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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珂） 近日，福建省动漫游戏行业协会第
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福州召开。大会推介展示新时代福建
动漫游戏行业的优秀作品、最新成果和特色亮点，研究探索动
漫产业的经营现状、发展前景和未来趋势，为省内动漫游戏行
业企业搭建起广域多维的交流平台。

与会嘉宾认为，当前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技术引领的深刻变革，动漫游戏产业发展迎来前所未有
的机遇和更复杂的挑战，而文化创新和科技升级是新技术
发展浪潮中值得积极作为的两个重要方向，如，在数字技术
的应用赋能方面，通过应用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可以提升
产品研发生产营销的效率，可强化产品交互，提升用户体
验。动漫游戏内容创作、生产方式、体验场景等都在不断优
化和升级。

伴随“元宇宙”概念的火热和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作为
对传统直播模式的整合与迭代，虚拟数字人直播正在成为一
种新趋势。网龙网络公司凭借在 3D、AI、VR 等技术方面的优
势，成功将虚拟人技术应用于直播、音乐、教育等多个领域，实
现了虚拟人的多元化发展。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研发的一
款超写实虚拟人直播系统，其虚拟主播应用产品能满足虚拟
直播所需功能，包含 3D形象、场景、特效、直播信息智能抓取、
互动、AI 表演等，辅助用户轻松实现震撼、有感染力的高品质
视觉效果直播。

新技术为动漫游戏设计带来了更多可能性。而如何更好
地利用新技术实现价值创造和商业转型，成为大家的关注点。

“虚拟直播带来动漫 IP 运营新方式，让用户体验到了与动漫
IP 互动的乐趣，带来了如何利用数字平台把握好商业机遇问
题。”厦门风鱼动漫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久峰表示，传统的影视
动漫 IP 制作成本过高，用平台粉丝量做内容变现已行不通，
要强调创新，孵化成长型 IP，让“流量”变“留量”，最终形成持
久品牌效应。

近年来，省动漫游戏行业协会在打造福建动漫国际品牌、
动漫大赛品牌 IP、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作为，成效明显。
福建省动漫游戏行业协会新任会长郑毅铖表示，协会未来将
注重产业升级，提升游戏的文化价值服务政府决策和企业发
展，构建政企沟通的桥梁。

3D、AI、VR、大数据……

动漫游戏产业拥抱前沿科技

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12 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国
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发布关于调整 2024 年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的通知。通知明确 2024 年度全省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缴费基数上限按 22164 元/月执
行、下限按照《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调整 2024 年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的通知》（闽人社文〔2023〕160 号）文
件规定执行，若国家和我省有新的规定，按新的规定执行。
2024 年度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职工缴费基数上
限按 22164元/月、下限按 4433元/月执行。

福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基数调整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郭斌） 14 日，北京舞蹈学院、福
建艺术职业学院、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创演舞剧《妈祖》的合
作签约启动仪式在福建大剧院举行。

启动仪式上，北京舞蹈学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福建省
歌舞剧院三方代表签订联合创演协议，主创团队介绍了原创
舞剧《妈祖》的创作背景及创排计划。

原创舞剧《妈祖》将以舞蹈这一艺术语言，展现妈祖的“立
德、行善、大爱”情怀，体现“闽派”特色文艺风采，生动讲好妈
祖故事、闽台故事、“海丝”故事。

据悉，《妈祖》将于今年下半年进入创排阶段，2025年公演。

原创舞剧《妈祖》合作签约

新华社武汉7月14日电 记者 14 日从武汉大学获悉，该
校高等研究院、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雷爱文教授团队实现了
交流电解环境下金属催化物种精准调控，解决了电合成条件
下过渡金属催化剂容易在阴极析出失活而必须用分离池的科
学难题。该研究成果近日以“程序化交流电优化铜催化 C-H
键转化反应”为题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论文通讯作者雷爱文教授介绍，电合成化学新技术具备
绿色、安全和低能耗等特性，有望解决化石能源利用过程中带
来的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风险和高能耗等问题。目前，这种新
兴合成技术主要以直流电作为驱动力，并通过调节电流或者
电压控制化学反应过程。相比之下，交流电具有极性反转和周
期性波动的特点，具备更多可调节电学参数，为改进电合成过
程提供更多可能。

雷爱文介绍，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可编程波形交流电合
成技术（pAC），通过对交流电的相关电学参数进行程序编辑，
可得到定制化的交流电信号，不同编辑模式的交流电信号不
仅促进了电解条件下铜催化剂循环再生，还可分别精准调控
铜催化剂形成“铜结合碳自由基物种”和“碳-铜活性物种”。
研究团队还观测到不同交流电信号动态调控铜催化物种活性
的变化规律。

