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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李嘉琪）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
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赋能企业，9月 20日下午，
由海峡都市报主办的“媒
企融合·百万数字人计划”
数绘企业行正式开启，第
一站走进福州名城保护开
发有限公司。

20 日下午，海峡都市
报党员先锋队走进福州名

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为企
业带去虚拟数字人在文旅
方面的应用及解决方案。
通过交流，更多企业员工了
解到了数字化的趋势及应
用，思维更加开放。福州名
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白宝霞表
示，希望能将文旅资源与新
技术结合，打造三坊七巷特
有的文化 IP，更好适应数字

经济的大趋势。
今年以来，海峡都市

报社加速数字化转型，推
出“百万数字人计划”，坚
持在数字化转型和服务大
局上下功夫，推动党建赋
能高质量发展。

若有意向参与海峡都
市报数绘企业行，欢迎拨
打海都热线 968880，共商
数字化转型之路。

N据福建日报

近日，由省工信厅牵
头，联合省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等单位编制的《福建
省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白
皮书（2023）》（下简称《白
皮书》）正式发布，这是全
国首份系统介绍县域重点
产业链的指导性文件。

《白皮书》指出，经多
年发展，福建省县域重点
产业链已具备相当规模
和比较优势。截至 2022
年底，全省县域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平均
规模为 678.2 亿元。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超过 2000亿元的县域有 8
个，分别为晋江、蕉城、长
乐、惠安、福安、海沧、南
安、福清。这些县域面积
占全省 7.4%，但规模以上
工 业 企 业 营 收 占 全 省
40.6%。其中，晋江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营收 5607.9
亿元，约占全省 10.0%，居
全省首位。

依托县域产业，2022
年，福建工业增加值 1.96
万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37%，对全

省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38.1%。其中，制造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4.9%，居全国第三位。

《白皮书》分析认为，
福建部分县域重点产业链
已在国内形成较强竞争优
势。如晋江是国内著名鞋
服产业基地，长乐是全国
最大的锦纶民用丝、经编
花边面料、化纤混纺纱生
产基地，蕉城动力电池、储
能电池、消费类电池出货
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

从县域产业规模、产
业链布局、链条完整性、龙
头企业带动性、产业集聚
度等维度综合分析，《白皮
书》将全省县域分为四种
类型：一是产业链布局清
晰、产业特色明显、在国内
外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县域；二是产业链发展基
础较好、产业特色较为明
显、发展路径较为清晰的
县域；三是有一定产业规
模、产业基础一般、制造业
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的县
域；四是工业规模较小、基
础弱的县域。

《白皮书》提出了福建
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的 5

条路径，分别是：以先进制
造业集群带动县域产业
链，推动“强强联合”，加快
产业提质增效；以产业链
条串联带动跨县域产业
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推
动“区域协同”，壮大一批
特色产业；以龙头企业带
动县域产业链发展，推动

“以强带弱”，促进产业链
强链补链延链；以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为目标
发展县域产业链，推动

“个性化发展”；以资源优
势培育发展合适的县域
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产城融合”。

《白皮书》还从加强规
划和政策引导、提升企业
创新能力、强化产业项目
支撑等提出七方面的推进
措施，建议福建每个县域
应发展1~2条重点产业链，
一些产业基础优势明显的
县域可发展 3~4条重点产
业链。

“该白皮书有助于帮
助县域理思路、明方向，实
现产业差异化、集聚化发
展，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省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兰晓原博士表示。

海都讯（记者 陈逸之
周字艺 文/图） “自动驾
驶”，这个过去只有在科幻
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场景，
将在福州成为现实。9 月
19 日，福州新区启动智能
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标志
着福州新区成为全国无人
化、商业化政策落地的先
行区，福建省首个规模化
智能网联道路建成区和自
动驾驶场景落地示范区。
20日，记者来到福州新区，
实地体验首批“闽 AA 试”
自动驾驶网约车。

手机一键叫车、上车
后排落座、系好安全带、点
击“开始行程”……19 日，

在福州新区，乘客在短短
一分钟内完成上车流程
后，百度Apollo推出的Ro⁃
botaxi 便开始朝着目的地
出发。一路上，车内的电
子显示屏实时展示行驶情
况，方便乘客了解行程。

在位于福州新区滨海
新城芯云产业园的福州新
区智能汽车产业科创基地
里，阿波罗智行科技（福
州）有限公司福州总经理
杨奔程带领记者参观了科
创基地。在基地中，杨奔
程向记者讲解介绍了自动
驾驶软硬件、车路协同、云
控中心等其他科技应用。

记者了解到，自 2023

年 1 月 19 日《福州市推动
智能汽车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正式发布后，福州新区
智能汽车数字车城建设和
应用场景规划出炉，此后，
福州新区数字车城建设也
全面开工，福州智能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按下了“启动
键”。目前，数字车城一期
核心区26平方公里自动驾
驶项目已经完成建设，到今
年年底，这个数字将提升至
80平方公里。预计到2025
年，规划将覆盖新区188平
方公里的区域，同时引入 2
至 4家自动驾驶网约车厂
商，达到商业化运营规模，
支持全域无人化。

N据福建日报

近日，省民政厅印发
《福建民政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的十条措施》，助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
展，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参与
民政民生事业，共同营造宜

商惠商的良好社会氛围。
措施提出，全省民政系

统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养老
服务业，共同打造“福见康
养”体系。培育我省民营养
老服务特色品牌，培育和选
树一批品牌化、连锁化、规模
化养老服务企业，积极推动

我省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
同发展；支持民营企业依托

“互联网+”提供就近便捷养
老服务，至 2024年底前，支
持试点建设不少于 30所满
足养老院管理和养老服务需
求、具有智能化管理系统的

“智慧养老院”，推进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线上“一键呼叫”
与线下“上门服务”相结合；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领域产教
融合、社企合作，深化智慧养
老等领域的技能人才培养，
2023年至2025年，每年培养
培训养老护理员 1 万人以
上、养老院院长300人以上、

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500
人以上；支持发展康复辅助
器具产业，推广数字化假肢
矫形器制作技术应用。

同时，要提升民政管理
服务效能，助力优化民营经
济发展环境。推动民政政务
服务“一网好办”，统一全省

民政行政许可事项标准，推
广告知承诺制；开展行业协
会商会服务高质量发展专项
行动，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
农业等领域为重点，培育发
展相关社会组织，符合条件
的依法进行登记。

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有了“福建指南”
福建发布全国首份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白皮书，分析了县域重点产业链竞争优势，

提出了5条发展路径

党建领航促发展 融合赋能聚合力

海峡都市报数绘企业行开启

“媒企融合·百万数字人计划”数绘企业行走进福州名城公司（黄永欣/摄）

“自动驾驶”来榕 记者现场“尝鲜”

支持民企共同打造“福见康养”体系
我省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参与民政民生事业

Robotaxi还配置了灵敏的传感器与中控系统

▲自动驾驶
Robotaxi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