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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福建省商务厅获悉，
近日，商务部等14部门印发通知，确定内
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名单（共9个），福建
省（含厦门市）成功入选试点地区。

福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素
有对外开放的传统。过去5年，福建经济
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全省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12万元，跃升至全国第四位，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跨上2万亿元台阶，随
着自贸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
区等建设持续推进，福建外贸进出口规模
屡创新高，出口总额突破 1万亿元，全国

份额稳步提升，经营主体明显壮大。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统筹利用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和更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2022年5月，商务部等14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
的通知》，决定在部分地区开展内外贸一
体化试点，要求有意愿参加试点的省级地
区，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编
制本地区试点工作方案，商务部会同有关
部门共同组织专家择优确定试点地区。
省商务厅会同相关部门精心编制了福建

省试点工作方案，到2025年在全省实施
完善法规制度、促进标准认证衔接、培育
一体化经营市场主体、打造内外贸融合发
展平台、优化内外贸发展环境、创新推进
同线同标同质、培养内外贸一体化专业人
才等 7个方面试点任务，其中“打造内外
贸融合发展平台”“优化内外贸发展环境”
作为重点任务，在试点工作重点城市福州
市、泉州市实施。厦门市作为计划单列
市，单独制定工作方案并实施。

据了解，福建省商务厅将按照商务部
等部门通知要求，牵头会同有关单位加强

组织协调，进一步完善试点工作方案，紧
密围绕完善内外贸一体化体制机制、提高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能力、优化内外贸一体
化发展环境确定试点目标、试点任务和职
责分工，细化配套政策和工作措施，扎实
推进试点工作，聚焦重点产业，力争培育
一批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企业，打造一批内
外贸融合发展平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融合发展的产业集群，建立健全促
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形成可复
制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促进内外贸融合
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林潞）

福建省入选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

春节保供有力
“福游”八闽安心过年

福
建

全球首个“鼻喷疫苗”获批在国内紧急使
用、全球首座标准化“光储充检智能超充站”
建成投用、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建成下线……过去一年，来自福建
的创新成果频频刷屏。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
之魂。未来五年，福建省将深入实施科教兴
省战略，奋力打造创新福建，坚持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

据悉，2022年，福建省数字经济增加值
达2.6万亿元，创新“头号引擎”轰鸣。那么，
制造业要如何数字化转型？

“福建是制造业重要基地之一，传统产业
地位突出，规模庞大，也是数字福建深度赋能
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省青年闽商联合会常
务副会长吴刘驰表示，“可通过建设公共云服
务、开放型的软件应用平台（SaaS）等措施，
把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效益放大到全行业，降
低中小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资成本和投
入风险。”

现代纺织服装是福建省最先突破万亿级
的产业，但福建省纺织产业在数字化赋能方
面还存在不足。“从我们实现数字化的车间来
看，管理和生产效率提高了30%左右，用工降
低了50%左右，但投资成本提高了60%以上，
许多企业不容易承受。”福建顺源纺织有限公
司董事长郑逢源表示，要进一步降低数字经
济转型升级门槛，设立低利率、长周期的数字
经济专项贷款。对数字项目专项补贴，提高
补贴比例，并可享受重复补贴。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谁拥有了一流创
新人才，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麦
斯特人力资源公司董事长李妍菲表示，从产
业发展角度来看，福建省对高技能人才的需
求比较大，“建议各级各部门多关注高技能人
才的培养，以赛促训、以训代招，发现和培养
高技能人才。同时聚焦福建省紧缺型人才的
培养，特别是数字人才的培养，推动职教发
展，补充人才缺口”。

人才的重要性，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
面已突显。“管理层如果缺乏数字化思维，就
不能及时推动数字化变革，很难做出转型的
顶层设计。生产一线有了数字技术人才，才
能准确将纺织技术与数字技术融合起来。”郑

逢源建议，加强纺织数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相关大学和职
校开设数字纺织等专业，培养数字经济的管理人才、数字设
备的操控人才。

创新福建，有哪些可以发力的新赛道？依托区位优势、
丰富的新能源及海岛资源，福建省发展电解水制氢产业具
有巨大潜力。近日，福建省印发氢能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
出到2025年培育20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实现
产值500亿元以上。

