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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省委、省政
府印发《福建省质量强省建
设纲要》，并要求各地各部
门 结 合 实 际 认 真 贯 彻 落
实。《纲要》明确目标，到
2025年，全省质量整体水
平进一步全面提高，福建品
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稳
步提升，人民群众质量获得
感、满意度明显增强，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
突出，质量强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质量强
省建设基础更加牢固，先进质量文化蔚然成风，福建质量
和福建品牌综合实力达到更高水平。

结合福建特点，《纲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打响“清新
福建”“福”文化等品牌，积极开发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
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符合市场消费需求的文化创意产
品。充分发挥我省地理优势、旅游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
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提高质量和效益，加大创新力度，着
力打造福茶、福酒、福装、福鞋、福渔、福果、福菜、福稻、福
菌、福九味等价值清晰、形象统一、品质可靠的“福”字号
公共品牌；加强宣传推广，持续扩大“全闽乐购”影响力，
促进福品闽货、万福商旅等优质“福”字号商品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纲要》部署了八个方面30个细项的重点任务。
（一）实施重点产品质量提升工程
1.提高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2.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
3.优化消费品供给结构。
4.推动工业品质量迈向中高端。到2025年，制造

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达到86.5，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稳
定在95%以上。

（二）实施重点领域质量提升工程
5.提高产业质量竞争水平。
6.推动数字经济质量升级。推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龙头企业壮大规模，培育5000家以上数字经济领域科技
小巨人、单项冠军、“瞪羚”、“专精特新”等创新企业。到
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重比2020年提高3个百分点。

7.提升海洋经济质效。到2025年，全省完成44万
口传统养殖渔排改造，31.8万亩贝藻类筏式养殖泡沫浮
球改造，新建888口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有序推进海
上风电开发，建设福州江阴等海上先进风电装备园区。

“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8%以上。
8.加快绿色经济发展。到2025年，累计创建省级

以上绿色园区15个、绿色工厂150家；新能源产业增加
值力争达到1000亿元。

9.提升文旅经济品质。到 2025年，推动福州、厦
门、泉州等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实现“县
县有4A、市市有度假区”，形成一批优质旅游服务品牌，
旅游市场更加规范有序，消费环境明显改善。

（三）实施区域质量发展工程
10.争创区域质量发展新优势。
11.打造区域质量发展标杆。
（四）实施福建建造质量提升工程
12.强化工程质量保障。到2025年，质量安全管控

体系基本健全，工程质量水平稳中有升。
13.提高建筑材料质量水平。到2025年，全省城镇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比达到100%，装配式建筑占新
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35%以上。

14.提升工程品质。到2025年，全省建筑业总产值
力争达到2万亿元，大中型水利项目建设管理基本实现
智能化，水利建设质量考核保持全国A级优秀行列。

（五）实施服务业质量提升工程
15.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水平。到

2025年，力争创建全省年交易额超1000亿元的互联网
平台达2个以上。

16.促进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实施促进
闽菜繁荣三年行动，创建500家以上“闽菜馆”。到2025
年实现乡镇（街道）层面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有率达到
60%，建设1000个以上长者食堂。

（六）实施品牌强省战略工程
17.打造质量强省建设标杆。到2025年，培育打造

中国质量奖（含提名奖）10个次、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30
个、福建省政府质量奖（含提名奖）75个次、省级工业企
业质量标杆90个、省级单项冠军企业300家、福建老字

号160个。
18.打 响“ 福 ”字 号 品

牌。到 2025 年，培育打造
“福”字号优质农产品品牌
180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90个。

19.做强福建建造品牌。
“十四五”期间，培育打造鲁班
奖15个、国家优质工程奖30

个、闽江杯300个。到2025年，力争再获大禹奖3个。
（七）实施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工程
20.提升标准技术支撑能力。
21.加强现代先进测量测试体系建设。
22.强化认证检测服务能力建设。到2025年，争创

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2个。
23.建设一批高水平质量技术机构。到2025年，争

取实现国家质检中心达到24个，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
室达到2个。

24.提升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和保护能力。到2025
年，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力争达到10件，有
效注册商标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分别达到 250万件、
700件。

25.打造质量基础设施集成服务基地。
（八）实施质量治理现代化工程
26.推动企业落实质量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加强全

员质量教育，建设质量经理、质量工程师、质量技术能手
队伍，完善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到2025年，累计公益培
训企业首席质量官10000名。

27.健全质量政策制度。
28.强化质量科技支撑。力争到2025年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突破10000家。加强质量领域基础性、原
创性研究，推动质量技术攻关，实施一批产业链供应链质
量攻关项目。

29.提升质量监管效能。健全新型监管机制，探索
开展工业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推
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管。

30.深化质量社会共治。
《纲要》还提出了组织保障，完善考核机制等内容。

对此，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黄茂兴认为，
福建近来不断地出台政策、措施，促进及培育产业发展，
此次出台的《纲要》是全方位推进福建高质量发展超越的
又一重要抓手。 （林璐）

福建如何高质量发展？
这份《纲要》给你指明！

据中新社报道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2022年1月1日生效实施以来，关税减让、贸
易便利化等政策已经为福建外贸企业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收益。

仅厦门海关统计数据就显示，今年一季度，厦门
海关共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5025份，超22亿元人
民币出口货物享受关税优惠，同比增长近五成。

今年以来，福建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
加快推行便利化通关作业模式，优化跨境贸易全链条
全流程服务支持，持续推进“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
措施实施；针对性推进企业信用培育，加大AEO高级
认证企业培育指导，推动企业用好通关便利措施。

泉州港实施的游艇出口“直提自驾”措施，就为哈
德森（福建）游艇有限公司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地
区提供了便利。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黄辅荣表示，游艇
自驾出境的方式既减少了货主等待时间，也降低了物
流运输和出口成本，增强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
和决心。

今年2月，福州港江阴港区获批进境粮食（散货）
指定监管堆场资质。次月，首批散装粮食从江阴港区
直接进口。福州拓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航
说，推进福州港江阴港区首批散装粮食进口，促成进
口、仓储和加工三个环节无缝衔接，为粮食进口企业
开辟外贸进口新通道，节约企业成本。

福建也以免申即享的模式，全额扶持符合条件的
小微出口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投保出口信
用保险，为小微出口企业控风险、保订单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截至今年一季度，福建4887家小微出口企业从中受益，累计承保
额80.2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7.7%和23.6%。

近年来，平潭综合实验区率先实现与台湾北、中、南部主要港口客货运
直航全覆盖，并出台和完善跨境电商相关奖补政策，打造“仓储+服务+通
关”模式，先后吸引菜鸟、京东、唯品会等业内龙头企业入驻开展业务。

福建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优化提升“单一窗口”服务功
能，拓展通关+物流、贸易服务等功能；持续优化通关全链条全流程，深化跨
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为加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数字化一
流的营商环境提供助力。 （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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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乡村文韵——农民书画精品展暨屏南乡村文创产品展”在福州举办，展览
还邀请了农民艺术家们进行现场演示，增进互动。展览的文创产品全部来自屏南县，立足当
地乡村资源和文化底色，展品包含廊桥技艺、“福”见屏南、“屏南有礼”系列等，展现出在发展
乡村文创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和文旅经济上取得的新成果。

屏南县被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授予“中国传统村落文创产业发展示范县"，同期展出的
还有古田县黄田镇双坑村的村民画作，他们在全国各地设有画廊、油画作坊、工作室40多
个，油画年出口欧美、中东等地，每年创收近4000万元。 （林子 文/图）

观察

农民书画、乡村文创产品
在榕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