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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出好作风，铸就高效能，为
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作为
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福州高
新区牢记嘱托、奋进新征程，全区
上下鼓足干事创业劲头，以建设
一流大学城和中国东南（福建）科
学城为抓手，以新修订的《福建省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为指导，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科创沃
土，争当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创
新发展的排头兵、先锋队，不断推
进福州高新区新时代机关效能建
设向新、向实、向优。

因地制宜
以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创新

园区发展，创新为要。福州
高新区坚持创新体制机制，全力
建好用好科技创新平台。

多年来，福州高新区支持闽
都创新实验室等创新“团队引进+
项目落地”“揭榜挂帅”“赛马”等
人才引进、科研攻关机制。

为做好“高”“新”两篇文章，
福州高新区出台了金融贷款、扩
张产能、创新研发等多方面惠企
政策，积极指导企业用好用活优
惠政策，激发创新发展活力，做好
成果转化要素保障。

着力做好成果转化“后半篇文
章”，福州高新区还实施科技成果转
化掘金行动，每年筹措5000万元专
项资金，配套1亿元产业基金，面向
全国高校院所，支持人才团队和项
目成果落地，近两年来已落地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100多项。高新区还
推出“信易租”“科技贷”等金融产
品，其中“高新贷”已为100多家科
技企业审批贷款约10亿元。

近年来，福州高新区积极探
索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率先推
出全省首个县区级金控平台公
司、全市首个县区级国资私募股
权管理人及首只园区产业引导基
金。同时，配套金融一条街和科
创金融服务基地，创新基金管理
人牌照合作运营的模式，用少量
的自有资金设立产业发展基金，
通过“绿色通道”创新一站式服
务，吸引创新资本集聚，打造基地
创新资本载体，全面赋能园区科
创企业。

给资金、引资本，还提供场
地。6月，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

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心揭牌，中心
紧邻闽都创新实验室，面积约 150
万平方米的研发楼，为企业提供

“拎包入驻”“先租后售”等服务，
减轻企业资金负担，为创业团队
提供保姆式服务。

强化效能
跑出惠企便民“加速度”

园区发展，效率为先。近日，
福州高新区以改革为突破口，在
区政务服务中心上线“高效办成
一件事”窗口，设置有“高效办成
一件事”综合咨询服务窗口以及分
领域“社会经营一件事”“建设类一

件事”专项服务窗口，将需要多个
部门办理或跨层级办理，关联性
强、办理量大、办理时间相对集中
的多个事项集成办理，为企业和群
众提供“一件事一次办”服务。

高效办事，成效如何？企业
和群众，自然“春江水暖鸭先知”。

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五期
生活区学生公寓项目河西工程在
申报之前，福州高新区行政审批
局就高度重视，安排专人对该项
目进行重点跟踪和针对性服务，
协助项目建设申报审批节点，对
接区相关审批部门做好手续优化
工作，帮助施工方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施工许可证的办理，顺利有

序开工。
日前，福州逻维软件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郑健仅用半个小
时，就拿到了法人变更后的新营
业执照。企业落户福州高新区
后，大部分业务网上办，线下业务
高效办，令他直呼“省心”。

叶先生的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到期，对变更手续不太清楚，政务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细心指导，帮
助他快速完成了医疗机构执业登
记的变更和延续两项申请。

……
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方面，

福州高新区深化线上线下政务服

务融合，积极建设“无证明城市”，
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程网上
办理，持续优化16个单位、61个高
频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推出政务
服务“视频办”，为企业群众远程
提供线上“面对面、一对一”的办
事咨询、网办辅导、业务办理等全
流程服务，避免“来回跑”“多头
跑”问题，实现群众办事“零跑
腿”，提升服务加速度。

此外，福州高新区还大力弘
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
风，开展政务服务“局长进窗口走
流程”专项体验工作，梳理 219项

“走流程”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组
织12个区直政务服务部门通过亲

自办、陪同办、网上办、自助办等
体验方式，模拟“实景”体验和“云
上”体验，全方位多渠道多方面深
入查找本部门政务服务中存在的
痛点堵点难点，提升政府服务精
准度。

