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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提出，支持家装
消费品换新，支持开展旧房
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居
家适老化改造、智能家居等
家装消费品换新补贴。加
快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由
去年的“后补”模式改为“立
购立减”模式，给予一次性
补贴 500 元。对交售报废
老旧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自
行车并换购铅酸蓄电池电
动自行车的，额外再给予
200元补贴。

扩围支持老旧营运货
车报废更新，新增国四及
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纳

入补贴范围，按报废车辆
类型、提前报废时间和新
购置车辆动力类型等，分
档予以补贴。提高新能源
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
新补贴标准，在延续 2024
年支持政策基础上，将符
合条件的城市公交车，补
贴标准提高至平均 8万元/
辆。扩围支持农业机械报
废更新，根据省情和摸排
情况，自主确定报废补贴
农机种类范围上限由 6 个
提高至 12个。

《通知》还提出加快提
升回收循环利用水平。探

索搭建高效率的资源回收
再利用体系，支持再生面料
等循环经济产业和“无废产
业链”发展。促进二手商品
交易和再制造产业升级，争
创二手商品流通试点，鼓励

“互联网＋二手”模式发展,
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复制
推广重点行业再制造产品
进口试点措施。支持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推
动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
调、微型计算机等规范回收
处理，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回收拆解利用产业规范
绿色发展。

我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
今年首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20亿元已下达，其中，家电产品以旧换新增加到20类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近日，“潮起石尚”泉州第
二届工业旅游特展在南安
市水头街开幕。展览立足
于海洋文化与世遗文化，
以全球视野回顾南安石
业，从历史记忆、航海历
程、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
方面，结合泉州工业旅游
精品路线，呈现“成功南
安”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产
业升级历程。该展览持续
到2025年2月6日。

记者获悉，此次展览
以“潮起石尚”为主题，以

“石韵悠长”、“水立潮
头”、“成功石尚”三大章

节为线索，集文献、设计、
互动于一体。同时，展览
延伸至水头街上，以“街
道即展场”为核心理念，
将水头街的烟火生活化
身成为新潮展场。设置

“石来运转”转盘、“南安”
文字街道家具、出海镜面
装置等各类打卡点，同在
地居民生活场景融为一
体，开启一场城市更新的
在地实践。此外，展览利
用老建筑的楼梯打造成
一条新旧交替的“石光”
隧道，带领观众穿越时
空，回望水头街的岁月变
迁等。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通讯员 赖良德 文/图） 1月
22 日上午，泉州市博物馆

“探泉究文创空间”举行揭
牌仪式，广大市民游客前往
博物馆参观时，增添了一个
游玩的好去处。

记者见到，泉州市博物
馆“探泉究文创空间”位于
博物馆大门右侧，整体风格
充分融入闽南传统建筑文
化，外墙采用出砖入石建筑
技艺，内部装饰大量采用传
统木架构和闽南红砖。

文创空间由文创区、茶
饮区和“悦”读区三个区域
组成，文创区现场展示了
30 多款自主设计，富有泉
州特色、泉州文保元素的文

创产品；茶饮区提供近 20
种风味独特的鲜萃茶饮品；
设置文博“悦”读区，分布在
场所内及文创空间周边，空
间鲜花点缀、绿荫缭绕，让
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南
传统文化，感受泉州多元包
容的文化气息。

当前，泉州文旅正处于
高速发展阶段，各类文创频
频出圈，已经成为文旅市场
的消费热点。“‘探泉究文创
空间’背靠泉州市博物馆，
优势突出，将整合资源优
势，进一步加强对泉州文化
遗产活化利用的探索和创
新，促进文旅产业融合，打
造泉州文物保护的特色品
牌。”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

主任陈志雄说道。
接下来，泉州市文物保

护中心将以“探泉究文创空
间”投用为契机，在文创领域
持续发力，推动文商旅创新

融合，打造更多特色文创产
品，让泉州文物文化遗产“活
起来”，擦亮文创宣传“窗
口”，讲好泉州海丝故事、世
遗故事，传播泉州文保声音。

第二届泉州工业旅游
特展开展

展览持续至2月6日

泉州市博物馆增添文创空间

泉州市博物馆旁新增的文创空间

昨日，省发改委召开福建省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新闻通气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近日，福建省出台了《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过多领域
多方面的加力扩围，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者潜在需求，为推动
产业升级、加快绿色转型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23日，省财政已下达2025
年首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20亿元，并要求各地加快分配，及时拨付，有
效保障春节期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需求。