据介绍，可编程波形交流电合成技术的出现，将为电合成
化学新技术在绿色制造等领域更广泛应用提供助力，为化学
化工绿色化、智能化和高端化提供新的动能。

在交流电合成化学领域

我国科研团队取得新突破

近日，福建师大协和学院文化产业系师生暑期社会实践
队走进南平市政和县岭腰乡锦屏村，深入调研当地茶产业，以
现代文创助力乡村振兴。 陈子瑶 摄

14 日，在宁德
市屏南县耕读文化
博物馆非遗拓片技
艺传习所，学生们
在授课老师的带领
下，学习非遗拓片
技艺，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的魅力，丰
富暑期生活。近年
来 ，屏 南 县 推 出

“非遗进校园”“非
遗+研学”等活动，
通 过 一 系 列 财 税
优 惠 政 策 ，助 力

“ 非 遗 ”产 业 健 康
发展。

本报通讯员
王旺旺 摄

入住人口上万，广场舞活动点、幼儿园和
数十家沿街商铺分布于小区四周……夏商·
大学康城二三期，这座位于厦门市集美区的
住宅区，曾经嘈杂鼎沸。去年初，小区启动了
噪声治理行动，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便成
为全国首批、全省首个“宁静小区”。

“宁静小区”，是指通过噪声污染控制，声
环境质量达标、居民满意度较高，能为居民生
活居住、学习办公提供安静人居环境的小区。

2023 年 5 月，厦门成为生态环境部“宁
静小区”建设试点城市之一，并于日前公布
第一批“宁静小区”名单，夏商·大学康城二
三期、海韵北区等 17个小区入选。

既要烟火气，又要静下来，厦门究竟如
何从基层单元入手，多措并举提升人居环
境，守护群众“耳畔安宁”？近日，记者前往夏
商·大学康城二三期小区，探寻背后的故事。

“声”过留痕

为生活按下“静音键”

阳光透过繁茂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光
影，走进小区，满眼都是绿意，穿梭在步道
间，随处可见倡导宁静的宣传牌，儿童游乐
区内，游玩设施底部都装有减震橡胶，旁边
还配备两台噪声在线监测设备，实时显示当
前噪声分贝值……

“‘宁静小区’试点快一年，情况在不断
变好。”在小区居住多年的庄阿姨对改变赞
不绝口，小区里的广场舞、商铺叫卖声等各
种各样的噪声越来越少了，窗户打开也不
闹，安静了许多。

据了解，该小区入住人口上万，入住率
超过 95%，是集美区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成熟
小区。“我们选取这里作为试点也考虑到它
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有代表性的小区，在‘宁
静小区’创建的过程中，实实在在地为居民
解决了身边的一些噪声问题。”集美生态环

境局环境科负责人刘硕告诉记者，小区噪声
来源，比如商铺的音乐、叫卖声等都被一并
纳入小区噪声监测中，如果被监测到噪声超
标，社区志愿者便会上门劝导。

从 2023年试点工作开始，小区内的噪声
投诉量大大降低，小区分贝高值也从 60~70
分贝降低至 50 分贝左右。“宁静小区”建设，
用一张隐形的监测网守护一片宁静。

绕到住宅楼侧面，可以看到小区的配电
房、水泵房都被减震措施和隔音措施包裹。“以
前这些设备在运作的时候总是‘隆隆’作响。”
小区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改造后有效地减少
了噪声的影响，低楼层的居民不再受到困扰。

在小区内，记者发现类似的设备微改造
还有不少，路面窨井盖增加减震措施，小区所
有的儿童游乐设施也都增加了减震橡胶……
一项项贴心的改造，为小区内一个个噪声源
按下“静音键”。

全民参与

寻找最大公约数

广场舞音乐常常是居民的“吐槽点”，经
过改造，如今已经成为小区内最为大家津津
乐道的变化点。夜晚时分，庄阿姨来到小区
前的空地，走到降噪音箱前，插入 U 盘，节奏
随之而来。她说：“现在我们跳舞都有具体时
间和统一地点，还使用隔音箱等设备，不会
吵到邻居。”

去年 9月，厦门市出台《美丽家园住宅区
环境保护规范》，这是全国首个“宁静小区”
地方标准，其中首次明确对小区广场舞时
间、音量及位置等管控要求，建议音响设施
不得朝向噪声敏感建筑、远离最近噪声敏感
建筑至少 25 米，音量不高于 75dB，活动时间
不早于 7:00，不晚于 21:00。

“此前，小区广场舞时间段不清晰，广场
舞活动时音量都是随机播放、未采取隔音降

噪措施，主要是靠工作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巡
查 ，对 音 量 做 一 些 控 制 ，劝 阻 工 作 难 度 较
大。”刘硕指着小区内的降噪“神器”定向音
箱介绍说，现在采用隔音箱、隔音棉等材料
制作了降噪音箱，可以实现三面有效降噪，
让声音单向传播，“既不影响跳广场舞的活
动，也可以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噪声影响”。据
悉，配置降噪音箱在降噪方面效果良好，有
效实现广场舞综合降噪 15分贝。

