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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作 为
扩 大 对 外
开 放 重 要

门户，“开放”是福州新
区的必答题。放眼望

去，9年来的耕耘不辍，让答案融入这片土
地的每个生动实践。

福清湾畔，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
期间亲自洽谈引进的元洪投资区，如今承
载起打造共建“一带一路”新旗舰项目——
中印尼“两国双园”中方园区的重大使命。

作为第一家入驻元洪国际食品产业园
的企业，胜田（福清）食品有限公司也率先
感受到中印尼“两国双园”建设带来的发展
机遇。

“紧抓中印尼‘两国双园’建设机遇，我
们与印尼三林集团共同开发印尼海洋渔业
中心项目，首个基地2022年4月投产，日产
量达50吨，未来将进一步形成捕捞、养殖、

加工、仓储一体化的产业链，并为当地创造
至少 5000个就业岗位。”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两地企业间愈发密切的合作项目，勾
勒出中印尼“两国双园”茁壮成长的画面。

以产业发展为牵引、以国际合作为路
径，福州新区依托中印尼“两国双园”积极
探索构建“5+5”产业合作联盟，聚焦海洋
渔业、热带农业、轻工纺织、机械电子、绿色
矿业等5条跨国合作产业链，建设贸易、物
流（冷链）、产能、金融、人文与健康等 5个
国际合作平台。截至目前，中印尼“两国双
园”已形成与印尼合作项目 69个，总投资
近900亿元。

不仅是对外开放，作为唯一明确对台
战略定位的国家级新区，福州新区积极探
索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全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
第一家园先行城市。

放眼福州新区，海峡青年节、海峡两岸
经贸交易会、海峡两岸电视艺术节、船政文
化研讨会等对台交流活动常态化举办，核
心区打造高品质、有影响力的两岸融合社
区，让台胞安居更乐业，已吸引 45名台胞

入住。此外，依托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探索
实施对台“招教引师”工程，福州新区还与
铭传大学等 20所台湾高校建立常态化交
流合作机制。

融合之外还有机遇。福州新区港数闽
算业务正式开通，2000PAI算力加快建设；
全市首只全港资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
基金落地福州自贸片区；香港国泰航空执
飞的福州至香港航线从每周6班增加到每
周10班……全国第三个、福建省唯一的跨
境合作咨询委员会——福州新区闽港合作
咨询委员会2022年11月成立以来，闽港合
作初露峥嵘。

截至目前，双方联合举办福州新区闽
港合作咨询委员会工作会议、闽港数字经
济合作论坛、海事和国际贸易法律研讨会
等10多场重大活动，组织两地企业、机构、
商协会等40多个团组相互考察调研，开展
上百场次线上研讨交流活动；进一步拓宽
闽港双方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间对接沟
通渠道，围绕八大专项领域已孵化生成合
作事项60多项，签约19个合作项目……

越来越丰富的“朋友圈”背后，少不了
越来越畅通的开放通道。

以平台优势赋能开放经济、以交流往
来牵手全球伙伴、以产业项目扩大合作内
容，福州新区持续做大做强国际空港、国际
海港、国际信息港优势，承接两岸融合、“两
国双园”、闽港合作等重要机遇，积极服务
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共建“一带一
路”，驶出对外开放“新航迹”。

【见证者说】

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经济发展专
家组成员、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
会长杨德斌：

中国联通福州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
入口局的升级和福州新区港数闽算业务的
开通，让我们看到港数闽算“从0到1”的突
破。我们期待进一步打通香港与福建之间
的算力通道，立足福建、面向全国乃至世
界，扎实打造一个大规模产业化的跨境数
据自由流动发展模式。

▼中印尼“两国双园”鸟瞰。
本报记者 陈暖摄

夜间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杨婀娜摄

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土方车、挖掘机来
回穿梭，建设工人干劲十足……近日，在位于
滨海万新路双龙路口的滨海双龙新居项目现
场，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作为全市首个配
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滨海双龙新居 3月开
启申购以来，受到不少市民的关注。

“房子价格优惠，周边配套还不错，期待
能够早日住进新家。”近日，在鼓楼区乌山西
路黎明金明苑配售型保障房受理点，住在晋
安区的市民陈先生申购了一套 60平方米户
型的房子，预估总价 30多万元。截至目前，
该项目累计申购登记家庭超过523组。

城市发展不仅需要宽度和高度，更需要
厚度和温度。

以初心换民心，在福州新区，一个接一个
的大手笔建设与投入，既指向城市品质发展
的“头等大事”，又瞄准百姓日常生活的“关键
小事”，不仅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也让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愈发闪
亮。

