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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
（逢周三出版）福州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GDP实现年均约千亿元跨越式突破
【福州晚报讯】 记者9月 27

日从福州市统计局获悉，福州市
经济“十三五”期间逐步迈入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经济增长动力以
投资拉动为主向投资消费协同拉
动转变，全市经济总量实现年均
约千亿元的跨越式突破。

2015 年，福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达 到 5777.42 亿 元 ；2016
年，6491.54亿元；2017年，7503.69
亿元；2018 年，8516.09 亿元；2019
年，9392.30 亿元--这是福州 GDP
五年来的变化。

今年经济受疫情影响，但福
州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主要指
标恢复性增长并陆续实现由负转
正，全市经济加快复苏，企稳向
好。今年上半年，福州市 GDP 达
到 4360.6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1.1%，增幅较一季度
提高 4.9 个百分点，较全省高 0.6
个百分点。

近年来，福州市扎实推进“项
目年”“招商年”“三产年”行动，全
面开展“三个福州”建设，大力推
动服务业模式创新和跨界融合，
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综合实
力不断增强。

从发展速度看，“十三五”期
间，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8.4%，全市经济保持在中高速
发展区间；从发展效益看，全市人
均 GDP 从 2015 年的 77393 元，提
升至2019 年的 120879 元，年均增
长7.3%，高全省平均水平（107139
元）13740元。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福州市
能源利用率显著提高，2015 年至
2019 年，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
6.6%。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科
技进步，福州市劳动生产效率大
幅提升，从 2015 年的 11.61 万元/
人，提升至 2019 年的 15.29 万元/
人。 （欧阳进权）

福州不动产登记
再提速

一二手房转移登记
24小时办结

【福州晚报讯】 记者9月27日从福州市不
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获悉，9月30日起，福州市
五城区（不含长乐）一、二手房转移登记办理时
限从3个工作日压缩至24小时。

据介绍，此次提速涉及房产包括：福州市五
城区范围内常规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一手办
证）、二手房转移登记（二手过户）业务。少部分
涉及早期系统无图纸、土地未落宗、需缴土地规
费等情况的，仍按原登记时限（3个工作日）办
理。

据了解，二手房转移登记法定时限为30个
工作日，福州市自2016年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
后，一、二手房转移登记办理时限不断压缩，从9
个工作至3个工作日，再到此次的24小时办结，
办事群众在业务受理的第二天即可领到不动产
权证书，提升了公众办事体验感和改革获得
感。 （毛小春）

赏民族风情 享丰收喜悦
福州市“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举行

福州市民服务中心推出“打包办”窗口，为
市民提供便利。 池远/图

【福州晚报讯】 听山海
交响、赏民族风情、享丰收喜
悦……9 月 27 日，2020 年福
建省“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州
专场、福州市“中国农民丰收
节”主场暨福建省2020年少
数民族“中国农民丰收节”主
会场活动在罗源县松山镇八
井村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一场富有畲
族元素的文艺演出表达了人
们庆祝丰收的喜悦心情。演
出共分为喜庆丰收、不忘初
心、民族团结、幸福小康四个
篇章，展现了福建省少数民
族特色民俗和农事特色，展
现了福州各县（市）区的农耕

文化传承、欣欣向荣的乡村
产业、千姿百态的乡村美景、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以及
农民的幸福生活和时代风
采。

八井村迎来了四面八方
的宾客，大家或参观畲族文
化民俗展示馆，或走访修复
后的畲族村落遗址，或体验
畲族非遗技艺。在活动现场
设置的全市名特优农副产品
展示展销区，八宝乌米饭、秀
珍菇、七境茶等罗源特色美
食和农产品吸引了众多游
客，闽侯橄榄、连江鱼丸和福
清蔬菜等特色农产品“高颜
值”亮相。

现场还举行2020年福州
市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及十大知名农产品品牌发布
及授牌仪式。七境茶、闽侯
橄榄、福州金鱼获得2020年
福州市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绿叶美之源牌尖椒、
惠煌牌蜜柚、大世界牌橄榄
新型蜜饯、菇品世家牌香菇、
鼎寿牌茉莉花茶、麒麟山牌
茶叶、SY牌丁香鱼、潘墩牌金
鱼、新大泽牌螺旋藻、凯达图
形牌甜橙等 10 个品牌获得
2020年福州市知名农产品品
牌。获奖产品在现场设有展
位，游客可品尝购买。
（张笑雪）

丰收硕果展示。郑帅/图

【福州晚报讯】 为了活化历史，让传统与
现代交相辉映，9月25日晚，首届福州古厝时尚
周活动在仓山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举行。

