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学技术更新
迭代，机器人行业不断发
展，相关产业链逐步深
化。其中，集人工智能、
高端制造、新材料等先进
技术于一体的人形机器
人有望成为又一项颠覆
性产品，深刻变革人类的
生产生活方式。

面对这一新兴产业，
福州可以怎样“抢占先
机”？福州市人大代表、
福建宏宇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教授级高工、董事长
游雄峰提出建议。

游雄峰表示，可以预
见，未来每个家庭都将有
机会拥有人工智能人形机
器人，特别是养老型保姆
机器人。“让人工智能人形
机器人在各种复杂环境下
灵活操作，以便提供高质
量陪伴和护理服务，这一
远景令人期待。”随着相关
市场的成熟和核心部件的
量产，人工智能人形机器
人的价格将会下降，其巨
大的市场需求也将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促进地方经
济高速高质增长。

游雄峰认为，福州作

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举
办地，近年来在数字经济
方面取得高速发展。推动
福州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
量发展，有利于培育形成
新质生产力，高水平赋能
新型工业化，有力支撑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因此，游雄峰建议，福
州可以在人形机器人产业
上早布置、占先机。福州
可以引进人形机器人头部
企业或者整机厂落地福
州，鼓励扶持相关配套科
创产业链，推进人形机器
人产业规划布局。同时，
布局人形机器人的科研、
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加
强人形机器人相关学科专
业人才培养，创新产学研
合作培养模式。

游雄峰还建议，政府可
出台系列扶持人形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政策，鼓励企业
对人形机器人技术开发类
的科研项目增加经费投入，
激发企业投入研发的积极
性。把握先机抢先制定相
关行业标准，制定推进人形
机器人应用商业发展所必
需的指标和标准。

谈发展议民生 献良策谋福祉
福州市人大代表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民生福祉等重要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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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健身场地“软硬
件”应该如何升级？怎么
让山区的孩子共享优质的
教育资源？如何推动福州
创新氢能产业？……福
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在召
开，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
市人大代表聚焦福州经
济发展、科技创新、民生
福祉等重要领域，积极建
言献策，齐心谋发展，合
力议民生。

近年来，国家强调要
全环境全要素育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五育
并举德为先。目前福州市
正在全力推进省级“大中
小学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实
验区”建设，打造福州特
色的“大思政样本”，永泰
县积极融入福州改革创新
实验区建设，全力推进学
习宣传教育、思想政治理
论课、大中小学德育、家

校社网协同育人四个一体
化建设。

在福州市人大代表、
永泰县同安中心小学教师
黄彩云看来，“环境育人”
的环境要素远不只是课
堂环境、学校环境，课堂
以外的时间、学校以外的
场景同样不能缺位。近
年来，永泰县中小学生校
外劳动教育、研学旅行、
综合实践目的地主要集
中在县内外各民办基地，

与公办基地相比，民办基
地 在 课 程 设置、组织管
理、安全保障方面有不小
的差距。

黄彩云介绍，福州市
中小学生综合实践中心日
前正式开营，基地位于永
泰县塘前乡赤鲤村，可一
次性容纳 1500 余名学生
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心
的主要职责是开展中小
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承担
中小学生对外交流、假期

活动等校外教育工作。但
目前，该综合实践中心服
务对象仅限于市属中小学
学生。

黄彩云建议市政府组
织相关部门共同协调，将
福州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
中心以教育帮扶模式，把
服务对象辐射至永泰县中
小学，减轻山区家长的经
济负担，让边远山区的孩
子有机会共享优质的教育
资源。

近年来，福州大力落实
中办、国办《关于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的意见》，各级政府均
对建设城市社区 15分钟健
身圈作出部署，通过利用公
园边角、校园场馆等措施，
不断探索“健身去哪儿”难
题的解决之道，但仍存在健
身器材同质化严重、居民健
身需求与场地布局不相匹
配等问题。那么，福州应该
如何提升居民健身场地质
效？福州市人大代表、福建
春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天龙提出相关建议。

在更有效地盘活存量
资源方面，傅天龙建议画
圆 15 分钟健身圈，首先必

须着眼实际，有效盘活居
住小区健身设施、各级体
育场馆、学校校园等存量
资源。其次要广泛调研，
听取居民的意见建议，考虑
到大部分居民的需求，对原
有场地进行改造升级，既破
解“场地之困”，更能提升居
民运动体验。除了中小学，
建议大中专院校也能够在
非教学时段和地点，以更大
力度、更长时段开放学校体
育场地（馆），方便市民入
校运动锻炼。

