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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评屏屏山山时时

得标准者得天下。近日，福建省标准
创新型民营企业试点工作推进会在泉州
举办。会议放在泉州举办，显然与泉州近
年来标准化工作的成绩相关。据报道，泉
州目前共有国家级、省级专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工作组 25 个，在多个行业和
领域参与了 1713项标准制修订。

一流企业做标准。参与引领制定标
准是创新实力的体现。实践证明，只有那
些在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某项先进技
术得到了市场充分认可的企业，才有资
格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比如，恒安集团
是我国造纸行业的领头羊，同时也先后
多次参与卫生巾、纸巾、擦手纸、卫生纸

（含卫生纸原纸）、厨房纸巾、一次性卫生
用品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起草。近年来强势
崛起的宁德时代，同样也是在电池产品
标准起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得益于此，这些企业的标准化水平和产
品质量有了更有力的保障，从而为继续
领跑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企业参与到标
准化工作中来。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强创
新性省份建设，特别是 2019 年实施的企
业标准“领跑者”制度，为争创企业标准

“领跑者”创造了有利氛围。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的 2022 年度中国标准化发展年
度报告显示，2019 年以来，我省连续 4 年
位于全国企业标准“领跑者”综合排行前八位置。

成绩令人振奋，但也应看到，与发达兄弟省份相比，我
们还有较大的追赶空间。比如，目前标准“领跑者”以国内知
名企业居多，一些中小型企业虽然有技术特色，但尚未意识
到标准的重要意义，或者缺乏参与标准制定的勇气。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催生大量新业态和新模式，也创
造了大量新的标准需求。对企业来说，这既是压力更是机
遇。规模较小的企业，只要有真材实料，也能在标准制定中
发挥重要作用。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引导，促进广大企业
在运用标准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增强参与标准制定的积
极性、主动性，努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行业话语权。特别是
引导新兴行业企业把目光放长远些，确保标准制定、调整满
足技术升级的需求，切实发挥标准推动发展的作用。

标准就是话语权。一个参数的设定，足以影响一个企业
的兴衰，决定一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期待有关部门多组织相
关行业机构、企业、专家开展配套工作，研究行业动向，倾听
企业声音，为企业参与标准制定保驾护航，推动更多福建标
准走向前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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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璜 通讯员 邹圆） 据福州海关统计，今
年上半年，福建省外贸进出口 9535.7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

（下同）下降 1.3%。其中，出口 5592.1亿元，下降 5.3%；进口 3943.6
亿元，增长 5%。

主要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特点：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提升。上半年，一般贸易进出口 7512.6

亿元，增长 1.4%，占同期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78.8%，较去
年同期提升 2.1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扩大。上半年，福建民营企业进出口
5486.2亿元，增长 4.4%，占同期福建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57.5%，同
比提升 3.2 个百分点。同期，国有企业进出口 2161.7 亿元，占
22.7%，同比增长 1.9%。

对“一带一路”进出口增速明显高于整体。上半年，福建省
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 2029.9 亿元，增长 2%，占福建省
进出口总值的 21.3%；对欧盟进出口 1228.8 亿元，增长 5.6%，占
12.9%。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3712.9 亿元，增长
6.2%，高于福建省进出口整体增速 7.5 个百分点；对 RCEP 贸易
伙伴进出口增长 3.3%。

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上半年，福建省机电产品出口
2396 亿元，增长 10.8%，占同期福建省外贸出口总值的 42.8%，同
比提升 6.2个百分点。

大宗商品进口增速较快。上半年，福建省能源、金属矿及矿
砂、粮食等大宗商品进口值同比增长 26.1%。其中，进口能源产
品 964.9亿元，同比增长 50.6%。

上半年福建省外贸进出口
超90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林侃）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 2023 年度福
建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全省共 8 个集群入选，分别
是：福清市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福州市长乐区纺织功能性新材
料产业集群、德化县白瓷产业集群、南安市建材家居产业集群、
邵武市氟新材料产业集群、龙岩市新罗区机械装备产业集群、漳
州市长泰区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集群、仙游县仙作红木家具产
业集群。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
的重要力量；定位于县域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推进产业协作和资源共享、产学研协同创新、提
高产业组织效率、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今年初，我
省发布了《福建省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
决定开展福建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工作，并指明了省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须满足八方面指标：具有较强核心
竞争力、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成效显著、产业链供应链协作高
效、具有较强协同创新能力、数字化转型效果明显、具有较高绿
色化发展水平、积极参与产业开放合作、具有较强治理和服务能
力等。

在工信部年初公布的 2022年度 100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名单中，我省的福州市马尾区用户侧新型储能产业集群、漳州
市龙文区石英钟表产业集群、晋江市运动鞋原辅材料产业集群、
武平县显示模组及材料制造产业集群、厦门市集美区工业机器
人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榜单。

我省首次发布
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一排排、一栋栋民居小楼错落有致，平
坦干净的水泥路蜿蜒到户，房前屋后花草树
木交相辉映……夏日傍晚，在周宁县泗桥乡
坂坑村，一幅“富美山居”图徐徐展开。“真是
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坂坑村党支部书记宋
玉春感慨道，过去的坂坑村，家家户户门前
乱搭乱盖，村庄环境“脏乱差”。