精准服务
打造更优营商环境
园区发展，项目为王。如何

吸引大项目、好项目？福州高新
区建立“一企一议”及重大项目协
调机制，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各职能机构具体
落实”工作模式，定期研究项目推

进中存在的“难、硬、重、新”问题，
畅通困难问题反馈渠道，确保问
题及时反馈、随时受理、跟踪到
底，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全力保
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服务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
权。宽腾（福建）医疗就尝到了

“一企一策”的甜头。2022年，公
司在福州选址时发现，由于医疗
影像设备很大，很多场地的电梯
无法满足进场需求，这个问题一
直困扰着企业。福州高新区得知
情况后，相关领导主动上门现场
办公，迅速协调加装电梯，解决了
设备进场问题。

“比起项目支持、土地供给，

企业更看重政府作风、政策补助
和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宽腾
（福建）医疗相关负责人卢仲钊
说，如今，在宽腾生产车间内，首
台福建“智造”的高端CT在这里
诞生。公司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
接近90%，实现了从实用经济型到
高端领域的机型全覆盖。

重精准，也重实效。面对企业
扩大产能的需求，有关部门通过

“一企一策”，多次帮忙解决用地难
题，积极鼓励至期光子、迈新生物、
浩达智能等企业推进工艺提升、设
备更新、技术改造。为了帮助企业
留人，福州高新区还建造了人才公
寓等，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非经营性难题。2023年以来，全区
快速引进高质量招商项目 77项，
总投资352.31亿元；实现项目开工
70个、竣工65个。

在进一步畅通企业诉求反映
渠道，做好个性化服务方面，福州
高新区也坚持执行有措施、效能
有抓手。

福州高新区持续开展“党建
领航，营商环境进楼宇”行动、

“营商环境体验官”活动，在创业
大厦、宏盛中心等 7 个楼宇设立
营商环境服务驿站，配备网格员
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纳税、融
资等涉企事项服务。依托服务
驿站，高新区营商办积极联合多
部门开展“问计问需促发展”走
访企业活动，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聚焦企业群众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搭建政策解读和业务
交流的平台，着力解决企业急难
愁盼问题，架设政企沟通的“连
心桥”。

为促进惠企政策落实落细，
福州高新区依托大数据、云计算，
充分发挥福州高新区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E惠企”“智税E+”
等平台的作用，汇聚共享惠企政
策信息，并持续开展“党建共创
惠企同行”政策进楼宇系列活动，
针对性开展税法宣传和政策辅
导，提高政策知晓率和使用率，多
维度助企发展。

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纷至
沓来。截至 6月 30 日，全区已有
市场主体36712家，其中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1200多家，成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提能增效 做实做好“高”“新”文章
——福州高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动能

通讯员 林梦曦 本报记者 林晗 林榕昇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进入 8
月，尽管天气依旧炎热，但环创宇
（福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在闽清
的建设热度依旧不减。走进闽清
白中，这片 4万余平方米建筑工地
上“激战正酣”。车间地面已完成
了平整，办公楼主体结构雏形已
现，预计将于明年春节完工。

据了解，环创宇（福建）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主营金属废料回收与加
工，既可带来30亿元工业产值，也可
有效带动废弃资源综合利用领域发

展。这样一家企业，缘何落地闽清
白中？“关键因素，还是营商环境。”环
创宇项目负责人陈经理一语中的。

环创宇所在的环朝（福建）投资
集团，在闽侯青口与福州三环一带
已建设了两个回收基地。这些年，
为了新基地建设，陈经理四处奔波，
寻找工业企业聚集地。最终，闽清
白中镇依靠深厚的工业底蕴与贴心
的服务，将环创宇留在了当地。

“营商环境好不好，从能不能
随时联系上干部就看得出来。”陈

经理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了自己
密密麻麻的通话记录：报批、落地、
施工……一个个通话记录，折射出
项目建设背后的周到服务。

