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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攀升
一张白纸立新城

项目点击：京东福州智能供应
链运营中心

平安物流、宏利兴等项目投产
运营；正祥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
将打造全省最大综合性农产品交易
市场；京东供应链、天虹电商产业园
等项目将于年内竣工；新希望乳业、
新希望冷链项目正进行主体工程施
工……在福州现代物流城，速度与
激情令人惊叹。

在这座未来之城，以京东电子
商务、技术和金融为核心的互联网
双创产业园正拔节生长，综合楼主
体结构已封顶，厂房进行主体工程
施工，预计今年10月竣工，明年初即
可运营。

“布局集智能仓储中心、智能分
拨中心、智能转运中心、订单生产中
心、运营结算中心、电商运营基地于
一体的综合产业园区，助力物流城
打造成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东南
区域物流集散中心。”物流城指挥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不仅能拉
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还将吸引京
东大批供应商和上下游企业聚集，
形成电商规模效应。

连江实践：高标高质建设物流
城

作为福州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
要载体，福州现代物流城从“一张白
纸”起步，坚持世界眼光、高点定位，

秉持“招引大龙头、培育大集群、发
展大产业”理念，紧盯世界500强、全
国 500强以及龙头企业开展招商引
资。

如何促进这座千亿产业新城尽
早落地见效？连江县把物流城作为
重中之重，竭力构建陆港铁立体化
物流交通体系和稳定、安全、韧性的
生活生产供应链体系。目前这里已
落地 17个项目，总投资 180亿元，吸
引民天、正祥、永辉创鸿三大专业市
场，京东、新希望、中国邮政三家世
界 500强企业，鼎菱、漱玉平民等重
大项目落地，港口后方铁路、丹贵公
路、新 104 国道三大路网强力推进
……

福州现代物流城建设正酣，朝
着海丝国际物流通道门户、国家物
流枢纽重要载体、东南区域物流集
散中心、现代产城融合示范样板的
目标大步迈进。

向“新”奋进
抢占海洋制高点

项目点击：海康海洋科创联合
实验室

走进海康海洋科创联合实验
室，科技和未来感跃然眼前。这里
汇聚了国防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哈
尔滨工程大学、海康威视研究院等
优势科研力量和学科资源，聚焦海
洋生态、港口建设、商业航天、水下
无人系统、海洋新能源等领域，取得
一批重大战略成果。

“连江坐拥 3112平方公里海域
和238公里海岸线，在全国深远海养

殖、全国远洋渔业、两岸融合发展方
面走在前列，而且布局了全国第三
个国家远洋渔业基地。这里绝对是
一块肥沃的海洋产业创新发展试验
田。”实验室有关负责人说，站在“巨
人肩膀”上，实验室专注于“数字+海
洋”领域，通过数字、虚拟技术创新
应用，研发数字海洋产品，打通渔业
创新链条，加速成果转化率；聚焦智
慧海洋渔业产业创新需求，强化新
兴科技成果与产业对接，加强创新
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同时，研究智
能海中无人平台、对海探测与海空
天一体化对海探测技术，持续赋能
海洋经济发展。

连江实践：深挖“一片海”的价
值

连江是全国海洋大县和福州海

洋科技创新发展重要区域，海洋是
其优势所在、潜力所在。如何扬优
成势，筑牢“海上福州”桥头堡？

——依托粗芦岛，以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加快建设国家远洋渔业基
地和国际水产交易基地，同步谋划
打造海洋生物、海工装备、数智渔业
三个科创高地，推动渔旅、工旅、文
旅融合，促进海洋经济实力全方位
跃升；

——丝路海港城可门港区在原
有产业集群基础上，成功布局千亿
高端新能源产业，实现新能源、新材
料、新建材、新医药、港口物流等临
港产业“五箭齐发”，助力福州临港
产业蝶变；

——抓好种苗培育、养殖转型
升级、水产精深加工、销售渠道拓

展、品牌打造等五大环节，吃透“一
条鱼”“一粒鲍”“一根海带”，谋划建
设“海上牧渔城”，让海洋大县加快
变为海洋强县。

向“融”借力
山海相依画中游

项目点击：黄岐古石艺术村落
“波绿山青芹壁近，琳琅民房石

砌成。烟锁雾绕海天阔，风光旖旎
留美名。”穿行在黄岐镇古石村，诗
中描述的场景映入眼帘。天气晴好
时，站在观景平台上，肉眼就能看到
马祖列岛。

雄伟壮观的悬崖峭壁、保存完
好的古村落、独特的对台资源，连
江凭借这些优势，瞅准时机、乘势
而上，先后投入 1800 万元，对通村

道路、露营基地、引水隧道、悬崖观
景平台等进行改造提升，让古石村
顺利“出圈”，成为热门滨海旅游
地。

为了把村落颜值变为经济价
值，古石村还探索了“党建+旅游+艺
术”融合发展模式，引进岩绘艺术、
音乐餐吧、民宿等文旅元素，引导村
民参与文旅项目，建设集石屋聚落、
民宿、文创等功能于一体的艺术村
落。如今游客多时一天可达 5000
人，村财年收入从最初的几万元增
至现在的二十万元，促进乡村全面
振兴。

