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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迎来难得发展机遇的八闽

大地，一边是积极扩大在闽投资的中

央企业。两者碰撞，正开创携手共赢的

全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央企入闽不断

提速，大项目好项目渐次落地。98 家央

企中，已有 92 家在我省投资项目或开

展业务合作。全省各地与央企合作项

目 657个，总投资高达 1.8万亿元。

特别是 2021 年 4 月 25 日，福建省

举行中央企业项目合作座谈会，现场

福建省与央企签署 60 个项目合作协

议，项目投资总额 2861.84亿元。

2 年 来 ，这 些 签 约 项 目 推 进 有

力、成果丰硕。截至今年 2 月底，已累

计 完 成 投 资 603.55 亿 元 ，其 中 ，投 产

项 目 7 项、已 开 工 项 目 28 项 ，投 产 开

工率 58.33%。

央企入闽，不仅带来了巨额投资，

来自央企的先进理念、技术和人才也

随之入闽。不仅壮大了福建经济总量，

而且优化了福建产业结构、提升了发

展质量。

近五年，福建跑出了高质量发展

“加速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

个万亿元台阶，年均增长 6.4%、居东部

地区第一位，是唯一所有设区市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

省份。2022 年，福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达 5.3万亿元，增长 4.7%。

如今，推动央企与福建深化合作，

双方正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特色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海洋经济、

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对接，推

动合作迈入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强基强基
为福建构建稳固能源保障体系

作为少煤缺油省份，福建一次能

源自给率仅为 30%，而水电开发已日

趋饱和，电网“受天制约”。在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保障长期增长

的能源电力供给，只能依托非水清洁

能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清洁能源渐成

福建优化能源结构的着力点，省委省

政府有的放矢，用好政策、好环境吸引

能源央企带着资金、技术、人才入闽，

央地合作演绎了一个个从“0”到“1”的

突破。

随着央企风能、光能、核能、天然

气等清洁能源重大项目相继落地，福

建电网实现了从弱到强、从孤立到互

联，为区域经济发展构建起稳固的能

源保障体系。

截至今年 3 月底，福建省电力装机

达 7593 万千瓦，同比增长 9.5%。其中，

能源绿色供给结构显著优化。

“十四五”头两年，随着一批重大

电源项目的投产，福建清洁能源装机

增加 916 万千瓦，占全部新增电力装机

的 88%。至 2022 年末，福建清洁能源装

机容量达 4541 万千瓦，占全省发电装

机的比重首次超过 60%，达 60.3%。

海上风电并网规模达 321 万千瓦，

居全国第三；2021、2022 年并网太阳能

发电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36.9%、67.8%。

2022 年 ，全 省 清 洁 能 源 发 电 量 占 比

54.5%，比上年提高 6 个百分点。清洁能

源上网电量 1507 亿千瓦时，清洁能源

多年来保持 100%消纳，稳居全国前列。

从“靠天吃饭”到清洁能源大省，

福建能源结构的蜕变，靠的就是央地

共建多元能源供应体系。

稳定、清洁、低碳、无污染的核电，

就 是 第 一 个 着 力 点 。2012 年 12 月 28
日，福建首座核电站——宁德核电站 1
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实现福建核电

零的突破。次年 4月，中广核宁德核电 1
号机组正式投产。

十年，福建核电交出了亮眼的成

绩单。全省核电装机容量达 1101.2 万

千瓦，居全国第二，核电装机占全省总

装机比重达 14.6%，居全国第一。

截至目前，宁德核电项目一期四

台机组累计上网电量超过 2400 亿千瓦

时。二期工程 5、6 号机组采用“华龙一

号”融合技术路线，为国内首批核准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

台湾海峡是我国海上风电资源最

丰富的地区之一。福建拥有绵长的海

岸线 3752 公里、全国第二，这让福建的

海风成为“金风”。

好马配好鞍。去年 11 月，由三峡集

团、金风科技联合研发 16 兆瓦海上风

电机组在福建下线，成为当时全球单

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大、单位兆瓦

重量最轻的风电机组。

三 峡 集 团 福 建 能 投 公 司 执 行 董

事、党委书记雷增卷表示：“福建风资

源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处于前列。好的

风资源就要用好的机组。”

