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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探访】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干劲十

足……福建美术馆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建设
正酣。

福建美术馆项目位于福州大学城中心
共享区一期，毗邻旗山湖公园，规划面积 50
亩，主要功能包含艺术展厅、藏品库、公共教
育及对外交流等，是福建省“十四五”文化场
馆建设重点项目之一，是补齐我省文化基础
设施短板的重要举措，对于打造福建文化品
牌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该项目备受社会
各界关注。去年 8月，项目正式动工，目前已
进入地下室主体施工阶段，计划今年 10月底
结构陆续封顶，2025年 7月底完工。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福建美术馆项目

成立临时党支部，以党支部为战斗堡垒，探
索“党建+项目”的深入融合，在支部建在项
目上，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
同推进，让问题在项目一线解决。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美术
馆项目经理郑立介绍，目前，项目正以“古厝
新韵”为设计理念，设计方案延续传统古厝
民居堂正大气的立面构图，对优美的古厝形
态进行抽象提取，传统古厝与时尚艺术有机
结合，将为福建人民打造一个文化新地标、
网红打卡地。

【高新经验】
镜头拉远，在大学城中心共享区，一首首

攻坚乐曲，福建美术馆、福州国际人才港（一
期）、福耀科技大学（暂名）等项目现场唱响。

高标准建设大学城和科学城是秉承弘

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关于大学城建设理念
的具体举措，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重要
内容。近年来，福州高新区坚持共建共享理
念，不断优化提升空间、产业等规划水平，一
体推进大学城中心共享区、联合研究生院、
福耀科技大学（暂名）等重点项目，着力打造
全省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新高
地。

项目加速“跑”，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回顾福州高新区校地共建成果，中科院海西
研究院、闽都创新实验室、海峡创新实验室
等一批大院大所为全区、全市注入创新动
能。

此外，福州高新区还不断深化与福州大
学城的融合发展，全面链接高校创新资源，
先后与大学城 12所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全力打造院、校、城、企、人“创新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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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林双伟摄

千帆竞，满目新。
盛夏时节，行走在福州高新区这片创新活力澎

湃的热土，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生根、源头发力；一
场场交流促进融合，释放活力；一项项新技术走出
实验室、进入车间……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发生着
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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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进新征程，福州高新区上下正鼓足干事创业劲头，
以基础好、活力足、势头猛、空间大的强劲优势，不
断拿出新招数、推出新举措，争当科技创新和经济
社会创新发展的排头兵、先锋队，不断开创各项事
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现场探访】
人才看重事业发展和取得成就的机会，在福州高

新区，两岸青年人才可以获得什么？
走进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两岸科创社区交流服

务中心，台胞“最多跑一趟”一站式服务窗口、两岸科创
乡创青创文创产品展销区、两岸直播间等一应俱全，为
台企台胞办理业务、台湾人才交流、产业项目对接等提
供全流程服务。

两岸科创社区交流服务中心总面积约 5400平方
米，是由福州高新区管委会牵头打造灵活弹性的台湾
科技工作者、学者、大学生来榕访问、讲座、学术交流的
驿站。项目于去年 12月揭牌，项目一期（1层~3层）于
今年 5月投入使用，二期（4层~9层）正在设计施工中，
预计今年12月完工。

在建设规划中，项目第一层主要服务“泛台胞”群
体，第二层主要服务“两岸师生”群体，第三层主要服务

“两岸校友”群体，第四层主要服务“台湾大师”群体，五
至九层主要服务“各类台企”。

此外，两岸科创社区交流服务中心还组建成立“两
岸名校俱乐部”和“两岸智库”，邀请台湾清华大学、台
湾大学等台湾名校校友会，以及清华大学台湾地区校
友会等大陆名校台湾校友会分会入驻中心，支持其开
展“同一个清华”等系列活动。

“台湾名校师生的加盟，将让‘以台胞服务台胞’的
理念得到很好实践。”福州高新区党群工作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高新经验】
围绕“官民产学研，港澳侨台外”的建设方针，福州

高新区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全市率先建设科学城两
岸科创社区及交流服务中心，落成两岸大师工作室、两
岸名校俱乐部，配套建设两岸科创金融港、台青人才公
寓、闽台大学生三创中心、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
平台，为两岸企业和人才提供全链条服务。

