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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1.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 13:30 至
17:30进行，届时连洋路鼓
山苑、福州春天、福光路上
洋新村、东方华庭、盛世嘉
元等将停止供气。请用户
关闭阀门，注意用气安全。

2.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 13:30 至
17:30 进行，届时螺洲新城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锦
绣水乡 A 区、B 区，锦绣水
乡 B 地块别墅、泰禾会所、

首开紫樾一区、二区，首开紫樾温泉中
心等将停止供气。请用户关闭阀门，注
意用气安全。

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如发现问题请及时联系9577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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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苏枫 张存金 范志凤）18日，闽侯
县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启动仪式
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闽侯县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
由闽侯县 90 余家整车、汽车零部
件、汽车零售、物流企业和福州大
学城10余所高校组成，旨在打造一
个新能源汽车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政校企共赢的合作平台。

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
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
国的必由之路。省政府出台的《福

建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25年）》提出，到2025年，
力争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销超过 20
万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产值达
到1000亿元。

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
闽侯县具备良好产业基础和先发
优势，已拥有福建奔驰、东南汽车
两家整车企业和158家汽车配套生
产企业，还可借助福州大学、福建
农林大学、福建理工大学、福州职
业技术学院等驻地高校，为产业发
展提供人才、技术、科研等智力支
撑。

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机遇，闽侯县牢牢抓住机会，成立
了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联盟主
要致力于推广新能源汽车技术、促
进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等。通过共
享资源、技术和市场信息，联盟成
员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加速产品上
市周期，为进一步整合辖区优质资
源，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新技术、
新产品、新模式、新标准应用落地
打下坚实基础。

福建奔驰是新能源汽车产业
联盟的理事长单位。“我们将加大
对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入，积极参
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的各项活
动。”福建奔驰相关负责人说，福建

奔驰将加强与闽侯县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的合作，健全完善产业链合
作体系，并与产业联盟成员保持密
切联系，形成本地产业合力，夯实
本地产业链基础。

闽侯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的
成立，标志着该县新能源汽车产业
进入了提速发展阶段。“希望大家
用好联盟平台，发挥各自优势，形
成彼此支撑的合作关系，做到优势
互补、资源互享、实现互利共赢。”
闽侯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联盟成立
后，闽侯将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
务质效，联盟理事长、秘书长会收
集整理、分析发布汽车行业技术与

行业信息，定期组织成员单位探讨
新产品研发、产品产业化、市场营
销推广等方面问题，为成员单位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我们也将持续
打响‘在闽侯，好办事’品牌，优化
助企服务队伍，及时协调解决成员
单位困难问题，努力把闽侯建设成
为东南沿海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基地。”

未来，闽侯县将继续加强产学
研平台的建设和完善，进一步推动
相关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转型升级，为福州新能
源汽车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及
人才支撑。

闽侯县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成立
致力于推广新技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等

体验古风今韵 感受非遗魅力

榕城市民乐享文博盛宴

本报讯（记者 燕晓）5月 18日是第 48个
国际博物馆日，福州不少博物馆推出丰富多
彩的活动，让公众在博物馆感受文化的力量，
享受知识的盛宴。

昨日，福州市博物馆 2024年“5·18国际
博物馆日”活动在华林寺举办。现场，闽江学
院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分享了
与华林寺相关的名人诗词，通过诗词之美展
现华林寺的古风今韵。活动中，“闽都古建寻
迹”华林寺研学活动中的 5名学生代表来到
现场，化身小小讲解员，分享了“我眼中的华
林寺”。

当天，“央博”数字平台—福州市博物馆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合作双方将积
极探索文化传播新方式，让闽都文化进一步
活起来、走出去。

聚焦“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主题，
市博物馆还将举办“福犀·福器—福州漆器生
活美学展”，《文化自信视阈下的福州雕漆复
兴探析》、《福州华林寺市保护的前世今生》专
题讲座，“博物通达之闽都”等系列活动，为市
民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文博盛宴。

