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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城际生活”

李福君是合福高铁的常客，“去年合福高
铁开通，我特意乘高铁到北京旅游了一趟，
后来就在北京开了茶庄，福建有很多老乡在
北京经营茶叶生意，有了合福高铁，回家方
便多了。”一年来，李福君通过合福高铁往返
于福州和北京之间不下15个来回，他说，是
合福高铁打开了经商的思路，也打开了致富
的大门。

高铁的便利，让曾经的“八闽互不通”
变成如今的“享受城市生活圈”，人们与远方
的亲人在周末相聚成为常态。现住安徽铜陵
的老彭，常常在周末回福州看望年迈的父
母；家住福州的徐先生，在南昌上班，每到
周末就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周五下班乘
高铁，3 个多小时就到福州了，回家和妻
子、小孩在一起的时间有两天，周日晚上再
回南昌”。像老彭和徐先生这样，实现“两城
一家”梦想的人有不少。

是贴地飞行的“和谐号”，让福建的交通
状况改头换面。半个小时，实现省内相邻城
市间自由转换；3 个小时，长三角地区和长
江中部城市群展现面前；6 个小时，便可踏
上京津冀地区的土地。连武夷山、建瓯、南
平等“山沟里的人”，也搭上了“高铁时
代”，使得“城际生活”不再是梦想。

合福高铁开通一年来，福州火车站通过
高铁列车发送旅客549.7万人次；从福州车站

开出的高铁列车，也由最初的日开行15对到
如今最高峰的日行 26 对，加上经停客车 20
对，往返于福州车站的高铁列车达到 46 对；
上座率也由最初的平均 70%，上升到如今的
85%。靓丽的数字背后，蕴含着合福高铁沿
线地区经济、人文、旅游的深度交融，正产
生着巨大的社会效益。

告别“旅游淡季”

往来驰骋的高铁列车，点燃了合福高铁
旅游热潮，曾经必须经舟车劳顿才能一见的
美景，如今转眼间就能出现在眼前。

春节过后本是武夷山的旅游淡季，可今
年春节武夷山旅游热度一直不减。据当地旅
游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武夷山在整个猴年正
月 共 接 待 游 客 15.66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37.56%。“今年春节期间武夷山的游客接待量
首次超过国庆黄金周。”武夷山景区管委会营
销中心主任杨钦才兴奋地说，这也意味着今
年春节武夷山完成了从旅游淡季到旅游旺季
的逆转。目前，上海、北京、厦门至武夷山
方向高铁平均客座率超八成，武夷山旅游呈
现全年无淡季的态势。

搭上高铁列车，福建的乡村旅游也风生水
起。古田县凤都镇际面村村民江春分从没想
过，自己山里的白凤桃竟能从一年前的两三元
一斤直升到10元一斤的批发价，还供应不求，
而江春分的年收入也从一年20多万元提高到
一年100多万元，这让他心里乐开了花。

老江说，以前这里一到桃花盛开的季节
就特别美，可却因为路途遥远鲜少有人问
津。合福高铁通车后，路上时间缩短了近2/
3，今年桃花节村里 10 天就来了近 10 万人。
现在正赶上白凤桃采摘时节，不少江西、福
州、上海的客人专程到际面村来摘桃子。

古田县旅游局局长杜新坤说，高铁开通
后，古田红色旅游迎来了大发展，仅2016年
上半年，古田县共接待游客75万人次，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81.3%，旅游综合收入 3.5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2%。

福州三坊七巷、鼓岭，三明市泰宁县的
大金湖，将乐县的玉华洞也游客大增，据福
州火车站统计数据显示，合福高铁开通运营
一年来，到达福州火车站的旅客同比增加了
12%。

对接“海丝之路”

合福高铁连接着中国经济发展活跃和颇
具潜力的众多地区，运输需求旺盛、经济互
补性强。以前交通的不便极大局限了八闽地
区的发展，如今，高铁呼啸而过，日行数千
里。时空半径的转换，使得福建高铁沿线城
市特有的生态、资源、空间、区位等优势得
到全面盘活，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

数字会说话。福建古田县是“食用菌之
都”，碍于交通不便，名气只能“深藏闺中”。如
今通了高铁，各地前来考察洽谈交易的客商络
绎不绝，一年来签订食用菌产品协议金额1.28