宜居之城的活力，在交通往来中迸发。
316国道主线建成通车，地铁 6号线东调段、
滨海快线F1等骨干交通项目加快建设，机场
二期建设紧锣密鼓……愈发清晰的“四纵八
横”骨架路网构建与持续扩容的海港空港，不
断完善互联、通畅、便捷的立体交通综合体
系，助力海滨城市乘势崛起。

宜居之城的底色，在绿色生态里闪耀。
沿着漫长的海岸线，23公里长的沿海防护林
如玉带蜿蜒，下沙、王母礁片区、闽江河口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海蚌保护区等自然景
区串珠成线，如颗颗宝石镶嵌其中。

宜居之城的温度，在民生实事中检验。“两
库一洞三河”等重大水利项目有序实施；华山
医院福建医院、省康复医院滨海院区、市疾控

中心新址接连启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引领效
应进一步凸显；天大—新国大合作办学项目、
群众路小学滨海校区等重点教育项目常态化
招生，阳光学院和外语外贸学院等院校投用在
即，累计规划建设16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构
建起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链条教育体
系……

9年来，福州新区累计实施城市配套设施
项目 200 多个，推进优质公共资源落地生
根。2021年、2022年，福州新区连续获评全
省城乡建设品质提升考核培育典型样板项目
第一名，持续引领全省城市品质提升。

随着福州新区的宜居品质不断提升，这
座新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

今年“五一”假期，下沙沙滩电音美食节
火热举办，据不完全统计仅5月3日的人流量
就超过 11万人次，下沙海滨度假村累计接待
游客约 33.4万人次，同比增长 44.6%，带动周
边餐饮等收入同比增长27.6%。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骨架”逐步延
展、城市功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如今，福州新区这座生态宜居的现代新
城，不仅是本地人的美好居所，也是外地游客
的“诗和远方”。

【见证者说】

台胞徐铭嵘：
在福州新区工作这些年，我不仅实现个

人事业的成长，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行业
人才，也收获了生活的幸福感。这几年，这里
的基础建设越来越完善，配套设施越来越丰
富，我们一家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相信蓬
勃发展、欣欣向荣的福州新区对台胞的吸引
力会不断加强，也期待更多台胞朋友来这里
安居乐业，共同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

福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一览福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一览

增速10.6%2016年 1366.71亿元

增速10.1%2017年 1648.17亿元

增速10.6%2018年 1838.08亿元

增速8.8%2019年 2169.27亿元

增速7.2%2020年 2400.64亿元

增速9.8%2021年 2712.57亿元

增速5.3%2022年 2948.27亿元

增速6.3%2023年 3127.20亿元

2016年—2023年，年均增速8.6%

福州新区规划
区（800平方公里）规

上 工 业 企 业 957
家，入选“2023中国
民营企业500强”企

业6家。
2023年，福州新

区规划区有注册上

市企业 38 家，“瞪

羚”企业31家，“独

角兽”企业1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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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福州新区成立九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吴桦真 傅亦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以新
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

回顾 9年来的成长，福州新区之“新”，
贵在创新，成也在创新。

福州新区坚持围绕数字经济、新材料
新能源、新型显示、粮储食品、医药健康、文
旅等六大新兴产业，加快打造东南沿海重
要现代产业基地，让新质生产力如一股股
汹涌浪潮，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数字赋能，构建经济发展新底座。
2017 年，福州新区滨海新城建设之初，就
致力于夯实数字经济底座。依托中国东
南大数据产业园，形成天上三朵云（数字
福建政务云、商务云、福州政务云）、中间
两中心（省超算中心、省智算中心）、地上
两条路（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海峡光
缆一号）的建设格局，数字新基建体量占
全省一半以上。

产业集聚，打造创新发展新高地。去
年，福州临空新型显示标准化（国际）园区
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的福美显
材贴合工厂通过竣工验收，与恒美光电偏
光片项目形成产业联动。以新型显示及第
三代半导体基础材料为核心的应用型终端
产业生态集群，在福州新区不断壮大。

绿色转型，加速能源科技新突破。全
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在位
于福州新区福清市三峡路的福建海上风电
场并网发电，实现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重大
突破；福州新区建设集中供热工程，全面提
升降碳减排效能，实现新兴产业的低碳节
能发展。

福州新区产业集群向“新”而行的同
时，应用场景同样捷报频传。

在交通领域，福州新区启动数字车城
建设，引入百度Apollo（科创基地），打造智
能汽车产业园，落地无人驾驶汽车服务，成
为我省首个规模化智能网联道路建成区、
自动驾驶场景落地示范区，入选全国“车路
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