营造小区宁静氛围，离不开居民的参与
与配合。为此小区还通过开展志愿者活动、举
办讲座等多种活动，持续开展宣传动员，广泛
发动群众参与，积极营造共建共享的氛围。

“要解决噪声，还得以问题为导向，去解
决问题。”刘硕表示，需要先明确居民主要受
到哪一类噪声困扰，再对症下药。

根据噪声问题发现的具体情况，小区建
立了噪声扰民四级调节机制，即先由居民自
行协调，再请物业、业委会调解，之后寻求居
委会帮助，最后再请各相关职能部门介入，
形成工作闭环，确保问题及时整改。

“搭建这个调节机制，就是为了鼓励广
大居民、商户共同发现和解决问题。”刘硕表
示，在这个过程中，一批集中产生噪声的商
户还结成了对子，这样不仅能众筹到好点
子，还能互相监督、凝聚共识。

探索新路径

打造“宁静小区”厦门样板

夏商·大学康城二三期仅是厦门创建众
多“宁静小区”的一个缩影。

“从前期调研到宣传讲座，从完善组织
建构到推动机制创新，从建设硬件设施到营
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夏商·大学康城二三期

‘宁静小区’的创建始终遵循由浅入深、有的
放矢、固强补弱的科学路径，先从基础上明
确创建条件，再从问题入手推动创建深入。”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人员表示，最终形成了厦
门创建“宁静小区”宣传、设施、动员三个攻
坚方向。

2023 年 5 月，厦门市成为生态环境部组
织开展“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试点城市
之一。同年 8 月，厦门市结合各区实际，选择
高校住宅区、商品房小区、保障性住房小区、
城中村等各类住宅区开展试点创建。

“在厦门市‘宁静小区’创建试点的选择
上，实际上是类型多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保
障房，大学康城小区是商品房，也有一些涉
及农村的，包括城乡结合的。”市生态环境局
大气与环境应急处负责人表示，他们会结合
不同小区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方案来做好这
项工作，稳步有序地推进“宁静小区”的建
设，给居民更好的生活环境。

去年 9月底，厦门发布全国首个“宁静小
区”地方标准《美丽家园住宅区环境保护规
范宁静小区》，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小
区基本条件、物业管理、设施建设、公众参与
等四个方面。

厦门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庄马展向
记者介绍，标准中有 5项约束性指标，要求要
在噪声达标区里面，达到所在功能区的噪声
标准，小区要封闭管理，要禁止开办有关噪
声污染的企业，最后一个居民要有获得感，
满意率要达到 90%。

去 年 10 月 ，《厦 门 市 噪 声 污 染 防 治 行
动方案（2023—2025 年）》出台，系统推进未
来三年厦门市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到 2025
年 ，全 市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夜 间 达 标 率 达 到
85%，逐 步 形 成 宁 静 和 谐 的 文 明 意 识 和 社
会氛围，人民群众宁静环境的获得感不断
提高。

“‘宁静小区’建设工作为改善厦门声环
境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坚持以
创建“宁静小区”为抓手，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厦门的这些小区“静悄悄”办大事
□本报记者 林闻 通讯员 陈智勇 吴艳聪

（上接第一版）
近日，政和县澄源乡巨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的土豆基地内，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政和有镇前镇、杨源乡、澄源乡 3 个平均海拔

高度 880 米的高山区乡镇，面积达 745 平方公里，
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连片高山台地，2023 年政和高
山蔬菜种植面积（包括复种）7.3 万亩，是“中国高
山蔬菜之乡”。目前，这 3 个乡镇共种植土豆 1.3 万
亩，年产值达 7800万元。

此外，政和还立足资源禀赋，系统谋划三产融
合、文旅康养、高山生态农业 3 条乡村振兴建设
带，实施“三带示范、百村推进”行动，先行打造 35
个产业重点村，辐射带动全县乡村发展。

引育人才，激活一池春水

时值盛夏，瓜果飘香。政和县东平镇盛庭农场
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新鲜采摘的葡萄粒大饱满，工
人忙着分拣、包装、发货。

“我们这里的阳光玫瑰葡萄比江浙地区早上
市近半个月，可以抢占市场空档期，提高经济效
益。今年葡萄亩产约 2000 公斤，长势喜人。”产业
园负责人叶祖清介绍，得益于政和对“新农人”创
业的全方位支持，产业园快速发展，目前已建成智
控大棚 300 亩，是全省单体投资最大的“大豆（马
铃薯、甘薯）-阳光玫瑰葡萄”复合种植基地。