福州目前有不少 15分
钟健身圈场地，尤其是居民
小区存在设施器材同质化现
象。在未来健身场地“软硬
件”升级的过程中，建议考虑

到特殊群体使用场地设施的
需求，为儿童消除安全隐
患，为老年人提供低强度、
高安全性的锻炼指导，为残
疾人创造无障碍体育环境，
让更多人愿意走出家门，积
极参与健身锻炼活动。

目前福州健身市场蓬
勃发展，但数量和密度远未

饱和，比如除了个别高级酒
店外，社会上具备恒温游泳
池的场地少之又少，中小学
生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傅天龙代表提到，可以出台
激励政策，鼓励民间力量结
合市场需求，投资兴建个性
化、差异化、年轻化的健身
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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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五年，我一直觉
得自己是很幸福的返乡创
业青年，其实不只是我，周
边做林下经济、做线上电商
的，大家的返乡事业都开展
得如火如荼，这也说明了永
泰的各项扶持工作很有力、
很到位，乡村也到处一片干
事创业、生机勃勃的景象。”
福州市人大代表、永泰县同
安镇占柄村村主任助理、卢
峰茶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社
员卢贵云说，乡村要振兴，

要始终抓住“做好产业文
章”“做好人的文章”这两个
核心要点。

在做好产业文章上，
卢贵云提到，首先要对特
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进行统
一规划，建立专门的机构
进行管理。加快闽台农业
产业融合的步伐，设立推
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专
项扶持资金，主要用于两
岸产业交流项目的组织实
施、各类产业融合资源的

集聚、人才队伍建设及产
业创新服务能力建设等。
同时，对成功申报省级以
上台湾农民创业园、闽台
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和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以
及在全国全省同类园区评
比中排名前列的，分别给
予奖励。

卢贵云认为，加强科技
赋能是乡村振兴不可缺少
的“养料”，去年，农业农村
部茶叶指导组专家在永泰

设立工作站，对茶产业的发
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卢贵云建议，不仅要出
台动员激励人才返乡下乡
为主题的乡村人才政策，培
训适合新农村生产需要的
新型农业人才，还要积极倡
导退休人员返乡。在湖南、
江西等地已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退休公职人员回乡村
服务，既满足了退休人员的
情感因素，也为乡村填补了
各类人才。

氢能是一种来源丰
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
的二次能源，对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如何
推动福州创新氢能产业，
打造一个清洁、高效、可
持续的能源未来？福州
市人大代表、福建省股权
和创业投资协会会长颜
新永提出了相关建议。

颜新永认为，福州市在
发展氢能产业方面具备广
泛的潜力，实现可持续发
展，市场推动和规模化应用
是关键。政府有关部门可
以通过制定激励政策促进
氢能汽车的市场应用，包
括购车补贴和道路通行优
惠等，以提高消费者对氢
能汽车的认可度。同时，
着重建设更多的加氢站，
确保城市具备完善的加氢
基础设施，从而推动氢能交
通的规模化应用。

产业园区规划是推
动氢能产业整体发展的
有效手段。建议规划并
建设专门的氢能产业园
区，提供优质的产业环
境，通过吸引上下游企业
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
应，推动氢能产业的协同

发展。在园区内提供支
持服务，促进企业之间的
创新合作。

技术创新和人才培
养是氢能产业持续发展
的基础。鼓励氢能技术
创新，建立氢能研究机构
和实验室，并推动企业与
高校、研究机构深度合
作。通过培养高层次人
才，如氢能工程师和技术
专家，提升本地氢能产业
的创新能力。

同时，颜新永提出，
要通过国际交流，提升福
州氢能产业在全球的知
名度。同时，建立本地氢
能品牌，增强产品的国际
市场竞争力。

政策支持与监管是氢
能产业健康发展的保障。
颜新永表示，制定明确的
氢能产业政策，包括财政
激励、减税优惠等，为企业
提供稳定的经营环境。建
立健全的监管机制，确保
氢能产业的良性发展。
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合作，建设新能源技术
创新中心，将有助于支持
本地企业在新能源领域
的研发和创新。通过技
术创新，推动福州成为新
能源技术的领军者。

让山里娃共享优质资源

提升居民健身场地质效

乡村要振兴须“两手抓”

创新发展榕城氢能产业

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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