福州高新区毗邻福州大学城，拥有全市乃至全省
最丰富的台湾大学生资源。多年来，福州高新区坚持
以惠促融，优化机制、共享机遇，出台了《福州高新区关
于进一步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湾青年就业创业
的八条措施》等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机制，持续优化台
胞台企创业环境。

不仅如此，福州高新区还拿出真金白银，发布极具
诚意的人才补助政策——正在求职创业的台湾人才，
可享受免费入住人才公寓福利。同时，在市级惠台利
民举措上，福州高新区加大交通通勤、创业见习、住房
租赁等方面补贴力度。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台企台胞用实际
行动投下“信任票”。两岸科创社区首批吸引供应链电
商汇德电子和台湾知名MCN机构合情合理工作室入
驻，目前福州高新区已注册台资相关企业82家。

【现场探访】
切割、抛光加工、镀膜、检测，光学镜片

走下产线……走进福建至期光子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一个个工作站井然有序，一
件件精微加工的元件，撑起公司核心科技。

为何要追求自研自造？超精密光学元
件是决定高端装备性能水平的核心零件，
为光学元件市场“皇冠上的明珠”。早期，
公司受限于生产场地等条件，创新技术难
以落地转化。

去年，公司搬迁至福州高新区，开始项
目技改，打造专属厂区，购置各类先进的加
工、镀膜以及检测等相关设备，建设超精密
光学核心元器件生产线。

去年 4月，项目技改一期开工，目前已
全面投产。技改二期本月开始施工，预计

今年12月试生产，2026年全面投产。
数控加工设备、干涉仪……穿行在车

间，至期光子总经理黄荣对一个个仪器如
数家珍。超精密光学元组件制造技术壁垒
极高，为保障超高精度性能的实现，至期光
子持续加大研发费用与设备投入。目前，
公司研发的超精密光学元组件及高精度物
镜与成像镜组已成功应用于国内重大技术
装备的关键系统；2023年公司产值超 2700
万元。

【高新经验】
技术改造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增长的重

要驱动力。福州高新区积极鼓励企业推进
工艺提升、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截至目
前，福州高新区 2024年市级重点技改项目
22个，迈新生物、浩达智能等省技改项目 7
个。

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
通过更新设备技改扩能，还要以科技创新
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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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动
科技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源源不断把创新
资源转化为产业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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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与技术结合激发乘数效应，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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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台融合发展试验田

新质生产力培育主阵地

台胞在两岸科创社区交流服务中心“最多跑一趟”服务窗
口前办理业务。

▲ 正 在 建
设中的福建美
术馆项目。

▲福建至期光子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技术人
员正在加工精密零件。

▲福建建工集团项目
负责人介绍福建美术馆项
目总体规划。

校地共建共享排头兵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30多年来，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谋划
推动高新区建设提出的要求，福州高新区
接续奋斗，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走出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道
路。

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福州高新区以深化拓展“三争三领”行
动为统领，深入开展“135”基层党建提升行
动、“提质竞进大比拼 追高逐新创一流”专
项行动，打造出“乌龙江南岸党建示范带”

“高新邻+”“屿邻同心”党建联盟品牌，搭
建了具有高新特色“1+N”党建生态链，党
建品牌矩阵粗具规模，全区综合实力实现
新跃升。

创新能力快速拉升。闽都创新实验室
等高能级创新平台相继建成投用，省级科
创金融服务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
质量集聚发展试验区等一批全省唯一的工
作试点获批建设，连续三年在市科创走廊
建设评比中位列第一。

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全区入驻企业达
2.2万家，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实际利用外资等四项指标排名全市第一。
财政总收入、税收收入分别突破 40 亿元、
30 亿元大关，值得一提的是，税收增速达
60%。

基础配套不断夯实。推进生产生活配
套、节约集约用地、创新驱动、投融资、管理
服务等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园区标准化
建设综合排名提升至全省第 2，十个专项
指标中“科技创新”“标准研制”两项指标位
列全省第1。

福州高新区主要领导表示，下一步，将
继续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福建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高新亮点

第一批福州高新区在台人才驿站在台湾大学等高校挂牌成立。
（福州高新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