亿元，增长12.8%；进口1937.8亿元，增
长 0.5%。”福州海关统计分析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一季度，我省外贸出口呈现稳中有进、
量增质提、结构优化的特点。

一季度，我省对欧盟、美国、日本、英国、
香港等传统市场出口合计增长 9%，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 16.8%，市场格局
进一步优化。

从出口贸易方式看，产业链更长、附加值
更高的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一季度，我
省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 2315 亿元，增长
17.8%，占出口总值的75.2%。

一季度，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36.7亿元，
增长 11.6%，有力巩固外贸基本盘。灯具、船
舶、汽车及零配件出口增势强劲，合计拉动同
期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6.3个百分点。传统优
势产品焕发新活力，塑料制品、箱包、家具出
口分别增长52%、31.3%、26.7%。

福建馆亮相消博会
27家优质重点企业参展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13日，为期6天的
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口开
幕。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以“福品卖全球，
全球买闽货”为主题，福建馆亮相消博会。

福建馆展区面积 300平方米，共计 27家
优质重点企业参展，设置福建形象展示区和

“福农优品”“福味飘香”“福茶生活”“福潮国
风”“福见精品”五大展销区，重点展现全省
总体发展情况以及优质“福品”。

福建以消博会为契机，充分发挥市场优
势和内需潜能，全方位展现产品品质和品牌
实力，着力推动商贸对接与文化交流，力促
更多优质福建产品及知名品牌走向国内外
市场，实现“福品”卖全球。

“港澳青年看祖国”
福建行主题活动走进福州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近日，由省青联
等举办的“港澳青年看祖国”福建行主题活
动走进福州，约 200名港澳青年在行走中探
寻城市发展脉络，解码数字福州应用。

港澳青年一行赴福州市委党校参观
“3820”战略工程实施 30 周年成就展，全方
位、多角度感受“3820”战略工程实施 30 年
来福州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他们还来
到新大陆科技集团，参观创新成果展示厅，
对企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领域的研发成果和应用场景表现出浓厚兴
趣，表示闽港澳今后在科技、文化、经济等方
面的交流合作空间巨大，他们愿意参与其
中。

香港菁英会学界菁英副主席刘熙林说，
希望未来香港和福州在数字经济及相关产
业人才培养上有更多交流。香港菁英会副
秘书长、香港花式跳绳会会长郑淦元说，他
的本职工作是体育教育，希望未来自己能带
香港学生来福州交流，多了解内地发展和福
建文化。

首个公园24小时驿站
建成开放
我市今年推动一批工会驿站智能升级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福州市首个公园
里的 24小时工会驿站——左海集团新能源
公司 24小时工会驿站近日已建成开放。按
照目标，今年全市将推动 15%的工会驿站升
级为24小时智能化驿站。

这个智能工会驿站位于晋安湖公园，即
左海集团新能源公司的光储充检智能超充站
一角，配备了应急药箱、空调、微波炉、冰箱、
饮水机、充电器、书籍、休闲座椅等免费服务
设施，劳动者通过微信扫码开门，可随时在里
面休息、看书，获得免费饮水、热饭、充电等自
助服务，实现“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
水、累可歇脚、伤可用药”。

据了解，市总工会刚刚发布的 2024年提
升职工生活品质工作要点专门提到，要推动
普惠型阵地升级建设。今年在全市实现累
计建成 400 个职工服务驿站的目标，推选
15%的工会驿站成为最美工会驿站、推动
15%的工会驿站升级为 24 小时智能化驿
站。各县级工会要继续在合适场所新建站
点，同时进行站点规范化建设提升，比如将
城区户外劳动者相对集中区域的银行网点、
充电桩运营商服务站、城市管理驿站等升级
为 24小时智能化驿站，以手机扫码、人脸识
别、指纹识别等方式进入，实现无人值守自
助服务。

市总工会还将用好“福州职工服务 e站”
线上管理平台，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同步上
线，提高站点的搜索量和使用率，让户外劳动
者第一时间接收到工作地点附近的站点定位
和站点服务等各类信息，提升站点服务的便
捷度和实用性。

本报讯（记者 严鑫）商用密
码承载着促发展、保安全的重要
历史使命。4月15日是第九个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市首次举
办商用密码政策推介会，省市县
密码管理部门、市直重要网络信
息系统部门负责人和行业协会代
表、专家学者等 200 余人齐聚一
堂，共话商用密码事业发展蓝图。

商用密码是与百姓生活息息
相关的一类密码，广泛应用在金
融、税务、通信、能源等国民经济
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的众多领
域。

如何在新起点上推动商用密
码创新发展？推介会上，省密码
管理局负责人对做好商用密码应
用工作，作出了提高政治站位、坚
持创新引领、强化依法管理的具

体要求；省商用密码行业协会负
责人分享了商密工作心得；与会
专家学者围绕商用密码政策、商
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密码服
务平台应用等，作了专题演讲。

“建设数字中国，密码应用大
有可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高级
工程师阎亚龙认为，密码是网络
安全的核心技术，也是赋能数字
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要抢抓机
遇，从生态体系上构建以密码为
核心技术的网络空间安全屏障，
形成数字中国的密码安全底座。

