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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福州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17.0%

【福州晚报讯】记者16日从福
州市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福州市
扎实推进“项目攻坚落实年”专项行
动，认真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决
策部署，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较
快增长。据介绍，一季度福州市（不
含平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7.0%，居福建省第二位。

（欧阳进权）

福州港罗源湾
吞吐量创新高

【福州晚报讯】 记者日前从福
州港务集团获悉，一季度，集团扎实
推进“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
益”活动，完成货物吞吐量 2938 万
吨，同比增长 6.3%，完成集装箱量
72.6万标箱，与去年同期持平，企业
营收、归母净利润均实现两位数以
上高增长，实现了“开门红”。

（朱榕）

福州新增13名
闽菜国家级大师

【福州晚报讯】 17日，中国饭店
协会名厨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名厨委”）在文儒闽菜馆为福州15
位闽菜大师授牌。此次获授牌的15
人包括早前已入选中国名厨委的福
州本土闽菜大师姚建明与陈辉，另
外13人为新入选人员，他们分别是：
卓明华、姚智勇、陈崇业、陈君凡、郭
少如、陈道如、张少俊、林北、叶铭、
林晓峰、金天财、江闽、陈乐榕。近
年来，福州重视并持续推进闽菜技
艺的传承与发展工作。 (蓝秀楠）

聚春园评出一批“福宴”
【福州晚报讯】 为打响“福”文

化品牌，近日聚春园集团举行“福
宴”设计成果评选，聚春园大酒店获

“福宴”设计金奖。“福宴”指的是有
定点包厢，包厢摆台设计融入“福
景”，迎客茶选用茉莉花茶等闽茶，
包厢餐具设计融入“福”文化 IP；将
闽菜典故、渊源，结合闽剧、伬唱、评
话等融入菜秀；设计“福宴”菜单
等。 （李白蕾）

智慧体育服务平台
“榕e动”上线

【福州晚报讯】 13日，福州市智
慧体育平台“榕e动”正式上线，福州
市民可通过该平台找场馆、找培训、
找赛事、找教练。“榕e动”是是由福
州市体育局开发建设、在“e福州”上
运行的市级体育官方服务平台，也
是一个实用型智慧体育服务平台。
据了解，福州市智慧体育服务平台
整合了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的体
育资源和体育服务，盘活了福州全
市体育资源，提升了福州体育服务
的智能化、信息化和便利化水平。

（王光慧）

AR眼镜远程呼叫专家，5G+AI智能质检秒速出结果……

福州“智慧工厂”加速发展
随着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的步伐推进，福州传统制造业积极
响应国家新基建的号召，通过5G+
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加速实现
转型升级，在福州先进制造业版图
中，绘出一幅亮眼的智慧蓝图。

“你好，我这里遇到问题了，参
数是……”9日上午，在罗源宝钢德
盛1780热轧产线车间，巡检员小林
遇到了困难。他直接通过AR眼镜
远程呼叫专家协助，以第一视角的
形式将现场信息传输给专家。同一
时刻，专家在实时画面中，直接标注
可能异常点，指示操作方式并实时
推送到小林的视野前方。在专家指
导下，小林现场操作，快速解决了问
题。

宝钢德盛是中国宝武不锈钢板
块重要基地之一，其精品不锈钢绿
色产业潜力无限。虽然宝钢德盛的
装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钢
铁企业的生产环境差导致招工难，
同时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又大量依
赖人工，企业对实现无人化及提升
远程操控体验的需求强烈。为此，
宝钢德盛联合华为、中移物联网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
院等机构，以 AR（增强现实）创新
内容为核心，打造了5G智慧钢厂。

通过“一张专网+一个平台+铁
水一罐、5G+无人天车、5G+无人机
智慧安环、5G+AR点检”四个应用
场景，宝钢德盛利用电子围栏、智能
穿戴等 5G 应用与人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技术的结合，将生产一线
全方位、立体化、实景化“搬”进屏
幕，确保对生产过程的可看、可控、
可管。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下，
昔日挥汗如雨的一线炼钢工人，如
今可以坐在电脑前“炼钢”。

这样智慧生产的场景同样在福

建骏鹏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上演。车间管理人员通过相应的
现场看板，查看各项数据，从而精准
掌握设备生产情况，快速响应各项
生产任务。

“在我们的生产车间内，切割
机、折弯机、冲压机等生产设备均搭
载了 5G 模组，可实时采集设备状
态、运行参数，再通过电信5G网络
传输到5G+数字孪生平台上，形成
可视化图表与动画视频。”车间管理
人员告诉记者。

据介绍，骏鹏智造是一家以生
产精密钣金构件为主的高科技企
业，拥有先进的新能源汽车结构件
生产设备与关键核心工艺技术。由
于产品特质，钣金构件在新品开模
阶段，需要频繁比对产品尺寸数据
以校正数控机床的生产参数。为
此，骏鹏智造联手福建电信，积极探
索“5G+工业互联网”建设，推动企
业数字转型升级，成功落地5G+数
字孪生平台、5G+AI智能质检、5G+
VR 远程检修等多项创新应用，共
同打造5G智慧工厂标杆。

