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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通讯员 姚宇婷 李旖泓
文/图） 5月 29日，2025中
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高新区
专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
会在福州高新区举行。本
次活动由福州高新区管委
会与福州市科技局主办，福
州地区大学新校区管理委
员会、福州赛创未来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协办，集聚了政
府部门、高校、企业及科研
机构等多方力量，旨在推动
创新要素与产业需求深度
融合，为福州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活动现场，一场聚焦新
兴产业发展的讨论率先展
开。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主

题演讲环节，浙江赛智伯乐
合伙人叶聚利带来“杭州六
小龙崛起启示”的精彩分
享。他通过剖析杭州新兴
产业集群发展案例，深入解
读了精准服务、资本赋能、
创新协同等关键要素，为福
州高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
验，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

在思维碰撞之后，科技
成果的落地转化图景徐徐
展开。福州大学为现场带
来电子化学品先进制造技
术及产业化、大模型训推管
一体化平台推介，为园区企
业提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新机遇。

“高新区热情欢迎每一

位怀揣梦想的创业者、每一
位追求创新的科研人才、每
一位渴望发展的企业家。”
在活动现场，福州高新区相
关领导也从科研平台布局、
人才引进政策、技术研发扶
持、成果转化激励等维度，
为企业落户发展提供了清
晰的“政策地图”与“资源清
单”，并向在场企业家抛出
橄榄枝，点燃了与会嘉宾的
合作热情。

这份热情在随后的重点
项目签约仪式上，也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作
为活动的高潮，重点项目签
约仪式共促成 14个项目集
中签约，涉及低空经济、人
工智能、光电等优势产业。

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
是福州高新区深入贯彻市委、
市政府招商月工作部署的
重要举措，标志着高新区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招商领域

迈出了坚实步伐。福州高
新区商务局局长程晓林表
示，下一步，高新区将切实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面挖
掘现有招商资源，围绕数字

经济、光电、生物医药、新能
源等重点产业链，推动精准
招商，主动靠前服务，全方
位提供服务保障和政策指
导，推进高质量项目落地。

海都讯（记者 林涓
通讯员 吴荣兴） 5月 29
日下午，福州（连江）国家远
洋渔业基地母港码头一派
繁忙景象。“福远渔 8771”
等 4艘满载 1574吨远洋渔
获的远洋自捕渔船刚从印
度洋公海捕捞作业归来，
工人们正在卸下鱿鱼、鲐
鱼等深海鱼类。这批远洋
渔获将被马不停蹄地运往
位于连江经济开发区东浦

工业区的宏东远洋渔业产
业园，加工成鱿鱼花等产
品，最快 48 小时就能到达
百姓餐桌。这是福州（连
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迎
来的首批集中回港的国际
远洋渔船，也意味着福建
正式迎来了今年远洋渔船
集中返港季。

宏东渔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林金杭表示：“远
洋捕捞的渔获要保持高品

质，快速通关是至关重要
的一步。在福州海关的高
效监管下，我们刚卸船的
渔获还带着‘冰霜’，就能
通过冷藏车转运到附近的
水产仓库和加工厂，实现
了从‘甲板’到‘加工台’的
快速对接。海关的一系列
便利通关模式大幅节省了
时间和物流成本，不仅提
升了我们的效益，也确保
了市场供应的新鲜度。”

据了解，这是福州（连
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首
次实现超千吨远洋渔获的
规模化接卸。该基地作为
我国第三个国家级远洋渔
业基地，也是福建省唯一
的国家级远洋渔业基地，
年接卸货能力达 70 万吨。
本季度预计将有近 30艘远
洋渔船在该基地完成渔获
接卸，总货量约 1万吨，货
值超 5000万元。

海都讯（见习记者 李
嘉琪） 记者从福州市文物
局获悉，在开展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时，福州新发现 4
处史前遗址，分别是福清井
尾山遗址、闽清鲤鱼山遗
址、连江黄岐屿遗址和炉溪
山遗址。年代跨越新石器
至商周时期，为闽江下游史
前文明研究注入全新动能，
也进一步丰富我省“四普”
新发现文物地图。

井尾山遗址位于福清
市一都镇一都村北侧约
500 米处的井尾山，海拔
约 176.45 米，面积约 1.6 万
平方米。井尾山相对高
度 约 25 米 ，平 面 略 呈 条
形，山体西面一都溪自西
南向东北流经而过。采
集有少量印纹硬陶、夹砂
陶及泥质黄陶等陶片，纹
饰 主 要 有 方 格 纹 、刻 划
纹、云雷纹等。遗址年代
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
周时期。该遗址发现对

了解闽江流域史前人类
居住的地理分布、文化变
迁具有重要价值。

黄岐屿遗址位于连江
县透堡镇馆读村东南面200
米，一个独立小山岗的西南
坡，面积约 1200平方米，地
层断面可见大量的蚶壳、蛤
蜊壳堆积，其中夹杂兽骨、
果核等。采集泥质陶、夹砂
陶等陶片，可辨器型主要有
豆、盘、杯、簋等。遗址年代
为新石器时代昙石山文化
时期。

炉溪山遗址位于连江
县透堡镇馆读村西北面400
米，炉溪北岸，炉溪山东坡，
为一处凸出的平缓坡地，面
积约 2100平方米。地层断
面可见大量的蛤蜊壳堆积，
其中夹杂夹砂陶、硬陶片
等，纹饰有方格纹、弦纹，遗
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至商周时期。

黄岐屿遗址和炉溪山
遗址的发现为研究罗源湾

盆地周边史前聚落变迁提
供了实物资料，对探讨昙石
山文化扩散的时空路径提
供了重要线索。

鲤鱼山遗址位于闽清
县东桥镇下宅村北约 100
米，鲤鱼山山岗西南坡，面

积约 2000平方米。山岗西
南侧有条小溪自北向南汇
入安仁溪。地表多见散落
的印纹硬陶片，纹饰有席
纹、方格纹、云雷纹，可辨器
型有罐、杯等，遗址年代为
商周时期。该遗址发现为

研究安仁溪流域商周时期
聚落形态特征提供了实物
资料。

目前，福州市文物考古
工作队的专家已对四处遗
址完成了考古调查、勘探、
专家论证等工作，遗址已被

正式纳入本次文物普查的
新发现名录，并完成实地调
查。福州市文物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后续将进一步开
展新发现文物数据上报、认
定工作，进一步做好遗址的
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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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岐屿遗址断面蚶壳堆积（均为连融媒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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