为迎接国际博物馆日，沈绍安漆艺博物
馆首次推出夜晚开放性游园活动——“宰相
府游园会 芙蓉雅集”，通过琴棋漆画诗茶花
的文艺与空间的结合呈现，还原芙蓉园的前
世与今生。

同一天，主题为“古艺传承 布绣繁华”的
手工刺绣活动在福清市博物馆举行，闽侯县
博物馆开展“5·18国际博物馆日”——玉器
盲盒体验活动。

学生们在华林寺内开展研学活动学生们在华林寺内开展研学活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数字产业集群
专业工作会议25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记者昨日获悉，为
进一步推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加速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本届数字
峰会将举办数字产业集群专业工作会议。会
议将于25日上午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会议以“推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
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
化技术协会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
产业发展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
工信通（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子
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产业园区推进新型工业
化工作委员会共同承办，将邀请政府主管单
位领导、院士专家、园区代表、科技企业代表
参与，加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在
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
博物馆游人如织，他们来自天
南海北，来此追寻泱泱中华源
远流长的历史文明。

昨日亦是海峡两岸经贸交
易会举办的日子。在福州，海
峡国际会展中心两岸同胞云
集，他们凝聚共识，携手推进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两地相距 1800多公里，其
人其事看似无关，却因两张合

页纸产生了联结——一张是由
台胞黄益建捐赠的“闽台行”企
业设立批准证书“外经贸资审
字〔1986〕001号”，标志着第一
家由台商单独投资经营的外
资企业在大陆成立，落户福
州；另一张是福州企业新大陆
科技集团捐赠的“台北县政府
营利事业登记证”，这是 2009
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企业赴
台投资后，对大陆赴台企业发
出的首张“登记证”，也是一个

“001”。
两个“001”如今就收藏于

国家博物馆内，轨迹一来一往，
在海峡之间清晰地画出一个完
整的“圆”，那是两岸经贸交流
从“破冰”到交融的故事，是福
州的故事，是闽台的故事，也是
中华民族的故事。

也许在无人的夜晚，它们
依偎在一起，也会常常“对
话”，诉说着两岸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

16日，海峡两岸交流交往
分享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站在舞台侧方，黄益建情
难自抑，忍不住泪目。台上的
情景演出还原了他当年获得那
张编号为“001”的大陆营业执
照的场景。沉浸其中，他的思
绪回到了1984年的冬日。

那一年，黄益建辞去在日
本的工作，前往北京，探望亲弟
弟黄阿原——第一位亮相春晚
的台湾主持人。随后，两人从
首都出发，一路南下，欣赏祖国
大好河山，同时也考察在大陆
投资的可能。

当列车停在福州站时，黄益
建找到了久违的亲切感。“福州
的气候、风俗、饮食等都和台湾
十分接近，我当时就被深深吸引

了。”不只是这样，省市领导热情
地接待了他们兄弟俩。得知黄
益建有意在大陆投资，福州市工
作人员还尽心尽力帮他选址，各
级部门也给予极大支持。“这种
对台商的热情服务，让我深深感
受到了福州的诚意和胸怀。”黄
益建因此决定，在榕投资！

愿望美好，实现起来却并
不容易。彼时，台商投资没有
先例，需要逐级上报，而且程序
繁琐，黄益建陷入漫长的等
待。在省市各级相关部门的极
力推动下，终于在1986年，闽台
行获批，顺利开业。时至今日，
黄益建聊起当时听到好消息的
场景，还会激动地举起双手，握
紧拳头。“这张执照，不仅代表
了我的努力和汗水，更代表了

福州对台商的认可和支持！”就
这样，在福州的八一七北路，多
了一家以经营服装为主的“闽
台行”商场。

黄益建透露，闽台行名字的
寓意是希望闽台能够自由通
商。不过在此后长达20多年的
时间里，两岸经贸只局限于台商
到大陆的单向投资。直到本世
纪初，一家榕企赴台投资，完成
了由西向东的一笔，在海峡之间
画下了一个完整的“圆”。