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一期项目主体修缮
完成，古厝新颜亮相。古道街巷、花田景观、古
建院落在匠人们的精心雕琢下，充分还原了耕
读文化历史风貌。

9月25日晚，“千年古厝，时尚穿越”首届福
州古厝时尚周活动在这个街区举行，活动由梁
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新加坡易缇秀、国潮设计
大师曾凤飞三方共同推出。街区古厝、"月亮"、
小桥成为时装模特们的舞台背景，现代元素与
福州古厝相映成趣，融为一道道美景。观众在
古朴街区感受时尚潮流，表示“很有韵味”。

“文化遗产不应锁在库房里面，而应该重回
人们的生活中。只有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这些
文化遗产的魅力，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人们
才会精心地保护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才会
有尊严。”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带来的《让
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专题讲座，以生动有趣的
讲述，与人们分享了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经验，
现场掌声和欢笑声此起彼伏。

（毛小春/文 林双伟/图）

福州古厝与时装走秀完美融合。

福州又一网红地标

惊艳亮相

首届福州古厝时尚周举行

古厝小桥明月
千年时尚穿越

9月27日,位于金鸡山公园
的茉莉花厅--晋安区文化生活
馆（以下简称为茉莉花厅）正式
对外免费开放，这里有自由舒
适的阅读空间，有如真似幻的
沉浸体验，有俯瞰全城的观景
视角。

茉莉花厅是福州首个公园
里的文化生活馆，也是2020年
晋安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位于金鸡山公园揽城栈道茉莉
花台处，总使用面积为1300多
㎡。

茉莉花厅的设计独具匠
心，有大量茉莉花灯、羽毛灯，
以及鲸鱼灯、卡通灯。窗外金
鸡山公园美景随四季更迭。茉
莉花厅分为3层，分别为入户前
厅以及负一、二层。茉莉花厅
引入了福建省图书馆金鸡山分
馆--“清新书苑”。这是文旅深
度融合的阅读空间。现已配备
近5000 册门类多样的书刊。

茉莉花厅还引入了寿山石馆
VR体验专区。市民通过VR设
备，可以身临其境地漫游远在
寿山乡的中国寿山石馆，甚至
可以拿起馆中寿山石雕精品，
近距离观察细节非常逼真。

茉莉花厅--晋安区文化生

活馆是晋安区在公共文化服务
和文旅融合上的一次创新实
践，将打造"阅读+宣讲+科普+
X"一体多元的文化新地标，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更好服务
群众。

（何佳媛/文 陈暖/图）

福平铁路开始联调联试
【福州晚报讯】 9月 26 日 18

时，福州至平潭铁路正式进入联调
联试阶段，距离开通运营又近了一
步。

据介绍，福平铁路全长约88.43
公里，共设福州、福州南、长乐、长乐
东、长乐南、平潭6个车站，设计时
速200公里，其中福州和福州南为
既有车站，其余为新建站，今年底具
备开通条件。福平铁路开通后，将
大幅缩短福州至平潭的时空距离，
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经济圈，结束
平潭岛不通铁路的历史。 （李晖）

长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
【福州晚报讯】 9月 29 日 12

时，长平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开通试
运营。至此，长平高速实现全线通
车。

长平高速公路是中国重点项目
京台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
划的平潭岛第二进出岛通道。项目
线路全长21.703公里，采用双向6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100公里。项目起于福州市长乐区
古槐镇前塘村，与福州绕城高速东
南段相连，终于海坛海峡长乐岸，与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相接，途经长乐
区、福清市。 （朱榕）

福州地铁6号线
迎来首列车

【福州晚报讯】 9月26日，福
州地铁6号线迎来首列车。车辆以

“海丝蓝”为线路识别色，将在长乐
横港车辆基地进行各项调试，确保
满足试运行的行车条件。

作为福州主城与滨海新城轨道
交通联系骨干线，6号线全长约31.4
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该线路
设计以“船与海洋”为文化主题，弘
扬船政文化，将“海丝蓝”的线路色
贯穿于车辆设计中。蓝白相间的简
约车身设计，流线形车头令人眼前
一亮。 （林文婧）

中国首家
金鱼博物馆开馆

【福州晚报讯】 9 月 23 日上
午，位于三坊七巷景区塔巷79号的
国潮金鱼博物馆正式开馆。

塔巷79号建筑为一座两进半
院落的古厝，是一处未定级文物
点。古厝活化利用后，打造了中国
首家金鱼博物馆--国潮金鱼博物
馆。 国潮金鱼博物馆开馆，不仅有
助于市民近距离欣赏福州金鱼，更
为广大游客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福
州金鱼文化的窗口。 （李锦清）

赖璇莉/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