叶祖清是政和人，之前在浙江桐庐从事葡萄种
植10余年。2021年，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叶祖清返乡
创业，投资3.1亿元建设盛庭农场现代农业产业园。

“家乡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从土地流转到农

场用电，项目落地全流程都有服务保障，心里有
底。”叶祖清说。

新乡贤、新农人扎根乡土成效明显，激活富民
兴村产业一池春水。

特色种植业发展有声有色，仅盛庭农场每年
就带动周边乡村 200多人就业。

“我长期在农场务工，每月收入 5000 多元，日
子越来越有奔头。”村民叶儒龙说。

此外，盛庭农场每年向村集体以保底 10 万元
的形式给予固定分红，助力村集体“钱袋子”鼓起
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通过实施引育‘新乡贤、新农人’行动，政和打
通人才向农村、向基层一线流动的绿色通道，引来
不少‘鸿雁’归乡，一大批乡土能人崭露头角，造就
一批‘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带来新的理念和管理
经验，尤其在一产、二产方面发挥很大的带动、示范
作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陈必兴说。

为引导“新农人”“新乡贤”创业兴业，政和积
极落实各类奖励政策，优先立项支持和资金保障，
探索“商会+乡贤会”模式，在 10 个所属镇街商会
和 9个异地商会挂牌成立乡贤联络处。

同时，政和实施“万亩高山蔬菜”“万亩名特优
水果”等“五个万亩”现代特色农业工程，吸引在外
企业家、专家学者等能人到政和投资兴业，带动 4
万多户农户创业就业。

聚合要素，推进全面振兴

夏日的傍晚，政和县石屯镇长城村幸福渠渠
堤上热闹非凡，大家跳操、散步、慢跑、纳凉，不时

传出欢快的笑声。
“现在幸福渠清水盈盈，柏油路修到家门，村

里环境整洁一新，还有花草绿树点缀，住在这里就
跟住在城里的小区一样。”长城村村民叶显铭眼见
房前屋后一天天变美，感慨万千。

长城村的变化，得益于政和县抢抓中央支持
革命老区发展机遇，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5000 万元，构筑地方特色产业一二三产高质量融
合发展乡村振兴示范区。

幸福渠周边，分布着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建筑
面积 2310 平方米的茶青交易市场。“资金下乡，不
仅下好人居环境先手棋，还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水
平和乡村建设水平全面提升，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源头活水。”长城村党支部书记宋厚强说。

此外，政和县组建了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对产业相近、行业相关、主业相同的国有企业进
行资源整合，总资产达 125亿元。联姻央企、省属国
企，先后与中石化合作建成加油站，与福建省旅游发
展集团在全域旅游方面合作，有序推进洞宫红河谷生
态文明体验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佛子山等项目。

除了资金，还需要让科技和服务下沉乡村。近年
来，政和先后搭建了“绿色产业创新平台”，依托与中
国供销农产品集团合作建成的中国白茶城，成立政
和白茶科技研究院，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等
7个团队 74名专家入驻，建设集智能仓储、检测认
证、供应链金融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国茶叶集散中心。

目前，政和已建立省、市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队
35个，选派 64名驻村第一书记、99名科技特派员、
12 名流通助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建立了江上四
季果园等 39个示范基地。

人才、科技、资金、服务等要素不断聚合，让乡
村产业良性发展、特色鲜明，这个山区小县蹚出了
一条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子。

激活内生动力，山村产业振兴
（上接第一版）

东盟、美国和欧盟为前
三大贸易伙伴。上半年，福
建 省 对 东 盟 进 出 口 2311.3
亿元，增长 14.7%；对美国进
出口 1325.7 亿元，增长 14%；
对欧盟进出口 1177.1 亿元，
下降 4.1%。上述三者合计占
同 期 福 建 省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值的 48.4%。

出 口 机 电 产 品 和 劳 动
密集型产品增势良好。上半
年 ，福 建 省 机 电 产 品 出 口
2625.6 亿元，增长 10.1%，占
同 期 福 建 省 外 贸 出 口 总 值
的 43%。其中，汽车零配件、
平板显示模组、灯具、家用
电器、船舶出口拉动作用强
劲，分别增长 20.5%、25.7%、
28.5% 、38.4% 、247.1% 。同
期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出 口
1769.9 亿 元 ，增 长 8.7% ，占
29%。其中，塑料制品、家具、
纺 织 服 装 分 别 增 长 36.5%、
17.2%、3.5%。

进 口 机 电 产 品 快 速 增
长。上半年，福建省机电产
品 进 口 613 亿 元 ，增 长
14.3% 。其 中 ，半 导 体 制 造
设备、平板显示模组、自动
数 据 处 理 设 备 及 其 零 部 件
进 口 分 别 增 长 187.4% 、
72.3%、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