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全
球，在此背景下，新大陆希望化
危为机，决定赴台投资。2009
年，经商务部批准，台湾新大陆
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北揭牌，新大
陆由此成为大陆第一家赴台投
资的企业，拉开了海峡两岸双向

投资的序幕。
“当初到台湾投资有三方

面原因：一是台湾产业实力雄
厚，管理水平比较高；二是台湾
知识产权的拥有及其保护走在
国际前列；三是台湾国际化渠
道比较成熟。”新大陆科技集团
总裁王晶说。

时任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
会副会长的梁志强在采访中表
示，新大陆在台湾的落地开花，
正是两岸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真
实写照，也是真正意义上两岸
经贸往来的开始。

2013年，见证了两岸关系
从开创到深化的两个“001”一
前一后进入国家博物馆，丰富
了国家博物馆中关于两岸关系
的藏品。

破冰之后，“001”如何融入
两岸发展？

先看闽台行这边——
顺利开业的闽台行凭借创

新的模式、精品的定位，在福州
城内一炮而红，一时风光无限。

“我们引入国外的经营模式，设
置开放式柜台，中午还不打烊，
形成差异化经营。当时福州人
要出国、结婚，或是有其他重要
的场合，都会来闽台行选购精品
服饰。”黄益建透露，盛极一时的
闽台行还投资建设制衣厂等，年
营业额超过1亿元。

同时，闽台行的落子也刺激
了八一七北路商贸业的发展。
周边的土木危房被成片改造，开
业的服装商店如雨后春笋。不
久之后，这条贯通南北的主街成
为城内繁华热闹的服装商业街。

闽台行在福州成功的消息
不胫而走，黄益建的许多台湾
朋友来福州探望时都要顺道取
经。“去福州投资怎么样？”每每

面对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都
十分干脆：“你们就放心来吧！”

为什么这么说？在他看
来，一则，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融入福州不是难事；
二则，福州区位优势明显，本就
有建成的港口，而且毗邻长三
角、珠三角，出口便利；三则，政
府相关部门服务意识强，强调

“马上就办”，营商环境好……
许多朋友被黄益建说动，与之
合作投资建制衣厂，后来还将
毛衫厂开到上海。

台商来大陆投资，看重的
是人口的红利、广阔的市场、贴
心的服务，而新大陆赴台，更看
重优势互补。

早在赴台前，新大陆就一
直在艰难攻关二维码解码技
术，并于 2005年成功开发出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码识读
模组。为使识读设备体积更
小、功耗更低、使用更便捷，同
时提升识读的速度、精度，新大

陆决定自研芯片，并赴台投资，
因为台湾企业更擅长产业化，
与台企合作，能够让新大陆集
中力量专注核心技术研发。

2009年，台湾新大陆股份
有限公司在台北揭牌，与台湾联
华电子达成战略性合作。次年，
新大陆发布全球首颗二维码解
码芯片，实现了二维码识别技术
重要突破——解码速度较软件
解码提高 10倍以上，综合识读
率大大提高。

“全球首颗二维码解码芯
片的诞生，是两岸高科技合作
成功的典范。”台联电负责人深
有感触地说。

“卡脖子”技术被破解，新大
陆马上遭遇国外同行堵截。2011
年，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向新大陆
提出其产品涉嫌侵犯了旗下码捷
公司的“具有全局电子快门控制
的条形码读取装置”发明专利权，
要求赔付巨额专利许可费。

历时8年，新大陆终于在与

霍尼韦尔的条码技术核心专利
之争中胜出，也从中吸取了教
训。在芯片研发的同时，新大
陆携手台湾著名的知识产权咨
询公司——台湾世博科技集
团，开展了知识产权专利的全
球布局，围绕二维码解码芯片
提出了120项专利申请，使这颗
芯片不再惧怕任何侵权攻击。

如今，新大陆成功通过台
湾辐射全球，实现国际化发展
路线。“除此之外，我们赴台投
资，还有两个额外收获：一是引
进了台湾的知识产权管理先进
理念；二是构建了引进人才的
稳定渠道，不少台胞加盟企
业。”新大陆相关负责人说。