三峡集团作为一个龙头集团，带

动福建省海上风电产业集群发展——

他们在福清兴化湾建设了全球首

个国际化大功率海上风电样机试验风

场，在福清江阴建设了福建三峡海上

风电国际产业园。

他 们 与 省 能 化 集 团 合 作 推 进 长

乐、漳浦、莆田、平潭等地的海上风电

资源开发，与省船舶集团联合打造国

内领先“福船三峡号”海上风电一体化

作业平台，与福建水电院、永福院等共

同提升勘测设计水平。

“公司始终与福建生态文明建设

同呼吸、共命运。”中国大唐集团有限

公司福建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深

入研究福建省能源需求，公司扎实推

动产业合作协议落地。光伏项目作为

新发力点，大唐集团在福建的集中式

光伏试点总申报容量超百万千瓦，进

入试点名单 29.4 万千瓦，在五大发电

集团中排名第一。分布式光伏项目新

增备案 5.645 万千瓦，其中三明市大田

县罗丰工业园项目 2.995 万千瓦项目

已完成立项、可研等前期工作。

引资引资
带动福建主导产业提质增效

今年一季度，福建省 1580 个省重

点项目投资完成额完成率均创近年新

高。其中不乏与央企合作的福建省国

资大项目。

这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和投产，正

在为推动福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提供强支撑。

在漳州古雷石化基地，福海创原

料适应性技改项目正进入最后收尾阶

段。作为福建中沙古雷乙烯的前置项

目，项目投产后每年预计可提供约 500
万吨的优质乙烯生产原料，这将为福

建石化产业生产高端聚乙烯、聚丙烯

及聚碳酸酯等 SABIC 独有高端牌号提

供重要助力。

去年，中沙古雷乙烯与福建古雷

炼化一体化工程二期两个重点项目正

式签约，形成双轮驱动，强链补链，进

一步补“油头”，延“化尾”，引领我省石

化产业迈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

在 福 州 港 三 都 澳 港 区 漳 湾 作 业

区，今年 1 月，东南铜业在本埠港口出

口的首船硫酸顺利装船启航。这标志

着东南铜业硫酸出口形成了“莆田+宁

德”双港区中转发运，冶炼回收所生产

的硫酸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

由中铝集团与省政府共同出资组

建的中铜东南铜业 2019 年 3 月项目达

产，目前单条生产线规模、产能均居全

国前列。去年阴极铜产量 35.39 万吨，

实现产值 175 亿元。项目不仅填补了我

省的铜产业缺失，还吸引了正威电子

信息新材料、福浦铜铝加工、嘉元铜箔

等铜产业项目就近配套，千亿产业集

群呼之欲出。

“闽东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产

业发展迅猛 ，对铜的需求量较大 。另

外，硫酸也是省内己内酰胺企业的重

要资源。接下来，我们将系统分析区域

产 业 关 联 性 ，推 动 产 业 链 配 套 本 地

化。”中铜东南铜业党委副书记、副总

经理杨美彦说。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高端特种钢铁

新材料基地完成厂房建设，正在进行

设备安装调试；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神华罗源湾 1-
3 号泊位码头项目完成码头工程水工

结构，码头岸线建设。

……

八闽大地，央企大项目、好项目签

约、落地、开工、投产渐成常态。

这 离 不 开 我 省 建 立 的 常 态 化 对

接 央 企 的 新 机 制 ，为 央 企 入 闽 不 断

“提速”。

抓实项目落地见效，省国资委成

立央企签约项目对接推进领导小组，

赴项目现场开展实地调研，纳入省重

点项目协调机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

过程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深入探索央地合作新模式，常态

化对接 100 家中央企业和 100 家地方

国企，梳理涉及行业特点及重点领域，

建立完善“双百一库”名单，加大项目

储备。截至目前，已有 103 个项目纳入

项目库，总投资额超 3000亿元。

打 造 全 省 央 企 项 目 跟 踪 服 务 平

台，将全省重大央企项目统一纳入管

理，做好新增项目及时跟进、停滞项目

适时退出，持续滚动更新项目库。截至

目前，全省持续推进的央企合作项目

共 97 项，计划总投资 3660.68 亿元，已

累计完成投资 1004.81亿元。

截至 2022 年末，在闽中央企业共

计 1048 户，资产总额 16120.4 亿元，营

业收入年度累计 9469.9 亿元，利润总

额年度累计 283.6 亿元，为福建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赋能赋能
强强联手共谱福建发展新篇

