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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 1日，全球可持续发
展城市国际联盟交流中心在三坊七
巷文儒坊 34号正式启动运营，向广
大市民开放。

这座中心，见证了福州荣膺首
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的辉煌荣
誉，也代表了荣誉背后沉甸甸的时
代之问：如何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长久延续？

应时代之问而生，福州冶城集
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围绕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集团权属福州市可持续发
展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度参与
福州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各项工
作，助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城市。持
续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国际联
盟和联盟交流中心筹建工作，为全
球多边合作搭建共商共建、共享共
赢的合作平台，促进各国城市间经
验交流、人才培养、技术提升、投资
合作等，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聚焦城市“大土木”设施更新、
养维领域的新挑战、新需求，福州冶
城集团所属福州规划设计集团整合
多专业力量，形成大师领衔的团
队。团队以“市政基础设施智慧运
维平台”建设为切入点，推进设计领
衔的城市智慧运营+专业治理的现
代化城市基础设施智慧运维模式，
开展新材料、新技术研发，构建先进
技术体系，形成监测-检测-设计-
施工产业链条。

推进城市更新。福州规划设计
集团深度参与福州城市更新的策
划、规划以及设计工作，立足自身平
台优势，整合多专业力量，形成城市
更新团队；科研引领，推进专业能力
产品化包装转化，构建了一套“城市
体检打基础，更新规划总统筹，城市

设计提品质，实施方案抓落实，更新
政策作保障”的全方位、系统化更新
机制；关注城市更新谋划-策划-规
划-设计-施工-运营全产业链的业
务整合与谋划。

“今年，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城乡建设局的指导下，集团联
合同济大学、福州城投集团共同策
划开展城市更新实践联展。”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展览回顾城市更新
的政策导向和所取得的社会效益，
展现福州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开
展城市更新工作的特色举措和实践
成果，有效展现了福州冶城集团以
城市更新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丰
硕成果。

改善营商环境。今年 2 月，福
州正式上线由福州规划设计集团研
发的“福地迎商”小程序，方便企业
家和意向投资者提前获取推介地块
周边配套、规划功能、技术指标等相
关资料，从而提前开展方案设计和
资金测算，实现“线上公开一小步，
便民服务一大步”。

在福州冶城集团的助力之下，
独属于榕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正
渐渐明晰：今年 10月 31日，2024年
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
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
奖活动于埃及亚历山大市举行。福
州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随福州市代表
团远赴埃及，助力福州发出倡议，成
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国际联盟；
11月4日至8日，联合国第十二届世
界城市论坛（WUF12）在埃及首都
开罗市举行，福州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助力福州主办两场边会，搭建多
边平台，促进城市间互学互鉴，全方
位多角度助力福州向世界展示可持
续发展的中国方案、福州实践。

秋风浩荡，盈车嘉穗。一年的
砥砺奋进，见证了福州冶城集团的
不懈求索：

今年 8 月，福州冶城集团承办
“幸福营城·智融两岸”第三届大学
生项目策划设计方案征集活动，22
所高校近百支队伍 300余名师生相
会榕城，针对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
两大主题出谋献策，汇聚两岸青年
智慧与力量，为国土空间规划领域
创新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1月，福州规划设计集团举办
“四十周年成果展暨学术交流活
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筑项目
……一份份沉甸甸的奖状，以匠心
与汗水，为福州冶城集团铸就丰碑；
九本新书齐齐亮相，详细梳理了福

州城市的发展历史及集团参与福州
城市建设的经验总结，为未来的城
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2月 5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
市国际联盟交流中心内，福州市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正式向福州冶城集
团授牌，福州冶城集团正式成为福
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基层调研联
系点之一。

福州冶城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基层调研联系点是中心智库建
设的特色品牌，也是交流思想、开拓
视野、转化提升的重要平台。集团
将借此契机，以智库型“聚能核”、全
球性“桥梁纽带”和可持续“共享区”
为定位，助力福州展现“新城色”，共
赴美好新征程。

沈葆桢故居沈葆桢故居。。

夜幕低垂，霓虹灯前，AR编织梦幻奇遇，指
引元宇宙的光明未来。

白墙灰瓦，修旧如旧，一栋栋古厝焕新重生，
延续八闽雄都的灿烂风华。

千年坊巷，再现盛唐，传统与时尚巧妙融合，
交出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答卷。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福州抢抓时
代机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去年10月，福州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
城市奖，成为全国唯一获奖城市。

“冶山下，一座城，穿越千年岁月长……”一首
《冶城清风颂》，将冶城故事娓娓道来。2023年12
月，福州冶城集团正式成立，以打造“一流的城市
全域发展综合服务商”为愿景，构建“创新驱动与
资本驱动”两大模式，推进“市场化、专业化、数智
化”三大策略，实施“战略管理、资本管理、风险防
控、业绩考核”四大管控体系。

成立1年来，福州冶城集团以城市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为脉络，重点布局城市综合技术服务、历
史文化建筑活化利用、可持续发展产业链研究、新
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及服务、基金投资等业务板块，
有效整合城市规划及设计、建设、运营、治理、研究
多方资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高品质综合技
术解决方案。

