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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全国“创新版图”可以发
现，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诸多
领域，在数字技术、光电、生物医
药等重要赛道，福州高新区多项
成果处于全国前列。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
区，福州高新区肩负着振兴城市
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光荣使
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下，如
何循“新”出发、向“质”而行？福
州高新区思之谋之、知之行之，探
索出一条质量更优、动力更充沛
的增长路径。

新突破：
扭住创新“牛鼻子”

“试验成功！现场测量显示
氢气纯度达到 99.999%。”近日，在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中石油长
庆油田气田采出水无纯化电解制
氢试验现场，东方电气（福建）创
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团队迫不及待
地将喜讯传回福建。

这是全球首个海水无淡化原
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首次成功应
用于工业废水制氢领域。去年 10
月，东福研究院与中石油长庆油
田分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将
该制氢技术应用于长庆油田。

本次试验成功，让东福研究
院上下备受鼓舞，酝酿将该技术
应用于更大规模的工业废水利用
项目。

目光转向生物医药领域，今
年以来，来自福州高新区的企业
同样表现不俗。日前，首台福建

“智造”的高端 CT 在高新区诞
生。该设备由宽腾（福建）医疗科
学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意味
着福建在大型医疗影像装备国产
化赛道上迈出关键一步。

在亿彤生物，全国首创的 su-
PAR检测产品一上市，就引起海
内外医疗行业从业者的强烈关

注；在康为网络，最新研究成果
——使用手机APP预防痴呆项目
在相关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新质生产力的“新”，关键在
于科技的先进性、创新性、引领
性。在数字技术、光电、生物医药
等重要赛道，福州高新区多项成
果处于全国前列。截至 2023年，
福州高新区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居全市第一。一项项新突
破、新成果如同杠杆，撬动产业链
迭代升级。

新布局：
产业注入新力量

一个区域发展水平的高低，

往往取决于决策者的眼界。
去年以来，福州高新区实施

“榕创汇”科创专项行动，不仅激
活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还构建
了良好的科创生态。一批新兴
产业、未来产业聚能起势，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打开新
空间。

在新赛道上“抢身位”。近
日，一架多旋翼无人机缓缓升空，
完成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新质
生产力培育中心揭牌仪式。这正
是眼下园区布局未来产业的两大
主角。“园区打造了全省首个无人
机（系统）孵化器，已吸引 30多家
头部企业入驻。新质生产力培育
中心的成立，也将为创客留足发
展机遇。”福州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说。

老厂房里，新力量也在赋能

传统产业焕新。
近日，记者在福州真兰水表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一条条
自动化生产线上机械臂转动不
停，智慧大屏上生产数据不断跳
动，一件件智能水表设备自动封
装下线。

生产车间实现智能化转型，
离不开福州高新区的引导与支
持。“近年来，企业通过CCD自动
生产、厂内智能物流、自动化测试
设备等技术，生产效率提升60%。”
真兰水表生产部经理黄孝光说，
作为全球智能超声波大口径水表
供应基地，企业研发的设备与传
统的机械水表相比，计量精度更
高、长久耐用、能量消耗低，深受
市场欢迎。

以“链主”串联上下游企业数
字化升级，高新区还招引了工业

互联网头部企业——云工厂全球
总部落地，助力全市数字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

产业与技术结合激发乘数
效应，园区内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超过 1200 家，约占全省
的 10%。福州高新区的市场主
体，从建区之初的不到 1000 家，
增长到 3.4万家；财政总收入，从
不足 3 亿元，增长到超过 40 亿
元。

新谋划：
打造人才“强磁场”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人才，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

近日召开的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上，福州高新区的亮
眼成绩单有目共睹：汇聚 2000多
名高层次人才，累计引进（含合
作）院士17人、国际人才团队近20
个，吸引 24 所两岸名校近 100 名
师生和校友成立两岸名校俱乐
部。

高新区靠什么留住人才？从
上周开展的“榕创汇”科创活动周
中可以窥见答案：21日，台青创客
沙龙活动；20日，成果转化直通车
活动；19日，闽都创新实验室专场
融资对接会；专精特新企业服务
对接活动……在一场场交流活动
中，汇德电子总经理夏康洲了解
到园区的惠企政策措施，获得供
应链客户对接宣传协助；福建桦
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法务张小兰
对企业申报专精特新企业更有方
向。

除了贴心的人文交流活动、
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之外，近
年来，福州高新区通过开展“人
才新基建”行动，开设科研“外
挂”，吸引了闽都创新实验室、福
耀科技大学（暂名）、东方电气
（福建）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
新平台落地，出台“好年华 聚福
州”等 15 项人才政策，吸引科技
领军人才、高校毕业生来园区
发展。

留住人才，就是把握住新质
生产力发展“源动力”。福州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念好

“知、举、用、待、育”人才经，努力
把高新区打造成为科技创新和经
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排头兵、先锋
队。