连江实践：精准布局“两区一
带”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县
域，连江全域谋篇，立足滨海旅游资
源、岸线资源和对台特色、温泉文
化，高标准高站位谋划建设环马祖
澳滨海旅游度假区，布局贵安温泉
旅游度假区新兴产业，并结合G228
滨海风景道建设，全力构建滨江滨
海经济带。

其中，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
区以山海度假为基地，以闽式生活
为核心，以海峡文化为特色，构建

“一核三海岸”空间格局，即环马祖
澳综合服务核、山海度假梦主题海
岸、两岸家国情主题海岸、闽式生活
颂主题海岸。为推动两岸旅游景点
串点成线，度假区还聚力建设黄岐
—马祖海峡文化交流中心、台湾免
税商城、黄岐—马祖海鲜城、黄岐—
马祖相思大道，打造独具对台特色
的滨海旅游度假区。

去年底，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
假区通过了省级创建验收，力争明
年实现国家级创建目标，切实推动
工旅、文旅、农旅、渔旅融合，发展壮
大三产，进而实现“三产带动二产、
反哺一产”的综合功效。

没有等来的成绩 只有拼出的精彩

连江：干在实处 跑在前头
本报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叶建隆 陈斐

古石村海边露营地成了热门打卡地古石村海边露营地成了热门打卡地。。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两天时间辗转闽清县 4 个村
落，一路调研、一路思索；和各级政
府部门人员在雄江镇橄榄湖大院
坐下来面对面交流，分享对于打造
海峡乡建乡创家园的设想……26
日至29日，参加第十一届海峡青年
节·“青连两岸——创享美好生活”
乡建乡创交流营的 22名台湾青年
积极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促进两
岸乡建乡创合作“开花结果”。

一场深入的调研
初夏的福州已经开启“炙烤模

式”，27 日到 28 日，台湾乡建乡创
青年辗转闽清县雄江镇4个村落进
行调研，泥土沾满双脚、汗水浸透
衣衫。

有“水上布达拉宫”美称的梅
雄村、拥有“天下温泉第一溪”的汤
下村、古厝古桥众多的梅洋村、码
头文化丰富的梅台村……这一路，
各具特色的村落场景不断转换。
每到一个村落，台青们都会和村干
部深入探讨，如何找到适合这座村
庄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在汤下村黄楮林温泉景区，台
湾云林科技大学数位媒体设计系
主任张文山不停拍照，认真询问景
区门票价格、客流渠道、如何运营
等问题，还特别关心生态环境保护
情况。“现在景区面临的问题就是
地理位置太偏僻，加上营销力度不
够大，人们更愿意去县城附近的村
落泡温泉。”汤下村主任林杰说，希
望吸引运营团队入驻，升级改造景

区。
“我对温泉有很深的感情，来

这里仿佛回到台湾。这样的温泉
资源，放在台湾肯定很火爆。”张文
山注意到，景区内一处不起眼的路
标上挂着全国生物性（蝴蝶）观测
样线的标志，“这里的优势在于自
然生态资源非常好，未来如果能打
造成‘自然博物馆温泉’，与周边的
温泉打出差异牌，目标客群就愿意
来了。”

迎着朝阳出发，踏着夜色而
归，回到住处的台青们顾不上歇
息，立即开始头脑风暴。“我们讨论
了非常多的内容，希望为两岸农村
面临的问题寻找有效的解法。”张
文山说。

一次积极的献策
社区营造在台湾有一定年头

了，而乡建乡创对大陆来说是新课
题。从案例上的剖析到实践上的
推进，“桥和船”在哪？台湾青年此
行，既有精准的具体调研，又有广
泛的座谈交流。

29日下午，雄江镇橄榄湖大院
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会，台湾
乡建乡创团队分享对于打造海峡
乡建乡创家园的设想，各级政府部
门认真聆听、仔细收集真知灼见。

“未来我们可以将镇上更多闲
置的古厝‘活化’为精品民宿。”台
湾小镇文创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
何培钧曾将竹山之中的百年古厝，
改造为台湾最美民宿“天空的院