栽好梧桐引凤栖。吸引更多央企

来闽投资，更多央企项目落地福建，携

手央企开启发展新篇章。

今年，福建省推进央地合作的步

伐 不 减 。4 月 11 日 ，在 福 建 省 高 速 公

路投资推介活动上，全省共推出 63 个

项目，总投资约 3500 亿元。省高速公

路集团与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

铁建、中国交建、中国冶金科工等央

企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计

达成 1200 亿元意向投资；与 6 个地市

签订 20 个高速公路项目投资合作框

架协议，建设里程达到 967 公里，总投

资约 2100 亿元；与各央企国企签订福

州机场第二高速、田安三明段、宁古

C2/C3 标、漳诏扩容等 4 个高速公路

建设项目，建设里程 230 公里，总投资

470 亿元。

从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到先进

制造业，再到高端服务业，央企在闽布

局维度不断延展，助力福建优化产业

结构。

推动包括中检集团东南区域总部

在内的大型现代服务业项目落地福建

是当前央地合作的新趋势之一。

引 进 电 信 、移 动 、联 通 三 大 运 营

商在福州新区建设数据中心，规划建

设 超 4.8 万 个 机 柜 ，形 成 全 省 集 中 度

最高、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数据中

心集群，进一步夯实我省数字经济发

展底座。

中电集团在莆田打造的制鞋行业

工业互联网示范工厂，在福州建设的

健康医疗大数据运营项目，带动传统

产业拥抱数字化、智能化新浪潮。

引入先进机制，带来创新技术，调

整发展战略，升维发展理念，一次次合

作协议上的落笔，写下的不仅是央地

深化合作的承诺，更承载着共赢未来

的期盼与信心。

设立中建海峡 (长汀)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助力长汀县建筑下游产业发

展；在旗下两个电商平台开设长汀县

产品专区；组织百余名专业规划设计

师 开 展 同 睦 村 乡 村 旅 游 规 划 方 案竞

赛……这是一年来中建集团对口支援

长汀县的硬核举措。

如今，央企对口支援我省革命老

区县已形成机制，国家电网与新罗区、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与武平县、华润集

团与清流县、中铁集团与泰宁县、中粮

集团与建宁县已建立对口支援关系，

助力我省打造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样板。

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新的征程，

福建发展更需与央企携手共赢。4 月 27
日，福建省与央企深化合作推进会在

福州举行，一批有代表性的标志项目

将集中签约。

当 前 ，全 省 正 在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工

作要求，动员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工作。省国资委领导表示，福建国资系

统正扎实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

实干争效”行动，把主题教育与这一行

动紧密结合起来，把主题教育与国资

国企改革发展工作统一起来，做到两

手抓、两促进。

“未来，我们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资本为导向，坚持全省国资监管一盘

棋、大格局，围绕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区域重大战略 ，做深做细做实央

企、地方国企对接工作，打造‘央地合

作’新标杆。”省国资委负责人对未来

充满信心。 （张颖）

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共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7 日，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开

幕。26 日展馆区开馆首日，不少人发现，福建民

营企业频频“出圈”，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互联网

企业、科技公司的展区里——或入驻平台，或引

入平台企业的技术，或与科技企业联手改造生

产线……当数实融合的时代浪潮扑面而来，福

建民营企业勇立潮头，通过拥抱数字化来坚守

“晋江经验”的初心：紧抓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

实实在在做实业守本分。

平台助力
数字化为中小企业添动能

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展馆区踊跃“出圈”的
闽商中，不乏中小企业的身影。

晋江中小企业纷纷引入华为低成本、快部
署、易运维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节省了大量自
研成本，直接将供应链搬上云端。