向新向上，以新提质。手握
科创、政策、人才等方面优势，
福州高新区正在释放对新型要
素的强大链接力和聚合力，持
之以恒地推动新质生产力欣欣
向荣。

仲夏时节，行走在罗川大地，
一个个美丽乡村串点成线，一片片
果园结出硕果，一处处富有特色的
乡村景点成为群众休闲旅游的好
去处，一幅幅生机盎然的乡村图景
令人心旷神怡……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近年
来，罗源县深入学习借鉴“千万工
程”经验，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持续
推动实施五大工程，努力打造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走出一条具有罗源
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村村有产业
业业有特色

在起步镇上长治村创鲜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化菇棚里，一
朵朵肥厚的秀珍菇争先恐后地从
菌棒中冒出，长势喜人。

起步镇被誉为“中国秀珍菇之
乡”，全国每 3朵秀珍菇就有 2朵来
自这里。近几年，起步镇不断加大
对菌菇产业科技创新投入，研发出
液体菌种智慧化种菇，每年可以轮
作 12次，采摘 24次，实现周年化和
工厂化生产。

在鉴江镇福建省蓝粮渔业有
限公司的海马养殖区，一尾尾膨腹
海马在水池中游弋。别小看这小
小海马，每尾成品海马的价格约
100 元，干品的价格每公斤超 2 万
元。目前，该基地育有海马1000万
尾，年产值超亿元。蓝粮公司还在

松山镇、碧里乡等地采取“公司+养
殖户”的模式，轮养海马水体面积
超 1 万平方米，已投放海马苗 600
多万尾，带动超百人就业。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罗
源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食用菌、
海上养殖等传统产业之外，还积极
培育海马养殖、食用百合、蓝莓、栀子
花等乡村富民特色产业，构建村村
有产业、业业有特色的乡村发展格
局。”罗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林辉说。

建设美好家园
成为全国典型

千年古桥经过修缮重现生机，
脏乱窄旧的街道变身美丽街区，古
厝活化利用成为儿童学堂，长者食
堂配备适老化装置……走进起步
镇，一幅幅和美乡镇的生动图景映
入眼帘，不仅让人流连忘返，也在点
滴中见证这座秀珍菇小镇的蝶变。

2021年，围绕和美乡村建设，
起步镇结合深化闽台乡建乡创政
策机遇，开启集镇环境整治。3年
来，街道景观、古厝活化、公共空间
等方面都进行了创造性提升改造，
一个有品质、有诱惑力、有温度的秀
珍菇小镇呼之欲出。2023年，起步
镇荣获第二届海峡乡建乡创奖“乡
建类金奖”，这也是闽台合作在起步
镇“开花结果”的生动印证。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要
外在美丽得体，又要内在充实丰

富，面子里子缺一不可。白塔乡南
洋村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创新乡
村治理方式，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文明双积分制，打造出具有资源
特色、体现村民意愿的“美好家园”
乡村治理模式。南洋村的经验不
仅在全市推广，还入选全国城乡环
境卫生清理整治典型案例。

白云映碧水，水清两岸绿。端
午节期间，罗源南溪流域的龙舟赛
事如火如荼地进行，观赛的市民对
罗源南北江滨绿道的改造赞不绝
口。近年来，罗源持续擦亮生态名
片，对南溪和起步溪进行水环境治
理，并建设南北江滨公园20公里长
的生态绿道项目；养护出全国面积
最大的水松野生天然更新群落，并
在西兰乡建立自然保护区；依托罗
源湾内的黑脸琵鹭、卷羽鹈鹕等珍

稀野生鸟类，打造环松山湖观鸟经
济廊带，不断擦亮生态底色。

农文旅融合
助推“破圈”出彩

在北山村饱览福州最大的人
工红树林，在八井竹里体验畲服凤
凰装，在井水村欣赏石头村的山海
景观，在中房镇赏桃花游古厝……
罗源县强化试点示范，持续夯实基
层基础，打造“畲风海韵 多彩罗
源”乡村旅游名片，走出一条有罗
源特色的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上周末，一辆辆满载游客的大

巴在西兰乡洋坪村停靠，游客们在
导游的带领下游览“明清博物馆”
洋坪村、“长寿之乡”磹石村、特色
畲族村寨许洋村等传统村落特色
景点，感受红色文化，闲逛雅致古
厝，领略畲族独特魅力。“这里的古
村落太漂亮了，真的让人流连忘
返。”游客林阳欣喜地说。

“去年底以来，我们分别开通
了福州至中房镇、西兰乡、松山镇
的乡村旅游专线，串起周边网红景
点，向游客展示罗源的乡土人文和
自然风貌，目前已经接待了数万名
游客，评价很好。接下来，我们将
结合各乡镇的情况推出旅游专线，
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便捷的旅游
体验。助力罗源旅游‘破圈’出
彩。”罗源县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陈乐堤说。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学习借
鉴‘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新型城镇
化、新型工业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推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在夯实
成果、探索创新、典型引领等方面
下更大功夫，用心绘就乡村振兴的
底色，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让‘千万工程’在罗源有更多
的生动诠释。”林辉说。