通过5G+AI智能质检系统，车
间内的5G工业摄像头高速采集检
测平台上的产品图像，并采用天翼
云和诸葛 AI 技术分析比对图像数
据，可秒速输出质检结果报表，解决
工厂质检过程中人工差错率高、用
人成本高等问题。

在多项举措的促进推动下，福
州5G融合应用正加快发展。依托
基础电信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和科
研机构力量，福州市正推动“5G+工
业互联网”融合应用从外围辅助环
节向核心生产环节渗透，加快培育
5G重点项目和典型应用场景。

（江海 文/图）

数字政务助力福州营商环境优化
“互联网+”应用，提高服务能力

福州市一批优秀单位有效开发
“互联网+”应用，极大提高了政务
服务能力，有效提升企业、群众办事
获得感。几年来，福州市在营商环
境优化方面，数字政务改革始终贯
穿全过程。去年，福州市印发《福州
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推出营
商环境改革 4.0 版本，围绕推动企
业、群众“能办事”“快办事”“办成
事”“好办事”4个方面，着眼19个重
点领域，详列389条重点改革措施。

政务服务
线上线下融合更便民

经过多年融合发展，数字应用
已经覆盖福州全市政务服务，基本
实现政务服务线上线下全面融合。

福州市通过持续提升网上政务
服务能力，建立市县协同、部门联动
的审批业务运行机制，使群众切身体
会到“互联网+政务”带来的便利。一
批优秀单位在政务数据利用方面表
现突出。其中，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
交易中心通过调用相关平台，根据自
身单位数据进行开发利用，推出了便
民利民的政务数据应用场景，目前已
在福州市五个城区新增23个自助办
理点，供群众自助查询本人名下的不
动产登记信息；“e福州”APP便民服
务事项中，上线“不动产居住权登记
查询”等3项在线自助查询业务，有
效提升了群众的办事体验感。

探索新模式
拓展智慧审批应用

几年来，福州积极探索政务服

务新模式，着力打造智慧化、协同
化、便民化的新型政务服务模式，持
续拓展智慧审批服务应用。其中，
福州市人社局通过开拓网上申报入
口，打造线上C/D型公租房资格认
定、安居型住房资格认定模块，解决
中低收入家庭和外来新市民住房问
题。通过电子社保卡实名认证核
验，卫健、民政等部门共享数据智能
回填，实现移动端申报、网络受理，
提升群众的办事体验。

近年福州通过推进共享云表单
系统建设，加快建设政务服务自助
终端通办平台、政务服务APP开放
式应用平台。推进统一业务协同平
台建设，形成全市统一电子签名体
系，将市级政府部门核发的新增材
料、新归集电子证照纳入“免于提
交”范围，有力提升了企业、群众办
事便利性。

福州市还努力优化电子政务资
源配置应用，集成优化政务网站和政
务网络，实行统一管理。推动政务数
据协同汇聚，建立政务数据汇聚保障
机制和基础数据更新联动机制，实现
政务数据“应汇尽汇”。福州市行政
（市民）服务中心管委会通过福州市
政务服务管理平台、福州市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与市电子证照系
统的深度融合，实现电子证照增量
生成的无缝衔接，不断推动电子证
照数据共享与复用，关联形成“一人
一档、一企一档、一项一档”的全市
电子文件档案管理体系。福州市

“智慧福州”管理服务中心网格化管
理综合服务平台共享市时空信息平
台的部件数据，梳理了79个类别数
据进行精细化确权处理，明确各类部
件设计的责任单位，为城市管理案件
派遣提供支撑。 （毛小春）

三坊七巷搬进“元宇宙”，儿童画作存入区块链

数字城市设计
描绘福州未来

【福州晚报讯】 15 日，福州
市勘测院有限公司的数字城市建
设领域资深专家，对 2022 数字中
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设计赛道
的部分新锐入围作品进行评审，
将选出 10 件优秀作品进入最终的
总决赛。

“我们力求发现和吸收参赛作
品的创新思想和卓越智慧，并将其
引入数字福州、数字福建建设中
来，推动区域数字城市建设的新发
展。”该赛道的特邀评审专家、福州
市勘测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表
示。

儿童安心趣园
实现智慧看护

有一件参赛作品用数字赋能，
打造了一个儿童安心趣园。

该作品结合智慧灯杆、距离感
应器、数字防护水屏等，砌筑“数字
柔性屏障”。也就是说，借助智慧灯
杆围合智网边界，依托家长儿童安
全配对系统，织补出一个“无形安全
智网”，实现智慧看护。