从“脏乱差”到“美如画”，近年来，周宁
县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紧紧抓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小切口”，突破重点难
点，串点连线扩面，不断推动乡村向“净、美、
富”转变。

做美乡村环境

走进周宁县李墩镇东山村，村道、巷道
洁净如新，花圃、步游道铺设的鹅卵石清新
雅致，房前屋后绿树环绕，村民叶秋莲正在
家中对垃圾进行分类。

“果皮、菜叶等放进湿垃圾桶，塑料袋等
放进干垃圾桶，分好后有保洁员定时上门收
集，非常方便。”叶秋莲乐呵呵地说。

以垃圾分类为突破口，东山村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为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周宁县
统筹专项经费逾 1 亿元，撬动民间投资近
3000 万元，对农村污水、厕所等进行专项整
治，按下人居环境“美颜键”。

看得见山，游得了水，李墩镇际头村际
头溪清澈见底，让人望之心喜。该村投入
100 多万元清淤扩道、拆除违建、植树种草，
投入 70 多万元进行雨污分流建设，让际头
溪重焕“生机”。

“河道清澈了，环境变好了，日子也过得
越来越舒心。现在，在村里，人人都是河道监
督员。”说起家门口的变化，际头村村民何赛
琴竖起了大拇指。

“丑”的因素除去了，“美”的元素如何增
加？周宁县深入推进“五个美丽”建设和微景
观改造，打造一批小而优、小而精的乡村美
景，实现乡村“小美”促“大美”。

“我们着眼于增加村庄绿量、完善基础
配套、提升形象功能，探索形成了‘四好’工
作法（学好、用好、整好、管好）、建设‘微花园’
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周宁县
委乡村振兴办专职常务副主任徐耕耘说。

“微花园”等建设模式逐步在周宁各个
村落地生花。浦源镇龙住院村一手“拆”、一

手“控”，打造四季花村；泗桥乡赤岩村引导
村民装点门前闲置空间，见缝插绿、见缝种
花，破解乡村环境治理难题……

由一时美到时时美，由一处美到处处
美，周宁县“美丽乡村”“绿盈乡村”覆盖率分
别达 50.71%、88.19%，宜居乡村画卷在周宁
大地渐次铺开。

做活美丽经济

蓝天白云下，七步镇苏家山村苍山抱
翠，高空玻璃栈道、空中滑索、丛林穿越等
体验区，游人嬉闹玩乐，欢笑声、惊呼声此
起彼伏。

过去苏家山村偏远、破旧、贫困。而今，
现代化新农村美景、多样的特色旅游项目、
茶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苏家山村成为网友朋
友圈里的乡村迪士尼，短短几年间，接待游
客量超过百万人次。

“农民最盼的是增收致富。留住‘美丽’
的同时，更要做好‘土特’文章，发展好乡村
特色产业。”徐耕耘表示。

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载体，周宁
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创新探索“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模式，农户在家卖风景、农村生
态变黄金，实现环境整治与全域旅游共赢。

借助全域旅游这一平台，周宁县促进农
旅、文旅、商旅等充分融合，加快观光休闲、
田园采摘、农事体验等新业态发展，56 个乡
村游经营点先后开放运营，新增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 100 余个，推动农村从“美起来”到

“富起来”。
“村庄美了，游客就来了！”陈峭村“云山

古舍民宿”老板陈孙壮说。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陈峭村深入挖

掘古村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前来观光、
露营、徒步的游客络绎不绝。

“我们是‘借景生财’，随着游客越来越
多，民宿生意也越来越好。”陈孙壮对陈峭村
的未来充满希望。

在周宁，环境革命带来的实惠，惠及了
每个乡村，一大批和陈孙壮一样的村民搭乘
上了“旅游+”的致富快车。

据 统 计 ，上 半 年 ，周 宁 县 旅 游 人 数
219.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6%；旅游收入
16.33 亿元，同比增长 49.6%，带动全县近 10
万人就业增收，约占常住人口总数的 80%，
美丽生态化为农民手里的“真金白银”。

近年来，周宁县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契机，推动乡村向“净、美、富”转变——

乡村美起来 百姓富起来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郑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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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马班的学习经历，让我系统学习了
党的创新理论、了解到国情社情，为我开启
了一扇窗。”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苏弘戬
说。作为省青马班学员，今年，他站上宁夏
固原一所乡村中学支教的讲台，传道解惑、

春风化雨。
正是团省委组织实施的“青马工程”，帮

助苏弘戬从新思想的学习者成长为新思想
的授课者、传播者。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全省
工青妇组织将“宣讲”寓于“服务”，以贴心的

关怀和服务，增强广大基层职工、团员青年、
妇女同胞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党的声
音入耳入脑入心。

“我们坚持上下联动，加强就业帮扶，强
化维权服务，努力做到用心关怀职工、用情
温暖职工、用力服务职工。”省总工会有关负
责人介绍，工会组织推广“党员‘驿’站式”服
务，提供“家门到厂门”返工复工服务 1.2 万
多人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688 场次，提
供就业岗位 43.8万个；推动在新就业形态领
域建立协商协调机制，实现快递行业集体协