亿元，食用菌批发市场零售交易额较以往增长
30%。借助高铁“东风”，古田还在宁德投洽会
上落实内资项目 5 个，总投资 32.7 亿元；外资
项目1个，投资3100万美元。

福建省社科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心副主任陆芸分析说，福建作为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合福高铁使其与丝绸之
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都连接了起
来，促进了高铁沿线人流、物流、资金流向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汇聚，然后
走向东南亚，从而使合福高铁成为加强“一

带一路”区域合作的快速“黄金通道”。
陆芸还表示，因为合福高铁的加持，未

来福建自贸试验区主打对台以及海上贸易业
务，预计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一年来，合福高铁改变了沿线居民的生
活版图，距离近了，旅游火了，经济发展快
了，八闽之子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而
随着铁路建设的加快，相信这些变化只是开
始，好戏还在后面。

压题照片：合福高铁列车驶入福州火车
站。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福建发展进入福建发展进入““高铁速度高铁速度””
本报记者 汪灵犀

G1676 次高铁 16 时 45 分从福州火车站呼啸而

出。搭乘这趟列车的武夷山茶叶经销商叶明说：“合

（肥）福（州）高铁密切了茶叶主产区武夷山与省会

福州的联系，车程从3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上午

来福州商谈合作，一天就能来回，方便极了。”

诚如其所言，高铁时速把福建拉入全新生活。

作为福建省第一条高速铁路，合福高铁开通一年

来，四通八达的高铁列车大幅缩短了城市间的距

离，不仅方便民众出行、旅游、生活，更是把福建

的发展推上“高铁速度”。

由中铁 22 局
集团电气化公司
等建设的福建第
二座高铁动车所
—— 龙 岩 动 车 所
正式开通交付使
用，标志着龙岩
火车站成为闽西
高铁枢纽。

图 为 6 月 28
日，技术人员认
真检查动车所机
电设备线路。

陈 莉 武 蓝
摄影报道

“七一”前夕，福建省福清市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党员干部中开展“重温党的历史，践行党员
承诺”活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图为6月28日，部分党员在福清罗汉里闽中游击队旧址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重温历史重温历史 践行承诺践行承诺

本报福州电 （谢贤伟、吴毓
健、陈孔霖） 日前，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 （福建） 基本建成并
投入使用，福建全省 86万余家企业
将实现信息一网归集、记于企业名
下。到今年底前，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将全部建成，形成全国

“一张网”，届时，企业信用信息互
联互通，在任何地方均可对企业一
查便知。

据 《福建日报》 报道，随着商
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市场准入越
来越宽松，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为
此，建设全国“一张网”，让所有企
业信用信息“晒”在阳光下，国务
院就此作出决策部署。今年 2 月
底，福建省被确定为全国先行建设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 7 个
省市之一。随即，福建省政府决
定，由省工商局牵头，在改造升级
原有“福建省工商系统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公示平台”基础上，建设新
的公示系统。

据悉，“新系统”对比“旧平
台”，对企业信用信息的归集更加全
面、精准。“最基本的要求，是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首先，涉及信息
归集的省直、中直部门共有 41 个；
其次，省市县三级都要归集信息，
形成涉企信用信息的全覆盖。”福建
省工商局企监处负责人说，“同时，
公示系统的核心变化是，企业信用
信息不再分散记录在相关部门名
下，而是统一记录在企业名下，方
便对社会公众、政府部门开放共
享。”

截至 6 月底，福建省已有 27 个
省直、中直部门以及 9 个设区市、
平潭综合实验区和 75 个县 （市、
区） 的 123个市级部门、595个县级
部门，归集公示了18.2266万条涉企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其余

部门和县 （市、区） 亦在抓紧整
理、归集、传送中。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一张
网”建成后，失信企业将在全国范
围内无处遁形。福建省工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不管在哪里，企业的
许可审批、资格认定等，都将被限
制或禁入，增强信用监管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福建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成
将与全国互联互通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
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合办

今 日 福 建

作为大陆设立最早、面积最大的国家级台商投
资区，厦门市海沧区着力推动两岸人才交流，对前
来海沧创新创业的台湾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和多元
平台。如今，海沧已成为台湾人才集聚地。

关心台湾人才无微不至
台湾科技大学硕士、高级职业经理人苏毓勋从

来没想到自己会定居在厦门海沧。2013 年，因工作
调配，苏毓勋来到海沧。经过近 3年的发展，现在他
已是长鸿光电（厦门）有限公司制工部前段副总。

“海沧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环境跟台湾类似，语
言文化习俗也相同，很亲切。”苏毓勋说。