该作品还针对儿童的学习探
索，谋划出互动体验创智天地。运
用数字影像互动联屏，将儿童画作
投影至 AR 屏幕，通过区块链生成
专属知识产权，依托全息水幕、钢琴
台阶等增强高科技数字化体验互
动。

参赛团队还设计了数字赋能童
享客厅。通过童享客厅的数字模
块，让孩子们在“玩具能量存折”录
入自己的玩具信息，获得“爱心能
量”，通过“数字玩具能量站”，实现
玩具的交换与共享。

通过投影和AR
来调节情绪

“这个作品可以通过改变投影
的颜色、内容，来调节大众的情
绪。比如，如果摄像头通过大数据
分析，判断某一场景内大多数人情
绪相对紧张，那么投影的内容就会
改变，投射出一些暖色调的画面和
相对治愈的内容，来调节大家的情
绪。”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作品的整
体运作可考虑以原有的电影院为
中心，通过AR（增强现实）、全息投
影等手段播放相关影像来调节人
的情绪。

另外，摄像头可识别学生和居
民的表情，将表情信号传递给其他
路过的人，一些旁观者会因此被吸
引到这个“情绪织补器”中，进行更
深入的交往与互动。

把三坊七巷
搬进“元宇宙”

还有一件参赛作品计划打造一
个存在于“元宇宙”的景区。例如，
把三坊七巷的历史底蕴、风俗人情、
文化传承与现在的数字化城市科技
相结合，用“元宇宙”的方式为三坊
七巷赋能。

“我们计划把虚拟与现实结
合，打造全新商业模式。”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作品将打造三坊七巷新
型商业模式，促进三坊七巷人员的
流动，引领更多人以游学的方式和
剧游App中角色扮演的玩法，为旅
游景点乃至福州城市带来新的改
变。

（梁凯鸿）

护河爱水 共享美丽家园护河爱水 共享美丽家园

迎接第五届迎接第五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守护碧水清流，共建清洁家
园。14日，福州市启动“护河爱水、
清洁家园”行动。近年来，福州市农
业农村局、福州市水利局、福州市城
管委等部门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河湖水利综合治理、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等工作出台系列措施，并引
导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增强群众爱
河、护水、清洁家园的环境保护意
识。

改善人居环境
扮靓美丽乡村

从过去旱厕遍布、临搭和违建
随处可见，到如今清新美景扑面，永
泰嵩口镇大喜村的变化收获村民点
赞。去年，是福州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承接之年。污水处理、垃圾整
治、村庄清洁……聚焦群众关切，一
块块“短板”加速补齐。乡村秀美不
在一时，唯有群众参与，才能不断刷
新“颜值”。

为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热情，福
州市已在长乐、福清、罗源等地试点
推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过
去一年共发放积分2.14万，引导村
民转变观念，从“袖手看”到“一起
干”。

福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阶段，福州市将持续深
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确
保到2025年，农村卫生厕所全面普

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90%
以上；全面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积分制，争取明年底全面覆盖；创新
开展村庄清洁“六清一改”行动，推
动村庄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
升级。

守护水清河畅
共享岸绿景美

水清岸绿、鸟语花香、岸边楼宇
与清澈的河水相融，宛如一幅镶嵌
在城市中央的美丽画卷……春日的
晋安河岸绿景美，为群众提供休闲
散步的好去处。

以晋安河为代表，近年来，福州
市扎实推进河湖水系综合治理和

“一河一网一平台”建设，河湖管护
全面加强，河湖水质稳步提升，2021
年河湖水质达到“十三五”以来最好
水平，并入选国家河长制湖长制正
向激励城市。

福州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福州市将建立高效率管
水机制，持续强化“河长日”“河长
制”、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做到污
水不入河、“四乱”全清除、水系常管
护。搭建覆盖福州市河湖水系、水
利工程设施，涵盖各水利主要业务
的智慧水利平台，实现水利行业数
据融合共享、信息挖掘分析和重点
业务智能应用，推动水利行政和管
理现代化。

治理农村垃圾

提升村居“颜值”
4 月的福清江兜村，大片金黄

色的油菜花开，清风吹拂金波涌，行
走在山野河畔，处处绿意盎然，大美
景象令人沉醉。

历经2年的垃圾分类实践，如今
的江兜村旧貌换新颜。2020年3月，
江兜村打响干湿垃圾分类“第一
枪”。全村划分成20个网格，网格员
挨家挨户宣传，分类亭、分类车等硬

件逐一配齐……“不到一年，村里基
本上做到‘一眼净’。垃圾少了，河畔
美了，群众精气神也上去了。”江兜村
村主任王群英的语气充满自豪。

福州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福州今年将有 9 个乡镇创建全
域分类示范乡镇，力争到 2023 年
底，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干湿分类全
覆盖，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设施完
备、体系完整、机制完善的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体系。

（黄芳宾 蓝瑜萍 沐方婷）

村民在阳岐河练习划龙舟。石美祥/图

宝钢德盛车间工人戴着AR眼镜进行巡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