商 9个设区市全覆盖，覆盖快递企业 393家，
惠及 7万余名快递从业人员。

举 办 第 十 六 届“挑 战 杯 ”福 建 省 大 学
生 课 外 学 术 科 技 作 品 竞 赛 ，推 进 第 十 届

“创 青 春 ”福 建 省 青 年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
近期，团组织加快构建各类平台，为青年
提供“真刀真枪”练兵机会，营造崇尚技能
良好氛围；同时，因地制宜设计推出寻访
路线，策划沉浸式配套活动，举办主题团
日活动等，组织团员青年实地体验、接受
教育。

聚焦广大妇女儿童和家庭需求，妇联组
织推出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十件民生实
事举措，举办关爱母亲·福暖八闽——2023
年福建省“为爱奔跑·母亲健康 1+1”公益募
捐活动，为 2000 名罹患宫颈癌、乳腺癌的低
收入妇女发放救助金 1000 万元；举办数创
未来“她力量”活动，启动“八闽巾帼电商云
创行动”，实施“十百千万”计划，推动女性在
数字福建建设中建功立业。

用心用情服务职工群众
——全省工青妇组织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本报记者 刘必然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朱舒
文/图） 7 月 20 日，福建永荣科技 CPL 一体
化项目二期投产仪式在莆田市秀屿区举行。
作为世界级己内酰胺生产基地，该项目的投
产，对提升我国己内酰胺行业的技术水平和
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永荣科技 CPL 一体化项目位于湄洲湾
石化基地石门澳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内，是
福建省百个“重中之重”项目之一，总投资
150 亿元，占地面积 3600 余亩，建设规模为
年产 60 万吨己内酰胺（CPL）。达产后，该项
目年产值可达约 150 亿元，新增就业岗位近
2000 人。

据悉，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年产 28
万吨生产线已于 2019年 1月正式投产。二期
年产 30 万吨生产线于本月顺利投料试生
产，均一次产出达到国家优等品标准的己内
酰胺产品，可适用于各类不同需求的精织或
高速精纺的纺织品和特殊工程产品。

据了解，该项目建设自备热电站、硫酸、
空分制氮、合成氨及制氢等装置，同己内酰
胺一期项目各装置之间进行能源互供和废
气废液资源化利用，实现了各种原辅料利用
上“吃干榨净”、各类生产要素缺口“填平补
齐”。特别是多台套新技术装置的联合投用
实现了对传统己内酰胺产业的提档升级，有
效降低了综合能耗、物耗及成本问题，实现
集约集成一体化，低碳环保绿色。项目的顺
利投产，为莆田乃至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与下游尼龙切片

企业的生产协同联动，是目前全国运距最
短、最经济的上游产品与下游原料无缝衔接

切换的产业链项目，大大提升企业综合竞争
力的同时，带动了上下游千亿产业发展。

永荣科技CPL一体化项目二期投产

（上接第一版）
2002年 12月，在周光召、路甬祥等院士专家倡议下，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部等单位共

同发起“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至今已在全国开展科普活动 2000 余场次。近日，
20 名发起和参与“科学与中国”巡讲活动的院士专家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巡讲
活动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倡议启动“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凝聚院士专家群体的力
量，为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上接第一版）抓好园区标准化建设，狠抓生态环境保护，强化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加快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坚持人民至上、着力改善民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群体充分就业，关爱弱势群体，办好民生实事，以战战兢兢、枕戈待旦的高度警觉
守牢安全底线。要切实改变作风、提振精气神，紧盯目标，敢抓敢管，深入调研，破解难题，
推动各项政策应落尽落、应享尽享。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省直有关单位和中直驻闽有关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省发改委、省委办公厅的主要
负责同志先后作了汇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奋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上接第一版）

“争效”的合力

如何把握“关键期”，把“争效”的要求体
现在工作落实上？21 日，省委上半年工作会
议暨省委省政府工作检查总结会召开，部署
下一步工作，重点突出强化五个“着力”。

记者梳理发现，落实好五个“着力”，需要
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

一是“大写意”与“工笔画”，即把战略层
面的“大写意”变为具体行动的“工笔画”。会
议要求，要着力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加强对上
沟通和全省统筹，建立任务清单、项目清单、
责任清单，逐条逐项推进，确保党中央、国务
院支持我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决策
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是存量与增量。无论是着力恢复和扩

大有效需求，千方百计促消费，全力以赴扩投
资，多措并举稳外贸稳外资，还是着力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抓实农业生产、工业运行、现
代服务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我
们做优存量、扩大增量，最终提高发展质量。

三是市场与政府。会议明确，实施新时代
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引导民营企业心无旁骛
聚焦实业、做强主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对政府而言，要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强化服务保
障，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等。

一切发展为的是人民。当前，要抓好省委
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高校毕业生及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领域
风险防范等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只要团结一心、
步调一致，敢拼会赢的福建人民一定能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年中“答卷”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