来自台湾的吴慧道博士，因为海沧的人才扶持
政策，于2012年在这里创立了中大鑫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作为第五批“双百计划”引进人才，吴慧道
的公司获得了当地政府 550万元的扶持，个人获得
100万元扶持。更让吴慧道感动的是，海沧区对台湾
人才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每年的生日，都会有大

蛋糕和鲜花，每年还有免费体检。”吴慧道说，“海沧
区的人才政策和补助，让我们台胞扎根在海沧，安
心在这里就业、创业。”

创业生活提供全面服务
据介绍，2012 年以来，海沧推进“海纳百川”人

才政策体系，向台企、台湾人才实现全覆盖，提供创
业、生活等全方位扶持，自2013年以来，向44家（次）
台资企业172人（次）兑现各级、各类奖励1858万元。

2015 年，海沧出台了《海沧区引进台湾人才暂
行办法》，从开办费、住房补贴、场所免租、薪酬补
贴、贷款贴息、交通、培训、对台交流活动等方面，推
出许多优惠措施，吸引和扶持台湾人才投资海沧。

去年 5月，台湾设计师林士伟和夫人一起入驻
位于海沧的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设立了晶禧文
创（厦门）有限公司。“这里办公场所租金减免、开办
补助、住房补贴、贷款担保补贴等措施，对于我们这
种初创型企业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极大的利

好。”林士伟说。
中共海沧区委组织部长吕永辉表示，为吸引更

多台湾人才前来海沧创新创业，促进两岸人才产业
融合对接，海沧区正在不断完善对台人才政策、丰
富多元载体平台、提升全方位贴心服务。

打造国家级创业产业基地
“目前，海沧正在建设完善创业广场，打造国家

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建设国家级闽台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等创业平台。同时，我们还成立高层
次人才服务机构，加挂‘海沧台商投资区台湾人才
服务站’，配备专人做好对台人才服务。通过座谈交
流、走访调研，掌握台企需求，采取个性化举措服务
人才、助力企业发展。”吕永辉说。

据了解，海沧区重点打造的海沧创新园、海沧
创业广场，正成为台籍青年创业、就业的聚焦热点。
目前，在海沧创业广场创业和就业的台湾青年就有
近百人，主要从事跨境电商、旅游服务、文化创意、
智能制造等行业。

目前，海沧区已累计引进台企316家，实际利用
台资约占全区利用外资的一半。统计数据显示，近
年来，跨海前来海沧注册的台资企业快速增长，通
过项目合作、柔性引进等方式，聚集各类台湾人才
达600多人。 （据新华社厦门电）

厦门海沧成台湾人才集聚地
付 敏

厦门海沧成台湾人才集聚地
付 敏

本报厦门电 （蔡樱柳） 近日，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
关于 《厦门市老字号品牌保护发展
促 进 办 法 （草 案） 》（简 称 《办
法》） 的说明。据了解，这是厦门
市人大首次联合起草法规草案。

据当地媒体报道，该 《办法》
对老字号做出了定义，厦门老字号
是指具有一定历史文化背景，因拥
有可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而被

社会广泛认知的企业名称、字号或
商标等，由授权机构依照法定程序
认定的称号。厦门老字号品牌企业
应当是取得营业执照、连续经营 15
年以上，其商号、字号或商标已经
注册，具有独特的本土化企业文
化，并为社会认可的知名企业。

截至目前，由厦门市商务局等
单位认定的“厦门老字号”企业共
有80家。

本报武夷山电 （李珂） 日前，
闽北首个吸引海峡两岸创客的众创
空间——沃纯然两岸同心创客村在
武夷山市紫阳古城成立，为两岸青
年创客交流与学习提供了实用平
台。与此同时，依托该创客村，民
革南平市委设立的“武夷山两岸青
年创业基地”同时揭牌成立。

据 《福建日报》 报道，沃纯然
两岸同心创客村是由福建纯然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引进了北京大
学1898创客咖啡、福州大学等一批
优秀经营团队及创客导师。

据悉，创客村成立当天，来自台
湾的3名创客已入驻这家创客村，经
营领域涉及生物科技、茶业、酒业等。

厦门将立法保护老字号

闽北成立两岸同心创客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