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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溜八溜不离福州。”拥有7000多年历史文化积淀
和2200多年建城史的福州，如今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
力。

从空中俯瞰，会发现这里是山海福建的“缩小版”。
以城市为基、时间为轴，在这片山海中，绘就一幅幅生动
的发展画卷。

向“集聚融合”要发展，探索推陈出新。不直接临海
的鼓楼区，打破传统的地理边界，汇聚其独特的区位、平
台、资金、人才、技术、政策等多重资源，在无海之城“造
起”海洋经济科创高地，拼抢海洋经济发展增量，力争成
为“海上福州”国际品牌建设的驱动中心；临海的连江县、
马尾区，串起耕海牧渔、海鲜“买全球卖全球”、水产品加
工的完整产业链，满足人们对“海鲜自由”美好生活的追
求；素有“福州商魂发源地”的台江区，不仅升级现代商
贸，加快文旅商融合发展，还发力建设全省金融业态最集
聚、产业链最完整、金融配套服务最完善的区域；罗源县
以推动不锈钢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为抓手，吸引一批“大
而强”的项目落地，让“罗源湾绿色冶金产业链”迸发“生
长力”。

向“节约集约”要发展，勇于尝试挑战。土地不够怎
么办？晋安区、仓山区纷纷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探索“向
天要地”让“工业上楼”模式。在福兴经济开发区光电产
业园一期，预计3年内新建“摩天工厂”超百万平方米，在
金山工业园橘园洲片区，仅用28亩地建成“立起来的生
产线”，走出了一条土地高效利用和产业高度集聚之路。

向“特色优势”要发展，敢于大胆突破。在长乐区，通
过实施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改造来赋能“一黑（冶
金）一白（纺织）”产业，激活传统制造业；永泰县坚持建设

一批产业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有力的现代农业园区，向规
模化、产业化、标准化“进军”；闽清县推动建筑业向新型
建造、稀缺行业转型升级，补全补足绿色建筑产业链，壮
大千亿产业集群；已是全省第一批绿色开发区示范区的
闽侯县青口汽车工业园区，正集聚整车企业、配套企业

“拧成一股绳”，成为“造车新势力”。
向“创新创造”要发展，抢机遇引潮流。在福清市南

部的江阴半岛，以化工新材料为主导的重要临港产业基
地——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正向现代化丝路海港城迈
进。向新提质，有两支“独领风骚”的力量：福州新区彰显

“数字福州”本色，围绕数字经济、新型显示、医药健康等
主导产业，加快打造东南沿海重要现代产业基地；福州高
新区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引领新质生产力
快速发展，全力打造成为全省创新策源地。

卷起眼前的这一幅幅生动画卷，对于现代化国际城
市的模样，有了初步的答案。

那么，福州，何以现代化国际化？
作为全国唯一在名字中冠以“福”字的省会城市，这

里被称为“有福之州”。“福”，不仅源于这片土地的资源禀
赋、文化根基，也源于一个战略设想。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
指出，“福州在大踏步迈向新世纪的进程中，首先要有一
个立足于科学、切合于实际的长远的战略设想，才能使福
州的改革开放事业谱写出最宏壮的乐章”。他亲自主持
编制了《福州市 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简称

“3820”战略工程），系统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
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明确了“建设现
代化国际城市”的宏伟目标，为福州擘画了美好蓝图，确

立了总纲领、总方略。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福州的干部群

众踔厉奋发，“3820”战略工程所规划的目标如期实现。
迈进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捷报不断：2020年，福州市GDP
成功跨越万亿元大关；2021年，福州成为福建省第一大
经济体；2022年，福州市GDP继续领跑全省，人均GDP已
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四；2023年，在全省各地GDP赛
跑中，福州继续蝉联第一，成为全国唯一荣获首届全球可
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的城市；今年6月，福州获评全
国首批城市更新示范城市……

“闽之有城，自冶城始”。守住历史文脉，赋能城市发
展，福州市委、市政府高站位做好顶层设计不止步。

如何让城市特色更鲜明、更有独特“气质”？福州从
“里子”做文章，大胆试、大胆改，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全国首批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等载体平台。福州还从细
微处入手“建底座”，例如，整合城市规划、设计、治理、研
究等多方资源，组建起福州冶城集团，更科学地推动宜居、
韧性、智慧城市建设，让可持续发展“福州模式”走向全国
乃至全球；建设起中科院海西研究院、闽都创新实验室等
一批创新平台，更高效转化科创成果，抢跑新兴赛道。