在医疗领域，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
究院福州创新中心赋能医疗机器人产业上

下游企业，推动福州市形成智能医疗机器
人产业新高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教育领域，网龙网络公司以AI赋能，
推动全球教育领域变革，教育版图覆盖192
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万间教室，惠及超 1.5
亿用户，为世界奉献“中国方案”；

……
新兴产业“大步流星”的同时，聚焦纺

织、钢铁等传统行业升级转型，福州新区持
续推动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

福建金源纺织有限公司通过 5G智慧
工厂的建设，实现全业务流程的“一屏尽
览”，让纺织业一改以往的劳动密集型生产
图景，实现向智能化生产的升级转型；恒申
集团实现从化纤到化工再到新材料的跨
越，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福建福州、江苏
南京建立三大生产基地，己内酰胺年产能
达 150万吨，居全球第一；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福建分院、中国联通（福建）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辅布司等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
台赋能传统行业，推动新型工业化高质量
发展……

以“新”主导，以“质”取胜。2016年—
2023年，福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6%，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3.5%，规上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5%。一个个新兴产
业的蓬勃发展、一个个传统行业的华丽蝶
变，不断拼构福州新区厚植新质生产力基
础、塑造发展新动能的生动图景。

【见证者说】

福建金源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洪：
我们是成立于 1999 年的老牌纺织企

业，作为在长乐纺织行业中率先将“5G+工
业互联网”应用在厂区车间的企业，我们深
刻感受到5G智慧工厂是一条通往绿色、可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打造 5G 智慧工厂
的过程中，我们在体验新质生产力带来良
好效益的同时，也看到福州新区相关企业
的创新能力以及政府部门的各项支持，对
企业今后继续在福州新区发展壮大充满信
心，也希望能为传统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帮
助。

以“新”主导 以“质”取胜

激活产业发展新引擎

以民为本 宜居宜业

描绘幸福美好新生活

乘风而起 展翅腾飞

构筑对外开放新高地

福州新区滨海新城海岸线。
陈捷阳摄

9 年来，福州新区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聚焦高质量发展，实现从拓荒筑基到崛
起腾飞的转变，让一座创新智慧之城、绿色
宜居之城、开放活力之城焕发出耀眼的时
代光彩。

风好正是扬帆时，奋楫逐浪天地
宽。福州新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
市政府工作要求，持续推进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改革开放
新高地、城市建设新标杆，为福州加快建
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新区新城新力
量。

珊
珊/

制
图

2015年 8月 30日，国务院批复设立福
州新区。一场在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规
划引领下的新区大开发、大发展、大跨越，
在福州拉开帷幕。

从此，作为全国第14个、福建省唯一的
国家级新区，福州新区锚定两岸交流合作
重要承载区、扩大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东南
沿海重要现代产业基地、改革创新示范区、
生态文明先行区等重大战略定位，承载起
国家赋予的新的重大使命，开启跨越赶超
的全新航程。

一张蓝图，带来无限想象的广阔空间；
一座新城，蓄积汹涌澎湃的发展动力。

9年来，在东海之滨这片热土上，福州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历任班子坚持“3820”
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坚定“东进南下、沿江
向海”的城市发展方向，以“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历史担当，攻
坚克难、实干争先，书写了经济社会量质齐
升、创新开放活力迸发、群众生活幸福美好
的时代新篇。

东风浩荡，海潮奔涌。如今，沿着漫长
的海岸线眺望，下沙海滩人潮涌动，海港空
港一片繁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企业园区
生机勃勃……不知不觉间，一座宜居宜业
宜游的现代化新型城市屹立在东海之滨。

▲福州新区滨海新城东湖数字小镇。郑成乐摄

▼

下沙海螺塔夜景。
本报记者 陈暖摄

福州新区滨海旅游度假区游客如织。本报记者 陈暖摄

福州恒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本报记者 陈暖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本报记者 陈暖摄

福州三中滨海校区。陈捷阳摄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本报记者 陈暖摄

2018年

“创响中国”活动组委会授予福州新区规划发展
局“双创服务最佳组织单位”。

《福州滨海新城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获评
2017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表扬奖。

2020年

长乐东湖数字小镇入选第二轮全国特色小镇典
型经验。

2021年

生态环境部首次开展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征集活
动，福州新区滨海新城岸段入选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
例。

2021年—2022年

福州新区连续获评全省城乡建设品质提升考核
培育典型样板项目第一名。

2023年

“福州新区滨海新城砂质海岸生态减灾”案例入
选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海岸
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

2024年

新区智脑获评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与创新
奖优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