据悉，福州市将立足省会实
际，发挥数字优势，以此次推介会
为新起点，深入贯彻《密码法》《商
用密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全
力推动重要网络信息系统密码应
用高质量发展。

昨日是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记者来到福州地铁梁厝
站，近距离了解刚刚建成开放的
福州市国家安全保密宣教基地。
这是我市在全省首创利用地铁站
厅层打造的开放式、大众化国家
安全保密宣教基地，也是全国首
个结合国家安全和保密两大内容
的宣教基地。

在梁厝站B1进出口右侧，一
个国家安全和保密工作卡通人物
十分醒目。它头戴马鞍墙形状的
蓝色帽子，手持“密”令，上衣上写
着“0591”，突出福州地域特色。

据介绍，基地以“12339”为框
架搭建，与全国国家安全机关举
报电话 12339巧妙结合。“1”是一
个总体国家安全观，“2”是国安和
保密两个宣教主题，“33”是三重
学习层次和三片打卡区域，“9”是
九大展示板块，包括古今密史、榕
城密事、典论国安、警钟长鸣等。

地铁站厅中部，用法条围绕
的“安全支柱”独具匠心。它以福
州市树榕树为灵感设计而成，由
一个个板块精心拼接，每一个板
块都承载着“国家”“安全”“福州”

“保密”等深意。
“这些板块间的连接设计很

巧妙，如同孔明锁一般，既体现了
中国传统工艺的智慧，又寓意着
保密工作的严谨与紧密。它们相
互依存，共同支撑起整个‘安全支
柱’，象征着国家安全和保密工作
的重要性与坚固性。”基地有关负
责人介绍，其顶部板块如同茂密
的枝叶，向外发散，展现出一种蓬
勃向上的生命力。

在“榕城密事”展示区，福州
先辈誓死保守国家机密的故事感

人至深。据悉，台江太平山“山仔
里”16号高家大院，曾是中共闽
浙赣省委福州太平山联络总站，
我地下党员将一封封军事情报
从这里发往闽北和华东。高家
共走出 15 位革命者，不仅为游
击队提供人员、物资和情报，还
架设、掩护秘密电台，接收新华
社电讯并印发给福州地下党，用
红色电波传播进步思想，壮大我
党队伍。

台江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上
杭路 19号附近的何厝里，曾是福
州地下党的重要据点。在何家长
子何友恭的带领下，何家两代共
有 11 人投身革命，2 人牺牲。在
闽江中游和下游（南平至福州）地
下交通线上，我地下党员开辟了
闽江地下航线，运送武器、弹药、
电台、文件，传递情报和护送干
部，为福建解放作出了重要贡
献。1959年，这段红色记忆被拍
成电影《地下航线》。

红色记忆催人奋进，身边案
例令人警醒。“警钟长鸣”展示区
采用Q版漫画形式，通过身边涉
密案例，深刻揭示违反保密法律
法规对个人、对组织，甚至对国家
安全的危害，以及受到的法律制
裁，为大家敲响了警钟。

在宣教基地的互动板块，公
众可以在魔方互动墙前面学习，
了解国家安全和保密基础知识，
然后扫描二维码答题，做对3道题
即可参加“抓娃娃”（解救密宝）活
动，也可以在摩斯密码沉浸式互
动区测试快速反应能力。国家安
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巧妙地
隐藏在“魔方互动墙”中，令人称
奇。

“参观这个宣教基地没有门
槛，出地铁就能看到。这些内容
翔实生动全面，我们既可以学到
知识，又接受了一次很好的国家
安全和保密教育，值得来看！”刚
出地铁的市民陈明旺说。

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 颜澜
萍 林榕昇 通讯员 陈遂益 周
炜赟 姚佳艺）连日来，我市各部
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
活动，普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提
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请关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您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了
解更多国家安全知识。”昨日上
午，顺丰快递员小李化身国家安
全宣传员，在仓山区浦上小区送
出首个贴有国家安全主题宣传
贴的包裹。

同日，在极兔速递屏山网点，
快递小哥们为大大小小的包裹贴
上国家安全主题宣传贴。“很荣幸
加入此次宣传活动，为维护国家
安全尽绵薄之力。”极兔速递屏山
网点负责人李光伟说。

“省、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印
制了 4 万个国家安全主题宣传
贴，集中组织在中心城区张贴发
放，引导群众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邮政、顺丰、中通、申

通、极兔等 5个快递品牌共 1000
余名快递员参与宣传活动，将国
家安全知识介绍给居民。

近日，闽江学院联合省委网
信办、福建联通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国家安全，青春挺膺”主
题团日暨青年理论联学活动，引
导团员青年深刻认识我国国家安
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忧患意
识，树立底线思维。在现场分享环
节，来自省委网信办的青年代表介
绍了网络安全涉及的领域，网络
世界存在的风险和挑战，以及现
实生活中如何以实际行动维护网
络安全、社会安定。