一批福建中小外贸企业借助蚂蚁万里汇
提供的数字跨境金融服务，缩短跨境收款的周
期，解决了跨境订单金额小、数量大、周期长的
风险。

中小企业拥抱数字化的积极性被调动起
来，彰显数实融合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相比大企业，中小企业‘钱少庙小’，对数
字化的投入意愿和可接受的成本，都要低得多。
想让中小企业接受数字化，最根本的，就是降低
门槛，让数字化工具变得‘好用不贵’。”峰会期
间，蚂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闽商敏锐捕捉到中小
微企业数字化的市场机会，一个新型商业群体
由此崛起——SaaS（软件即服务）服务商。他们
在平台和中小微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

色，一头借力平台企业的基础技术产品基座，一
头深耕餐饮、美业、宠物店、瑜伽馆等一个个垂
直细分的服务业领域，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量身
定制，可“拎包入住”的轻量化数字工具。

福建本地 SaaS服务商米客互联利用在支付
宝上快速搭建的小程序，为上万个餐饮商家搭
建了专属的数字化智慧经营管理大中台；福建
银豹给超 3000 家餐饮门店提供了安全快捷收
款的解决方案。

作为平台方，支付宝也在持续加大对服务
商的支持力度，带动服务商降本增效，进而缩小
更多小微企业的成本。

2022 年，SaaS 服务商通过支付宝小程序快
速搭建能力，实现了 5 分钟搭建一个简易小程
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 SaaS 服务费最低降至
几百元一年。2023 年 3 月，支付宝投入现金及流
量扶持等共计 100 亿元，升级生态服务商助力
体系，助力服务商实现快速冷启动、精准获客和
提高商业变现能力。

赋能“信任”
破除产业链数字化瓶颈

在龙头企业与产业集群高度密集的福建，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意识到，一家企业数字化做
得再好，也只是数字化岛链中的一座“孤岛”。百
花齐放才是春，只有上下游企业协同实现数字

化，才能真正改变一个产业的面貌。
晋江市政府则更早意识到这一点。在晋江，

每一把伞、每一双运动鞋、每一件男装的背后，
都意味着几十上百个协同分工。应政府要求，晋
江龙头企业开始发挥供应链主导作用，在上级
补助基础上，叠加补助 15%，带动上下游配套企
业跟进转型，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而长期以来，制约产业协作数字化一大瓶
颈，是信任。

福建本土电单车租赁平台——虾米出行
引入蚂蚁链，率先试水一个创新技术解决方
案：通过蚂蚁链的可信上链 MaaS 模组，将电单
车运行的所有数据实时上传区块链自动记录，
数据源头可信且全流程加密、不可篡改，由此

让整条电单车协作链的关键节点：金融机构、
电池助剂厂、回收公司等掌握每一辆电单车的
实时数据，从而降低协作的信任成本，提高了
协作的效率。

蚂蚁链数据显示，因为这套上链技术方案，
江苏银行为虾米出行提供了超 400 万元的金融
授信，助其扩大经营规模。目前，虾米出行首批
1800台“上链二轮车”已在晋江投放。

产业协作数字化的另一瓶颈是资金。资金
的高效流动与及时结算，也是协作中建立信任
的重要一环。

在 互 联 网 金 融 平 台 的 助 力 下 ，福 建 龙 头
企业获得了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通过网商
银行的数字金融解决方案“大雁系统”，三棵
树、七匹狼、九牧厨卫、恒安、盼盼等数十家本
地龙头企业为品牌下游数以万计的经销商群
体发放超过 20 亿元经营贷款，缓解了中小微
企业的现金流问题，助力品牌拓展渠道，拉动
了销售增长。

“三棵树上下游的供货商、经销商规模达到
近万家，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服务
的广度和风险可控一直是品牌的期待。互联网
银行的大数据风控提供了解法：我们和网商银
行合作之后，5000 多家经销商可获得资金支
持。”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
财务总监朱奇峰表示。