“积极主动，是我们为企业服
务的信条。”白中镇经济发展办副
主任詹友福介绍，白中镇的服务，
贯穿了企业项目落地的全流程：

招商接洽之初，工作人员根据
企业需求，推荐适配地块；

项目敲定落地后，政府主动介
入项目征地，帮助协调当地群众，尽

快形成净地，保证项目如期开工；
报批审批各个流程，环创宇工

作人员多有不熟悉的地方，白中镇
工作人员也全程指导，帮助项目尽
快落地……

“近期，企业在建设过程中碰到了
招工难、土方堆场与运输等问题，我
们也积极配合，帮助对接当地工人，

寻找合适的土方堆场，全心全力保障
项目顺利完工。”詹友福说，“有任何问
题，企业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陈经理表示，在白中镇的大力
支持下，项目预计可提前半年投
产，预计每年可收集加工60万吨合
格废钢，“闽清的介入与帮助，高
效，便捷，温情满满”。

闽清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
国际城市“后花园”建设

闽清白中积极主动服务企业项目落地
环创宇项目预计提前半年投产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主板显示灯正
常”“MODM显示灯正常”……13日，在连江
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3名来自达华海丝卫
星团队的工作人员正在渔船上调试卫星天
线。作为渔船上的“移动WiFi”，卫星天线关
系着渔民们出海后是否可以正常使用网络通
信服务。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集中测试的高峰
期。”达华海丝卫星实施工程师郑超墙说，8
月16日是福州开渔的“大日子”，必须赶在开
渔前完成所有设备的测试工作，以确保渔民
出海后能顺利使用卫星通信服务。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上除了装有卫星
天线，还有配套的打卡设备、摄像头及船载
AI智能终端等，涵盖了人脸打卡、渔船监控、
一键报警等功能。渔民可通过船载AI智能
终端随时联系渔业主管部门、查看实时监控。

技术上的升级，不仅为渔民们带来更便
捷的通信，也增强了出海时的安全感和对未
来生活的信心。

“开渔出海，一去就是好几个月。以前不
能和岸上随时联系，心里很慌。”船老大林本
春说，现在不同了，不但能享受到和陆地一样
的网络服务，及时和家人联系，更重要的是，
一旦遇到险情，可以随时向主管部门寻求帮
助和支持。

近年来，福州“海联网”工程加快推进，工
程集卫星覆盖、大数据、智慧海洋和海洋经济
运营为一体，正在为海洋产业发展注入科技
动能。当前，全市上千艘大中型渔船均已安
上了“移动WiFi”。

“网络也给我们的渔获销售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渔民林周说，以前，岸海通信存在断
层，出海的渔民不知道海鲜实时价格，洋面交
易时，很容易在价格上吃亏。现在有了互联
网，可以实时掌握当天时令价，信息更透明，
大家的收入提高了，对未来也充满信心。

不仅如此，借助稳定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渔获一收网，林周就能将“战况”及时通过微
信发出去，有时候人还未上岸，渔获就已被率
先订走。

工作人员在渔船上测试设备。（受访者供图）

装好“移动WiFi”
保驾护航开渔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柯抒琳）
近日，长乐区举行2024年涉渔“三无”船舶集
中拆解现场会。

拆解会现场，工作人员用挖掘机将“三
无”船舶拆解压碎，不一会儿，一艘艘依次排
开的“三无”船舶被彻底销毁。

“今天我们共对 16 艘违反伏季休渔规
定的涉渔‘三无’船舶进行集中拆解，也在
此呼吁广大渔民一定要合法合规生产。”长
乐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渔政渔
监科科员陈国东表示，今后区农业农村局
将加大与涉海相关职能部门的海上执法检
查力度，维护长乐区渔业安全生产安定稳
定。

今年海洋伏季休渔期以来，长乐持续加
大海上和港口执法巡查力度，严厉打击海上
违反伏季休渔制度等违法行为，对违反伏季
休渔规定的“三无”船舶进行集中拆解销毁，
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布一起、震慑
一方”，切实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长乐涉渔“三无”船舶
集中拆解现场会举行