日前，由台江区委国安办、
台江区国家保密局、福州农商银
行台江支行主办的“总体国家安
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主题活动
在闽江之心青年广场举行。活动
通过主题宣传、知识竞猜、打卡集
赞、实用技能培训、创意宣传海报
制作等形式，生动宣传国家安全、
密码安全、金融安全等知识，吸引
市民游客参与。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
员 张久动）昨日，晋安区委国家
安全委员会联合晋安区检察院，
在晋安区检察院生态文明暨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展馆揭牌成立晋安
区生态安全教育基地。

晋安区生态安全教育基地是
集源头预防、警示教育、法治宣
传、生态修复、青少年国家安全教
育等多位一体的生态安全教育平
台。“基地揭牌，既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实践，更是以
司法服务保障晋安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的具体举措。”晋安区委政法
委副书记陈斌说。

寿山乡党委副书记施福滨
说，用好基地资源，可以进一步提
高群众法律意识、增强法治观念，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走深走实。

晋安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宋振
民表示，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生
态安全，是晋安区检察院责无旁
贷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该院
将以此为契机，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生态理念，积极推行

“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
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生态检察工
作模式，以“晋心守护·生态+”党
建联建品牌为着力点，守好“福州
后花园”。

揭牌仪式后，大家参观了晋
安区检察院生态文明暨未成年人
法治教育展馆，深入了解生态保
护、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特别
是新增设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板
块，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晋安
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郑定还
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国家安全
法治课，与会人员观看了由省、
市、区检察院联合拍摄的国家安
全类题材的短视频《饵》。

“今天的活动，内容丰富，干
货满满。我深受教育，今后将以
实际行动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维护生态安全。”寿山乡岭头村网
格员郑真真说。

地铁站里的“国安保密课堂”
——探访福州市国家安全保密宣教基地

本报记者 张铁国

晋安区生态安全教育基地揭牌

近日，“泥呈万象”定西泥塑艺
术展在福州市美术馆开展。泥塑
或素或彩，既可用来陈设观赏，也
可让人玩耍，不少市民游客前来
观展体验。“在古厝里，可以看展，
还有阅览室，孩子们喜欢来这里
看书。”家住附近的李天安说，全
家人都很喜欢这种独特的文化体
验。

福州市美术馆位于台江区中
平路172号的黄培松故居。故居建
于清末，坐北朝南，三进院落，是福
州唯一现存的武状元府。故居修
缮后，福州市美术馆于 2020年 9月
开馆，年均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

馆内，斗拱、悬钟、雀替等木构
件工艺考究，天井、通道、绿化小景
点缀其中，虽历经岁月风霜，仍难
掩其美。福州市美术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里不仅举办各类展览，
还开辟了艺术展厅、影音室、图书
室、创作室等公共空间。市民在
这里可以享受艺术展览、讲座、艺
术书刊阅览、数字艺术体验等文化
服务。

福州市美术馆将这座古厝打
造成独具特色的文博艺术公共文
化空间，是福州在保护文物基础上
活化利用的一个缩影。步入金鱼
里7号，看“福如东海——福文化主
题展”，了解异彩纷呈的“福”文化；
去林森公馆，赏非遗闽剧……如
今，活化利用的福州文物建筑内，

各色活动不断上新，群众共享文物
保护利用成果。

福州拥有2200多年建城史，文
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丰富。“保护
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
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
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2002年，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福
州古厝〉序》中这样写道。

岁月流逝，情怀如一。多年
来，福州牢记嘱托，笃行不怠，守护
着这座古城的根与魂。作为闽都
文化的重要载体，福州古厝不仅得
到有效保护，还被合理活化利用，

既盘活了文化遗产，又留住了乡愁
记忆，成为群众了解闽都文化的重
要窗口。

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福州样
板”具体而鲜活——

中平路 53—59 号，始建于民
国，2至 3层是砖木结构“洋门脸”

建筑，曾为商铺、民居，如今变身为
包含咖啡厅及可容纳120人办公的
复合型空间，成为网红打卡地；

荔枝弄 39 号，原为林素园故
居，现活化利用为“福”文化主题沉
浸式体验剧本杀空间；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曾氏祠堂
辟为“苍霞人家”生活馆，成为新思
想教育实践基地；

福大机械厂的一处四栋历史
建筑，是极富历史韵味的老厂房，
经过改造利用焕发新生，曾经的生
产科办公室利用为咖啡吧，原机械
厂的铣床、刨床、磨床车间活化利
用为原创工业工艺沙龙场所，同时
融合了现代艺术气息，成为特色鲜
明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在此基础上，福州持续推进
古厝保护与活化利用。近日正式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级及
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利用工作
的意见》提出，要提升重点文保单
位的管理主体层级，全面推进重
点文保单位开放展示，进一步加
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
力度。

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积极落实《意见》，不断提升
文物保护单位利用水平，在活化利
用古厝的同时，鼓励国企和社会力
量参与，创新“文物+”思维，探索有
效利用路径和模式，让文物真正

“活”起来。

旧瓶装新酒 古厝获新生
本报记者 燕晓

各类展览在福州市美术馆举办，吸引市民游客观展。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快递小哥化身国家安全宣传员
我市各部门多形式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福州首次举办
商用密码政策推介会

市民在宣教基地参观市民在宣教基地参观。。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铁国摄张铁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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