特色产业开“繁花”城乡融合绘美景
罗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刘其燚

循“新”出发 向“质”而行
——福州高新区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

本报记者 林榕昇 通讯员 洪见文 汪炜娜

深入窗口走流程
把脉问诊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窗口设置合不合
理？流程顺不顺？近日，市不动产登记和交
易中心开展“局长进窗口走流程”活动，以普
通办事人或陪办人身份，蹲点一线服务窗口，
全程体验不动产登记各项服务流程，查找、解
决办理过程中的难点和堵点。

在体验过程中，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
心领导发现了一些问题，当场协调解决。如，
针对有些外地金融机构不知晓优先即时办结
服务和网上申请渠道，可能导致“多跑腿”的
问题，现场召集工作人员讨论优化方案，包括
对外地金融机构提供的即办服务进一步细化
流程确保第一时间办结、窗口工作人员主动
告知外地金融机构现场即办服务免申即享、
加大网上办事宣传力度让更多外地金融机构
通过线上申请等；针对福州不动产登记和交
易中心1楼自助查询区部分自助查询机因所
在位置阳光投射反光，人脸识别存在识别时
间长、识别度偏低的问题，现场讨论优化方
案，通过增加遮光板或根据太阳照射的角度
适当调整自助查询机的位置，同时兼顾大厅
的美观度。

市总工会今年继续参与
爱心茶摊建设
将定制一批专属文创品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酷暑到来，今年的
“爱心茶摊”活动也将启动。记者23日从市总
工会获悉，今年市总工会将继续参与爱心茶
摊建设，助力茶摊进一步升级、强化公益本
色，包括定制一批有爱心茶摊LOGO标识的
专属周边文创品，升级爱心茶摊地图小程序
等。

爱心茶摊周边文创品将融入福州非遗、
福茶文化、福州礼仪等，让市民游客在畅饮福
水福茶的同时，得到文化滋养。文创产品的
打造从实用角度出发，包括遮阳帽、手持扇
子、防晒冰袖、手持风扇、桌面风扇等。“希望
通过周边文创实现爱心茶摊公益品牌与广大
市民游客之间的互动，同时也作为展示、传递
福州茶摊文化的窗口。”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说。

升级后的爱心茶摊地图小程序将接入 e
福州、微信、支付宝城市服务等板块，方便市
民游客通过小程序，跟着导航查找就近的爱
心茶摊。除此之外，还将升级爱心茶摊 IP标
识对应二维码的服务功能，市民游客扫码就
能分辨茶摊是否得到主办方授权，还可通过
小程序向主办方提出投诉建议，让每一位市
民游客既是爱心茶摊的受益者，又是爱心茶
摊的监督者。

起步镇的秀珍菇智慧厢式菇棚。刘其燚摄

位于高新区
的新质生产力培
育中心。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福建省首条城市无人机物
流航线在福州高新区开通。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两岸青年在高新区两岸人才交流活动现场面对面交流。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产学研用共振
成果落地生“金”
（上接1版）“博士创新站不同于传统的孵化
器、创投平台，也不同于院士服务团、学会服
务团等高端智力科技服务，它擅长的是长期
柔性引才。”在福建农林大学副校长郑宝东看
来，这能促进中小微企业与地方高校中青年
博士专家合作创新。目前福建农林大学建设
了 44 家博士创新站，有接近 300 名师生参
与。“刚刚启动就有约 150 万元科研资金到
校，后期还会通过联合申报项目、成果转化、
人才联合培养等途径强化校企合作。”

直通车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规模化海水直接电解制氢系统研发及示
范、大型海上风电塔筒防腐材料开发及应用
研究、温排水降温制淡及余热综合利用……
不久前，福州市成果转化直通车“开”进东方
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

当天推荐的 8项成果均是从东福研究院
征集并筛选出的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高水平科
技成果。活动中，10家企业与其中的 6项科
技成果达成对接意向，永福电力、福州天宇等
多家企业期望与东福研究院深度合作，将意
向成果在福州落地转化。

此次成果转化直通车活动由福州市科技
局联合市工信局、福州高新区管委会、福州地
区大学新校区管委会、福建海峡技术转移中
心、东福研究院共同主办。2021年以来，成果
转化直通车依托“福州市科技成果转化公共
服务平台”APP，汇聚 35所在榕高校和 11所
异地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信息，目
前已发布科技成果2770项，技术需求233项。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
总裁蒋炳铭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福耀每
年都向高校院所发布技术清单，到高校开展
技术对接交流，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理
工大学等高校都有团队接单。现在我们产品
研发的底气更足了。”

目前，福州市成果转化直通车已开进福
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学院等高校。由
福耀集团、厦门大学、福建理工大学共同完成
的“复合功能化车载玻璃关键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成果，在汽车玻璃的紫外隔绝溶胶新材
料及其复合功能化上，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实现了产业化应用，获得福建省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只有转化了，创新才能成为第一动力。
放眼榕城，广大企业和高校正在携手共建以
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不断跨越鸿沟，打通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的“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