楼顶之上，云端之下，熟悉的天
空，正在酝酿更多惊喜：无人机物流
航线，高层建筑灭火……新业态落
地，新场景起飞，如今的有福之州，
低空经济方兴未艾。

面对时代机遇，福州冶城集团
践行国家产业发展战略部署，积极
拓展新赛道、新业务、新市场。福州
冶城集团所属福州勘测院积极响应
政策号召，发挥技术优势，推动新质
生产力发展，助力福州低空经济振
翅高飞：

高屋建瓴，规划先行。福州冶
城集团成立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低
空经济业务布局和发展，迅速形成
首批低空经济目标责任清单，列出
具体任务，对标对表打出“组合拳”。

数字底座，稳固根基。福州勘
测院不仅建成了房屋安全管理平
台、数字农业农村平台等多个专题
数据库，更形成了福州市泛在测绘
综合服务平台，为低空空域规划和
整个产业提供了强大的数字孪生
底座，为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提供了
宝贵的数据支持，也成为低空经济
发展的坚实基石。

俯瞰有福之州，一栋栋高耸入
云的摩天大楼连成的城市天际
线，也悄悄带来对后续安全检测
问题的隐忧。而依托市勘测院技
术，穿梭于楼宇之间的无人机，将
成为检测高楼外立面缺陷的“前
沿哨兵”。

“利用无人机载双光谱融合成
像，配合智能目标识别技术，我们可
以对建筑物的外立面缺陷进行有效

检测。”福州勘测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也为未来全市旧建筑物的外
立面缺陷检测奠定了基础。

以扎实数据为基，以高新技术
为翼，在低空经济领域，福州冶城集
团将目光投向远方，积极搭建产业
发展的平台与土壤，为更多后来者
筑就发展快车道。

“基于集团现有的实景三维数
据库与时空信息基础数据，我们正
积极构建本市的数字低空基础设
施框架，组织编制本市低空数字空
域图。”上述负责人介绍，未来，空
域图将包含城市建筑、山河湖海、
电子围栏等信息，大大方便开发
者。福州冶城集团还将与鼓楼区
政府等单位共同编制福州市低空
空域规划、建设低空监管平台，实
现行业的良性发展。

未来，福州冶城集团将以发展
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探索低空数据

“汇聚+治理+开放+应用”四位一体
的运营模式，为福州市各行业提供
精准的数据支持，为福州市数字化
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助力福州打造“数字应用第一城”。

同时，福州冶城集团将秉持建
设人民城市的初心和使命，持续
推进城市古厝活化利用，延续城
市文脉；打响全球可持续发展城
市国际联盟品牌，助力福州探索
可持续发展特色道路；发挥技术
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新征程中
贡献冶城力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冶城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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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规划设计集团举办“四十周年
成果展暨学术交流活动”。

延续文脉延续文脉 古厝又逢春古厝又逢春

逐梦低空逐梦低空 拥抱新潮流拥抱新潮流

福州规划设计集团服务福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重大规划设计实践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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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
录·西行》国潮
沉浸剧场。

两千多年前，闽越王无诸于冶山筑城建都，
闽都风华，自此而始。

2023年，福州冶城集团成立，践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全面推进城市更新与古厝活化利用，
延续城市文脉，书写历史记忆。

福州古厝，是闽都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今
年下半年以来，福州冶城集团所属福州名城古厝
院针对全市各大重要古厝启动改造修缮。

10月，沈葆桢故居修缮提升正式完成。这是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年代最为久远、历史
文化价值最高的文保单位之一，占地面积超 2700
平方米，含3条轴线，展现了不同时期福州古民居
的显著特点。

沈葆桢故居的焕新重生背后，是冶城人充满
智慧的匠心。

“修缮过程中，我们注意把具有年代建筑特
征的东西保留下来。”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设计师们秉持“不改变文物
原状”的原则，对局部缺失的
部分进行复原，并在设计
中融入福州传统建筑的
施工工艺特色，最大限
度维护故居的历史真
实性和完整性，展示
活态文化遗产。

今 年 6 月 ，由
福州名城古厝院负
责设计、编制的《三
坊七巷和朱紫坊建
筑群之林觉民故居
保护修缮工程设计方
案》顺利通过审批，新一
轮修缮施工即将拉开帷
幕。

设计人员介绍，林觉民故居
已经过两轮修缮，整体外表虽较为完好，但隐蔽
部位仍有较多病害。“地面条石歪闪、屋面部位
漏水、榫卯脱节断裂……我们将每一处细节都
记录在案，力求更准确地分析文物的修缮手
段。”

加强古厝活化利用。国庆期间，三坊七巷文
儒坊16号内，由福州冶城集团所属福州可持续发
展研究院运营的《唐朝诡事录·西行》国潮沉浸式
剧场正式开放。华丽的VR体验与原汁原味的福
州古厝完美融合，让市民游客在梦幻中重回盛世
大唐。

“古厝与高科技完美结合，这是非常新奇的
体验！”回忆起之前的“梦幻之旅”，游客秦璐雅连
连点赞说，这些新奇有趣的游玩项目，也是三坊
七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让非
遗文化的种子在更多青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福
州名城古厝院主动开拓研学市场，开展了“小小
古厝营造师”“福艺满满”“非遗进校园”等十余场
系列活动，将美术教育与传统古建筑艺术相结
合，打造“古厝+”品牌模式。

据悉，“非遗进校园”项目已荣获“福州市儿
童友好单元”荣誉。未来，福州冶城集团将助力
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向孩子们展示中
国古建的独特魅力。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共创新路径共创新路径

▲福州名城
古厝院“非遗进
校园”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