今日，全球首颗二维码解码
芯片被镶嵌在一座水晶奖杯中，
稳稳地立在新大陆企业展厅第
一展区中心。不管是展示位置
还是展现方式，无不在提醒参观
者，这颗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在新大陆的特殊地位。

40年前，黄益建跨海来榕需要取道香
港，足足花费一天时间。如今，从台北直航
福州，行程不过一个半小时。日益便捷的
交通也加快了他实施全新创业计划的步
伐。“以前，我们通过经营闽台行，积累了很
多厂商的资源。现在电商平台发展得很
好，我计划，把资源整合起来，打造一个电
商平台，将国内优质的产品销往欧洲市
场。”

更令人振奋的是，黄益建此次计划汇
聚两岸青年力量，融入数字时代发展。此
番受邀来榕参加海交会，他趁着间隙，与商
业合作伙伴张羽沟通这项计划在下一阶段
的具体实施。黄益建说，通过这次的合作，
他看到了大陆青年身上的斗志。张羽也表
示，能从黄益建这样的台商前辈身上学习
到开拓进取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组合，我们也会在未来组建团队时吸
取两岸青年成功创业的经验，做出我们的
特色。”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岸同胞携手向
前的故事不仅发生在黄益建的畅想中，也
存在于新大陆创新发展的历程中。

台湾新大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次年，
新大陆福州总部迎来了首名台湾员工——
张俊一。因为拥有新竹清华大学物理系、
政治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的复合式专业背
景，张俊一在新大陆很受重视。同时，作为
公司信息识别引擎团队的带头人，他全身
心投入研发，获得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数
十项专利，如今已经成为福建新大陆自动
识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还曾获评
2014年福州市荣誉市民、2019年福州市劳
模。

今时今日，不仅是黄益建，在榕生活
的台胞们享受着便捷的移动支付。亮出
微信或支付宝的付款二维码，收银员用
扫描枪轻轻一扫，便能完成付款——这
一平常举动的背后就是两岸合作的二维
码解码芯片。2023 年，凭借二维码技术
的不断迭代升级，新大陆支付公司登顶
全球 POS 机市场，出货量从全球第三一
跃成为全球第一。

同时，聚焦政府、行业、企业及社会的
治理痛点，新大陆提供从硬件、软件、业
务运营到数据运营的全场景数字化解决
方案，多次主持或参与制定物联网、人
工智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全国唯
一掌握二维码识读核心技术的企业，拥
有国家有效专利 600 多项、国外有效专
利 9 项，软件著作权 1000 多项，另有在申
请中专利 490 余项，人脸识读算法技术全
球领先。

“面向未来，我们怀抱‘科技创新，造福
人类’理念，围绕数字人民币与数字身份两
大国家级创新试点，抢抓数字福建发展机
遇，立志成为中国‘数字公民’建设、数字人
民币场景应用建设的开拓创新企业。”新大
陆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当海交会遇上国际博物馆日

两张国博馆藏“001”见证两岸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蒋雅琛 谢星星

东南汽车多款车型
亮相海交会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林若野
陈堡）威霆 MPV、捷途旅行者、东南汽车
X50……18日，来自东南汽车城的多款车型亮
相海交会，吸引不少市民和专业观众的目光。

东南汽车出产的最新车型X50最为“吸
睛”。该车型全长4.4米，包括鹰眼式LED大
灯、智能语音、专业SUV底盘、BSD安全辅助等
功能，兼具品质和颜值，是近期以来东南汽车
针对客户需求及市场走势重点打造的最新款。

东南汽车城的配套厂商也来到海交会现
场，福州联泓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
家。当日，不少市民体验了他们带来的产品
——两款航空座椅。“这两款航空座椅是我们
为奔驰车型专门定制的产品，至今已经售出
数百套。它自带按摩功能，能给长途旅行的
司乘人员带来舒适感。”该公司项目经理陈晨
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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