如今，“万亿之城”有了更多的韧性与潜力。2024年
福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更优：增强
科技创新能力、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落实强省会战略，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福州，蹄疾步稳。

（钟巧花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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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优化支付
服务提升支付便
利 性 的 意 见》出
台，福建省也印发
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江涛介绍，人行福建省分行作为主要的牵
头部门，选取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等18个标杆场景，在
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方面，打造现金支付、
外卡受理、外币兑换、账户服务、聚合条码等5项支付
方式，推动全省涉外支付服务水平提升。

以“卡”为关键点，提供支付便利。量化压实外卡
受理改造任务目标，落地外卡组织降费优惠，开展卡
基促消费活动，短期内实现全省14524户重点商户支
持境外银行卡（以下简称“外卡”）刷卡结算，较2月份
增长近万户。省内ATM机外卡取现覆盖率由62%提
升至99%，银行卡受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以“币”为着力点，提升现钞支付体验。畅通现金
收付通道，创设连锁便利店“零钱包”代兑点，全省银
行发放“零钱包”44.2万个，全省主要商圈 639台
ATM机支持零钞取现，夯实零钞供应基础。优化外币
兑换机构和设施布局，设立外汇服务标杆网点，全省
2934个外币兑换网点、215个外币兑换机构和自助
兑换机保障重点场景外币兑换服务有效覆盖。

以“ 码 ”为
突破点，丰富支
付应用。试点
推 出“ 福 旅 通
卡”移动支付产
品，通过在线发

放及充值服务，便捷境外来闽人员在境内消费场景扫
码支付，累计惠及逾千名境外来闽人员。

以“户”为支撑点，优化账户服务。组织银行提供
入境口岸便捷开户、线上预约开户服务，实现“客户少
跑路，落地即开户”。全省银行累计为境外来闽人员
开立账户118.19万户，281个重点银行网点全部支
持为境外来闽人员提供简易开户服务。

以“效”为落脚点，服务可感可得。统一宣传视
频、标语、受理标识和支付服务指南，协调推动在国际
航班舱内等交通工具开展优化支付服务宣传，促进政
策精准触达境外来闽人员。针对重大国际活动、外资
项目等大事要事的支付服务需求，个性化打造特色网
点等专属服务，高效满足2024“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
周活动、中沙古雷乙烯项目等境外来宾的支付需求。

江涛表示，下阶段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将继续协
同行业主管部门，立足实际、面向长远，提升工作的科
学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继续深耕机场等重点场景
建设，力争在优化支付服务方面取得更大成效。

（林璐 吴悦）

东南网讯 近日省商务厅、财政厅研究制定了
《福建省促进“丝路投资”高质量发展支持政策
（2024—2026年）》。政策支持对象为福建省内开展
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业务，且依法
依规履行备案（核准）手续的企业。

《支持政策》提出，鼓励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参与国
际竞争合作，优化全球经营布局，提升综合实力和品
牌影响力，对年度实际对外投资500万美元（含）以上
的企业，按不超过实际投资额5‰的标准，给予最高
100万元的奖励。鼓励企业并购拥有先进技术、知名

品牌的境外企业，投资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向经
我省确认的“两国双园”境外园区投资集聚，对年度实
际投资额500万美元（含）以上的企业，按不超过实际
投资额6‰的标准，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支持政策》还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承建境外工程项目，带动技术、标准、装备和管理“走
出去”；鼓励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巩固拓展港澳等传统
劳务市场，积极拓展其他国家（地区）市场，促进外派劳
务稳中提质；鼓励企业加大对境外项目和人员安全保
障的投入，提升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卢金福）

福建在18个标杆场景试点
提升涉外支付服务水平

福建出台“丝路投资”支持政策

鼓励企业“走出去”

7月 31日，华润连江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正式开
工，这是全球首个18兆瓦批量化海上风电场。该项目
是福建省首批竞配的海上风电项目，被列为福建省可再
生能源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建成后，这个风电场预计年
发电量可达33亿千瓦时。 （焦艳 来源：人民网）

全 球 首 个 18 兆 瓦
批量化海上风电场
在 福 建 连 江 开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