《通知》从多举措支持
设备更新、扩围支持消费品
以旧换新、加快提升回收循
环利用水平、充分发挥标准
提升牵引作用等方面提出
24条措施，将通过用足用好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进一
步推动“两新”工作取得更
大成效。

在设备更新方面，围绕
工业、用能设备、能源电力、
交通运输、物流、环境基础
设施、教育、文旅、医疗、老
旧电梯、电子信息、安全生
产、设施农业等设备更新以
及回收循环利用等领域，加

强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
在扩围支持消费品以旧

换新方面，扩大汽车报废更
新支持范围，将符合条件的
国四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新
增纳入补贴范围。对个人消
费者报废符合条件的乘用车
并购买新车，最高补贴 2万
元。支持汽车置换更新，对
个人消费者转让登记在本人
名下乘用车并购买乘用车新
车的，给予一次性补贴支持，
最高补贴15000元。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加力支持家电
产品以旧换新，对个人消费

者购买 20类家电产品给予
以旧换新补贴，最高补贴
2000元。2025年家电以旧
换新补贴政策将于近期组
织实施。为了确保春节期
间补贴“不断档”，在 2025
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
前，各地仍会延续执行2024
年八大类家电补贴政策，以
实现平稳过渡。

今年还新增手机等数
码产品购新补贴，将手机、
平板电脑（含学习机）、智能
手表手环等 3 类数码产品
纳入补贴范围，最高补贴
500元。

会 上 介 绍 了 2024 年
“两新”工作实施情况。据
悉，2024 年，福建及时将
52.86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和
5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
金拨付市县（区），并牵头统
筹8.82亿元消费品以旧换
新配套资金。初步统计，截
至 2024 年底，消费品以旧
换新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
部分市（区）在提前用完国
债和配套资金后还主动发
力，保障支持政策不断档。
设备更新项目均已开工，资
金按进度合理拨付。

围绕工业、环境基础
设施、教育等领域设备更
新改造项目，福建积极争

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
持。将省技改项目融资支
持专项政策规模逐步扩大
至500亿元，实施省重点技
术改造项目申报常态化受
理、定期发布机制，实现贴
息资金“免申即享”。在

“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对
接平台”设立大规模设备
更新专区，平台入驻企业
超3万家，实现规上工业企
业全覆盖，发布产品超2万
项，企业产品被查阅量超
200万次，全年举办电机电
器、电动重卡、电子信息、
竹产业等新产品专场供需
对接和推广活动超百场。
2024 年，全省设备工器具

购 置 投 资 比 上 年 增 长
20.7%，增幅比全省固投高
16.8个百分点。

2024 年，全省消费品
以旧换新享受补贴 430 多
万人次，其中，汽车置换更
新 7.16 万辆，拉动消费超
140 亿元；汽车报废更新
6.11 万辆，拉动消费超 90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累计
补贴119万台，拉动消费超
51 亿元，家装厨卫“焕新”
带动消费超100亿元；全省
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6.0%；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
长 20.1% ；家 具 类 增 长
15.8%。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省发改委将
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和各设
区市，加快细化措施，尽快
出台汽车、家电、家装、厨
卫、电动自行车、数码产品
等实施细则，明确具体的
补贴操作流程，确保政策

可操作、可实施。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2025 年，省财政
厅将进一步优化政策措
施，让“两新”资金发挥更
大作用。争取超长期特
别国债资金对设备更新
相关贷款额外贴息，省里

依托“金服云”平台开展
贴息资金的申报、审核及
信息共享，持续畅通企业
申报渠道，提高审核工作
质效，并积极与银行对接
贴息资金预拨申请，降低
经营主体设备更新的融
资成本。

去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430多万人次

将尽快实施细则，明确补贴操作流程

电动自行车：“立购立减”，一次性补贴500元

家电产品：增加到20类，且春节补贴“不断档”

N

海
都
记
者

罗
丹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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