拆解现场。柯抒琳摄

闽侯S211线白沙段
路面修复工程开工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余永翔）
近日，闽侯 S211 线 K66+800-K68+203 及
K85+445-K87+238段水泥砼路面修复工程
开工。S211线K66+800-K68+203段位于白
沙镇联坑村，K85+445-K87+238段位于白沙
镇峰福铁路下穿涵洞至粮站路段。两条路段
由于水泥砼路面超期服役，存在不同程度的
断板、裂缝、缺边掉角等零星路面病害，路面
平整度低，行驶质量较差，不但影响道路通
行，而且影响市容市貌。

为提升路面技术状况水平，福州市闽侯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以上路段、桥面等进行
旧路面病害维修综合处治，并加铺沥青砼面
层，以提升行车舒适性。该项目本月开工，预
计国庆前完工。

全长约 20公里、路宽 7.5米的
鼓宦公路，蜿蜒穿行在浓密的柳杉
林之间，车流往来，犹如轻轻奏响
了森林舞曲。“这条路路况好，空气
清新，沿途风景绝美，随便一拍都
是大片。”每到周末，市民小曾就呼
朋引伴沿路骑行上山。

鼓宦公路是北峰环线全景路
的一段。近年来，福州市加快“串
珠成链”，精心打造400余公里美丽
农村路，北峰环线全景路获评全国

“十大最美农村路”，永泰云顶福道
头天线获评省级最美乡村“福”路。

从美丽公路出发，更多人奔向

“诗和远方”。
福州属于丘陵地貌，对广大农

村来说，“要想富、先修路”是颠扑
不破的真理。十年来，我市将“四
好农村路”建设作为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围绕进一步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
路，念好“建、管、护、运”四字诀，积
极打造惠民路、旅游路、致富路。
福清市、晋安区获评“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连江县、闽清县、永泰
县获评“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四好农村路”如何建？离不
开政策扶持。十年来，我市连续将
建设改造农村公路纳入市委、市政
府为民办实事范畴，先后开展两轮
路网规划调整，加强用地用林等要
素保障，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约
2000公里，100%建制村通硬化路，
73%建制村还通上双车道公路，实
现了农村公路“由窄变宽、由通变
畅、由线成网”的华丽蝶变。

修路铺桥是大工程，资金如何筹
措？福州坚持“政府主导，群众参与”，
在加大市县财政资金投入基础上，积
极引导侨胞侨领、地方企业家等社会
力量捐资修路，沿线村民投工投劳。
从20世纪 90年代起，福清牛宅村、
连江梅洋村等一代代海外乡亲接
力，为村里捐建道路。如今走进村
里，依然能听到段段动人的往事。

农村公路建成后，怎么管，谁
来护？福州的答案是“专业人做专
业事”。

福州深入实施农村公路“路长
制”，探索公交车观察员制度，招募
并培训上岗农村公路专管员，实现

“县道县管、乡道乡管、村道村
管”。同时，推进养护工作市场化、
专业化，实施养护示范提升工程约
3800公里，好路率逐年提升。

以福清市为例，正在开展的农
村公路“一路一档”养护信息化建
设试点，搭建智慧管养平台，为公

路养护插上数字之翼。
当“四好农村路”在榕城大地

连线成网，一趟趟客车开往曾经闭
塞的山村，全市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均实现客车“村村通”，有条件的区
县实行客运公交化运营，积极发展

“交通+旅游”新业态。
闽清县桔林乡几年前通上了

公交，还探索打造客货邮融合线
路，实现快递进村。村民陈林苏笑
着说：“快递‘搭便车’，我们在村里
也能畅快网购了。”

公交变邮车，日益成为乡村一
道新风景。截至目前，福州投入运
营客货邮融合服务站31个，客货邮
融合线路49条，物流节点覆盖所有
乡镇和大部分行政村。

“有班车方便多了，自己种的春
笋可以带去城里卖了”“客货邮融合
后，脐橙运输的物流成本降了一
半”……沿着脚下的路，广袤的乡野
上铺展出满载希望的“丰景”图。

“四好农村路”福州这样建——

念好“四字诀”客货邮融合
本报记者 朱榕 通讯员 何坚 胡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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