子”。他认为，民宿不只是游客观
光留宿的地方，更是吸引更多人才
进入乡村的入口，要让当地村民的
农产品卖进民宿，带动当地产业发
展。

“如果把脐橙进行升级，打造
水乡之橙，村民们就不用把水果拉
到镇上去卖了。”台湾禾翌创意有
限公司创办人卜唯平从台湾打造
莲雾品牌中找到灵感，“我们可以
通过打造地区性的品牌，让农业在
休闲体验中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台湾大美国际的蔡佩伶认为，
雄江要保留乡土文化和生态之美，
让游客尤其是年轻人能够在这里
有全身心的体验，“我们可以通过
举办雄江渔排音乐节、木陶竹网编

制艺术节等活动，激发村庄的活
力。同时，在雄江流域建立当代工
艺研学基地与生态美学研学基地，
实现人才的孵化成长”。

一个登陆的驿站
此次乡建乡创交流营活动，以

问题为导向，以合作为目的，台湾
乡建乡创青年在交流会上描绘的
美丽乡村图景将逐渐变成现实。

“借着闽清打造闽台乡建乡创

合作样板县的契机，我们打造了海
峡乡建乡创家园品牌，邀请优秀的
台湾团队一起到这里发展。”活动
发起人、台青曾芝颖介绍，台湾水
牛书店、马祖小柒咖啡将落地雄江
镇。

“被需要的感觉很开心。”马祖
小柒咖啡负责人邱思奇说，一直以
来都想在福州开咖啡店，“政府部
门非常欢迎我们，这几天还带我去
看了场地，争取今年就将咖啡店开
起来”。

“这几天的走访中，我看到当
地的土墙非常有特色，可以用土墙
的材质去塑造一些有趣的手工艺
作品。”台湾手手企业社HANDS设
计总监姜文中说，“这次交流营只
是开始，有了这个平台，接下来我
还会深入了解当地的手工艺，寻找
合作机会。”

“很多想要登陆创业的台湾青
年都会面临不知道从何入手的困
惑。”曾芝颖说，将在雄江镇持续打
造海峡乡建乡创家园品牌，把福州
作为台青登陆乡建乡创的第一站，
给予来榕台青更多的相关资源、政
策解读以及生活配套。交流会上，
福州团市委为曾芝颖颁发了“青连
两岸”青年导师聘书。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昨日，参加 2023
“清新福建行”两岸融媒体联合采访活动的
32家台湾媒体抵达福州，与25家大陆媒体一
起探索榕台融合发展新成效。

昨晚，两岸媒体团来到位于晋安区桂溪
社区的台胞公租房，记录台胞在这里的宜居
生活。

快乐联播网/嘉乐电台台长林亚边参观
边拍摄视频。“台胞在外打拼最关心的是居住
问题。”林亚说，台胞公寓地段好、配套完善，
最重要的是租金便宜，同样户型比在台湾租
房便宜了一半，“条件这么好，台胞可以安心
打拼。”

大宝桑电台主持人钟爱对丰富的社区活
动特别感兴趣，“两岸关于中秋节、端午节等
节日习俗大同小异，在这些节日，两岸同胞可
以聚在一起分享喜悦，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变
得更加亲密，台湾同胞自然更有归属感”。

据悉，本次活动从5月29日持续到6月1
日，两岸媒体团将走访福州、三明等地，探访
台胞公寓、游览历史文化街区、祈福两岸和
平、探寻耕读文明、亲睹闽台农业合作成效。

台湾媒体团走进福州台胞公租房

“条件这么好，
台胞可以安心打拼”

媒体记者参观台胞公寓媒体记者参观台胞公寓。。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青连两岸“乡”得益彰
——第十一届海青节乡建乡创交流营见闻

本报记者 唐蔚嫱 实习生 李颜玥涵

台青分享乡建乡创设想。本报记者 原浩摄

在“一张白纸”上打造千亿产业新城，世界500强、行

业龙头企业纷至沓来；对标最前沿、最尖端海洋科创领

域，建设高能级海洋科创平台，助力打响“海上福州”国际

品牌；创建环马祖澳国家级滨海旅游度假区，奋力书写乡

村振兴新文章，也为“福马共同家园”建设探新路……

拥有山海资源禀赋的连江，精彩事业是不懈努力干

出来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获评全国县域高质量

发展百强县、县域经济投资潜力百强县、县域发展潜力百

强县，蝉联全国GDP百强县、全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

县。今年一季度，连江“经济领跑”综合评分位列福州市

第一。

眼下，这座奋斗之城正结合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推动“党建领航、经济领跑、民生领先”行

动，在亮晒比学中以“干在实处”推动“走在前列”，奋力冲

刺“双过半”，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作出更大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