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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管理员、风电运维工程师、人
工智能（AI）员工……8月，记者随“高质
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团在福建发现，
随着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拔节生长，各种
新型职业不断涌现。这正是福建立足资
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
实践。

发展“绿科技”
填补国内碳计量产业空白

可检测二氧化碳浓度的单光子全光
纤多功能激光雷达，能对钢厂温室气体排
放实施碳监测和碳计量核算的工业碳排
放物联网监测平台……位于福建南平延
平区的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以下简称

“国碳中心”），在短时间内推出多项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填补了国内碳计量产
业空白。

南平地处闽江源头，素有“绿色金
库”之誉，其发展遵循着严格的环保要
求。近年来，南平着力发展“绿科技”，寻
找发展新方向。南平工业园区管委会副
主任郑明月表示：“我们积极推动国家碳
计量中心（福建）、‘碳排放监测数据质量
控制关键测量技术及标准研究’项目落
地，这两个项目都是‘双碳’领域的国家

级名片。”
目前，国碳中心正与南平铝业合作，

为企业“量体裁衣”定制碳排放自动监测
解决方案。空天碳科技项目经理黄为民
介绍：“我们紧贴产业需求做研发，突破了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碳排放数据采集的
难题，实现了高效监测与准确核算。”不仅
如此，这个技术团队还与南孚、安踏、宝钢
等企业进行对接，为它们提供个性化的双
碳管理服务。

此外，国碳中心也为碳汇交易添“新
绿”。郑明月介绍，中心结合卫星遥感、机
载激光雷达等技术，构建精准的森林碳汇
监测指标体系，为碳交易宏观监测提供量
化依据，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
换通道。在此基础上，南平正加快推动成
立以国家碳计量为特色的产业联盟，助推
打造国家级碳计量、碳监测产业集群。

化风为宝
树立全球风电装备新标杆

福州风力发电资源得天独厚。“作为
全球首个国际化大功率样机试验风场，风
电场一期项目开创了国内外海上风电建
设多项先例；二期项目则开创了海上风电
行业多个第一，创造了国内外多项之最。”
8月8日，福建海峡公司电力运行部经理

程双宝告诉记者。
该风电场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超52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消耗约157万
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约383万吨。

在风电场“大后方”——福建三峡海
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记者了解到，作为我
国首个全产业链的海上风电产业园，该园
通过创新突破，自主研发了6.7兆瓦、8兆
瓦、18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不断刷新亚太
地区乃至全球海上风电装备制造新纪录，
树立起全球风电装备新标杆。

据福建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福建发挥海上风电、光电优势，已经打
通“可再生能源电力—电解制氢—合成氨
—氨储氢—氨能&氢能”的“零碳”循环技
术路线，为“双碳”目标提供了一条崭新的
技术方案。

数智改造
构建产业迭代升级新生态

企业可以随时向电脑“询问”企业运
行效率、产能，甚至是员工考勤情况……
在位于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园内的福建
（长乐）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展示中心，平
台运营方福州市数字产业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伍维斌打开“企业智能管
家”软件向记者介绍：“很多中小企业没有

IT部门，基于大数据和AI融合产生的‘数
字员工’，可以有效弥补这一功能。”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工业生态，正
在成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倍
增器”。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举办地，福
州正加速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势再
造。其中，该市长乐区是全国最大的锦纶
民用丝生产基地和经编花边面料生产基
地，因此，福建（长乐）纺织工业互联网平
台应运而生。

语言文字也能变成花边图案吗？面
对记者的问题，工作人员在该平台的 AI
花边辅助设计系统中输入文字，就设计出
各种花边图案，再将图案一键上传，完成
设计者的知识产权确认。目前，该平台已
服务 640多家企业，连接设备超过 1万
台。长乐区工信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经
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当地纺织中小
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提升了约20%，能耗
降低了约20%。

当前，绿色转型正融入福建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全省将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
转型，着力打造绿色创新发展高地。

（谢开飞 李坤 杨雪 符晓波
来源：《科技日报》）

福 建 ：新 质 生 产 力 与“ 绿 ”同 行

新华社讯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最新
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并呈现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

税收数据显示，从区域看，7月份，东、西部地
区销售收入同比均增长5%。广东、上海、浙江等
东部省份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5.8%、5.9%
和7.8%；内蒙古、重庆等省份也实现较快增长，
同比分别增长7.3%和6.7%。

从行业看，7月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6%，较二季度增速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
受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带动，采矿业同比增长
9.7%，较二季度由负转正；制造业同比增长
5.7%，其中原材料加工业、装备制造业同比分别
增长6.8%和6%；电力生产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5.6%，有效保障迎峰度夏。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7 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3.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设
备制造、新能源车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较
快，同比分别增长12.1%、14.6%和26.7%。知
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
售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9.6%和
9.5%。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消费潜力有序
释放。二手车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数据显示，7
月份，二手车销售量同比增长20.9%，新能源汽车
销售量同比增长38.5%，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家
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零售、家具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8.5%和11.7%，较二季度增速均有所提高。

新办涉税经营主体稳步增长。数据显示，截
至7月底，今年以来新办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
增长7.3%，其中领用发票、有收入申报的户数同
比增长8.5%，占全部新办户的比重为67.4%，较
去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新办外商投资涉
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4.2%，其中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投资新办户同比增长27.7%。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
表示，增值税发票数据是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的重
要税收数据，7月份一系列税收大数据体现了我
国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下一步，要集中精
力抓好改革部署的落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为强大动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韩佳诺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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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点侨乡之一的古田也被誉为
“银耳之乡”。8月 20日，一场以“吃古田银
耳,享健康更滋润”为主题的银耳产品展示推
介活动在福州市举行。活动由古田县委统战
部主办，近 300位嘉宾参加，共享美好“食”
光。

银耳被誉为“菌中之冠”“平民燕窝”，富
含胶原蛋白、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银耳
多糖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和生物活
性物质，具有增强免疫力、降低胆固醇、健脾
养心、美容养颜、止咳润肠、滋阴润燥等功效，
是一种天然滋补的美食佳品。古田银耳以其
亮泽通透的外观和优质丰富的营养价值，深
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赞誉。据古田县委统
战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古田县年产食用菌
鲜品92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约255亿元，
其中银耳鲜品年产量约39.6万吨，占全球产
量90%以上，素有“世界银耳在中国，中国银
耳看古田”之说。在“2023中国食用菌产业
区域品牌价值评价榜单”上，古田银耳以
147.32亿元品牌价值，荣登银耳品类第一。

食用菌产业是古田县的支柱产业，近年

来，古田县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出台了《古
田县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八条措施》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在生产加工、科技创新、品牌建
设、绿色发展等方面予以扶持，成功创建了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
县，并入选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努力走出
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银耳产
业在食用菌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古田
县致力于对其转型升级，一方面是拓展精深
加工，开发了银耳羹、冻干银耳、银耳曲奇、银
耳面膜等产品共计 18类 40多种，部分产品
出口到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等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是举办了中国银耳
产业发展蓝皮书发布会、食用菌直播节、银耳
宴等特色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古田“银耳之
乡”“中国食用菌之都”金字招牌，让“多、甜、
美”的古田银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未来，
古田县将推进食用菌文化旅游配套设施项目
建设，利用好中国食用菌大会永久会址、世界
银耳大会主会场及食用菌文旅产业科普教育
基地优势，拓展食用菌旅游资源。

（陆秋明）

古田县在榕举办
银耳产品展示推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