“福建氢能产业刚起步，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产业
链暂不健全。氢能发展需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优势，推动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转化，构建产学研紧密融合的链式
创新体系。”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郑南峰建议，强化
嘉庚创新实验室、福州大学等优势科研院所的氢能创新动
力，推动资源整合、技术迭代、应用示范，助推氢能在新领
域、新场景的应用推广，健全氢能全产业链，构建特色产业
集群。 （游笑春 范陈春 来源：《福建日报》）

福建省政府新闻办1月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省
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米袋子”“菜篮子”装得满
福建省在春节期间将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加大商业储备，加强应急储备。据各地商务
部门预测，春节期间（1月15日~2月4日），福建省市
场投放猪肉约 5.9万吨、蛋品约 4.1万吨、蔬菜约
26.2万吨、禽肉约3.1万吨、牛羊肉约2.07万吨、水
产品约25.3万吨、奶制品约2.05万吨。

据了解，全省在田蔬菜面积291万亩，日采收量
4.7万吨；预计未来 1个月在田蔬菜面积将提高到
300万亩以上，采收量约142万吨，同比略增。全省生
猪存栏 956.8万头，同比增长 2.0%，能繁母猪存栏
99.7万头，持续高于国家下达的任务目标。

回家的路顺畅有序
春运期间，交通运输需求大幅增长，返乡流、探亲

流、旅行流、商务流等客流可能会在短期内快速增长
直至大幅反弹。

1月13日是春运第七天。据省交通厅、副厅长雷
文忠现场介绍，随着春节的临近，客运量、车流量稳步
增长，全省道路水路发送旅客263万人次，城市公共
交通客运量达2419万人次，高速公路出入口车流量
达1355万辆次。

“总体来看，全省道路水路春运出行安全有序，与
我们预测研判基本相符。”雷文忠说，春节期间，从除
夕到正月初六，全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7座及以下小
型客车，全省132对高速服务区全部开放经营，全省
公路部门开放91个春运服务点。

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全省组织了 1.3万辆客
车、2.1万辆公交车、2.2万辆出租车、6.3万辆网约

车、1394辆地铁、327艘客船参与春运。各地公交加
密运行频次，延长运行时间，其中福州、泉州公交春节
期间免费乘坐。

“烟火气”里迎新春
上月底，首届福品博览会开幕式、“全闽乐购·福

兔迎春”跨年购促消费系列活动仪式启动，当天还启
动2023福建网上年货节。“年货节将延续至2023年
1月28日，结合福建“福”文化、福消费特色，聚焦福建
省优势产业、优质品牌，共推出年货直播潮福购、旗舰
名店亮福牌、拉动城市福消费、数商兴农福优品等7个
各具特色的促消费专题，集中推广省内福生、福器、福
食、福地四大类平台。”福建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陈安
生说。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春节元宵期间，省市县、政
银企联动将组织开展2000多场覆盖城乡、线上线下
融合的主题促销活动，有条件的地市配套发放消费券
3000多万元，推动重点商圈、大型超市、电商平台等
优惠让利，点燃城市“烟火气”。

“乙类乙管”后继续“管保障”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工作重心从“防

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福建省主要从调整核
酸检测策略、调整病例管理、优化入境人员服务管理
等七个方面着手平稳有序推进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
管”各项工作。

据了解，全省二级及以上医院设置发热门诊381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发热门诊（诊室）1111
家。全省设置市、县定点医院 85家，设置床位总数
4.01万张。全省三级公立医院改造建设综合ICU床
位3443张，建设可转化ICU床位3353张。

（林霞 来源：东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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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6日上午，一列满载着
290台国产商品汽车的整车中欧
班列，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
限公司福州车务段宁德北站下辖
的漳湾(三屿)站缓缓驶出，这是
2023年宁德开行的首趟出口汽
车中欧班列。

此次从宁德漳湾(三屿)站发
出的国产商品汽车整车中欧班
列，货值约5800万元人民币。此
次装车采用中铁特货 JSQ6型运
输汽车专用车，从陆港双层装车
平台装车，商品车可直接驶入车
厢，每节车厢上下两层可装载10
辆汽车，运载量提高60%。

（冯川叶 唐志海 文/图）

新年宁德首次出口汽车到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