蚂蚁集团数科事业群可信产业产品部总经

理娄建勋表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有两种路

径，一是智能制造，二是产业链数字化协作，前

者解决生产效率的问题，后者解决交易效率的

问题。

在娄建勋看来，解决产业上下游或跨行协作

的信任问题，是制造业数字化的关键。让人振奋

的是，福建民营企业已经开始积极试水，寻求突

破。而闽商骨子里创新求变的基因，让“晋江经

验”经受住 40 多年的考验。在数字化浪潮下，闽

商航船正乘风破浪，驶向未来！ （林侃 文/图）

“晋江经验”在数字时代继续乘风破浪
——从峰会中看福建民企拥抱数字化的新趋势

“只要有空，我就会过来看看。”最近一段
时间，在明溪县沙溪乡梓口坊村生态护岸工程
施工现场，经常可以看到戴春华的身影。

戴春华是梓口坊村党支部书记。2003 年她
进入村委会工作，20 年来“什么岗位都干过”，
是村民口中的“贴心人”。

明溪是侨乡，梓口坊村在欧洲务工经商的
人口超过三成，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达 400 余
名。戴春华用实干解决“一老一小”问题，让村
民无后顾之忧。

走进梓口坊村医养结合中心，老人们在棋
牌活动室休闲娱乐，在健康讲座、村医坐诊的

卫生室学习健康知识、解决小病小痛，在健身
房蹬单车、踩椭圆机、坐按摩椅，到了中午饭点
就在食堂就餐……

2014年戴春华带领党员走遍街头巷尾，耐心
听取村民意见，聘请专业团队科学调研论证，筹
措资金 600多万元，建成集医疗、养护和娱乐于
一体的医养中心。现在村里凡是年满 60周岁的
老人，每个月只需交210元就可以在中心用餐。

“中心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活动场所，
里面有‘有声书屋’，可以画画、制作手工，有志
愿者为他们提供帮助。”戴春华说。

这些年，她领头建起“四点半课堂”“周末驿
站”，供孩子们课后或假期时学习玩乐；成立“侨
守语待”工作室，建立村两委干部、“五老”人员、
学校教师、志愿者“四对一”留守孩关爱帮扶机

制等，引导孩子们积极向上地学习生活。
“一老一小”照顾好能让村民不忧心，富民

产业发展好能让村民不愁钱。
梓口坊村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适合发展

果蔬、甘蔗、毛竹种植产业。经多方考察，戴春
华看中柑橘市场。起初村民担心销路不好，不
敢轻易尝试。为增加群众信心，她邀请农业专
家到实地，指导村民科学种植，又联系在厦门
做水果批发的村民帮忙解决销售问题。

如今，梓口坊村拥有柑橘 126.7 万平方米，
品种增加到 8个，还成立了“梓岭绿色柑橘合作
社”，入股村民每年纯收入达 10多万元。

2022 年，戴春华又积极引进现代花卉产业
发展项目，建设 6.7 万平方米鲜切花种植基地，
为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 20 多个。“目前基地

已经开始有收益，行情好时小雏菊能卖到 1 元
一支。”戴春华说。

“我想让村民生活就像柑橘一样甜，像鲜
花一样美。”她说。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戴春华的工作也是。
从金井小区通往梓口坊学校的道路，其中

一段 700 米长的道路在修建时耽搁了 4 年。这
段路必须征用村里一位老人房子背后的一片
竹林。“要动我家竹林，先从我身上轧过去。”老
人曾拦在挖掘机前。

戴春华登门做老人的工作，刚到门口就被
骂了回去。几回下来，她明白缘由，但政策上无
法满足老人的诉求。接下来几年，老人家里有
事，她第一个登门。2021年底，老人终于松口。

困难不只来自人为因素。2019年夏天，暴雨
引发洪灾，全村停水时她带着几名村干部上山
排查，桥断了，河水湍急，她站在挖掘机举起的挖
斗上过了河；山路溜方，她拿上铁锹，手动开路。
2020 年夏天，一场冰雹打蔫了村里几个种植大
户的信心，她积极协调，减免受灾户地租，联系保
险公司进村赔付等，让大家再燃希望……

对于获得 2023年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戴
春华说：“我只是尽力做好我该做的事。”

戴春华：20年如一日做村民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雷玉平

近日，一场朱子文化与茶相融的“开茶祈福 礼敬朱
子”活动在武夷山举行，这是武夷山“活化”朱子文化的又
一创新。图为演员在演绎《夺茗冠天》乐舞。 邱汝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