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三山镇北部滨海沿
线上，有条长约 11公里的三山滨
海旅游栈道正悄悄蜕变。建成后，
游客可在这条临海的栈道上，开启
180°“沉浸式”观海模式，远离快节
奏的喧嚣，享受海边的慢生活。

三山滨海旅游栈道长约 11公
里，栈道自东向西逐步贯通三山镇
北部湾海岸线，串联起沿线的北
陈村、嘉儒村、泽朗村、后洋村，依
托滨海乡村的自然景观，发展以
滨海休闲为主要特色的“滨海之
旅”，计划打造福清湾最美休闲旅
游区。

作为三山滨海旅游栈道的起
点，北陈村段目前已初具规模。沿
海边修建的台阶逐级而下，便来到
已完工的滨海栈道，脚下蓝色的海
浪拍打着岸边的岩石，不远处蓝白
相间的养殖浮球随着海浪摇摆，远
处的海上风电排列成行，洁白的风
车悠悠转动……呈现出一幅海天
共一色的视觉美景。“这块礁石像
条金鱼，那块像恐龙……”沿着栈
道往前走，退潮后的海岸边呈现出
另一番景致，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在北陈村段，将规划设计滨海
餐吧，满足游客餐饮需求，并借助
原有海堤及黑礁石等良好的赶海
条件，打造网红灯塔打卡处。

在嘉儒村段，依托丰富的田
园景观资源，计划发展乡村农业
休闲旅游业，打造集农业观光、生
产度假、研发加工、产品销售为一
体的文旅产业链。站在泽朗 1号、
泽朗 2 号观景台，既有造型打卡
区，又能欣赏礁石景观，人行路段
沿原有土坯路铺设，最大程度保
留礁石原状，让游客充分领略自
然之美。

在霞湖洞节点衔接栈道，沙滩
条件良好，腹地较大。三山镇计划
在此加设休憩廊架和坐凳，在靠近
码头的空地建设停车场，让游客在
这里停驻，既可登栈道欣赏八尺岛
风光，又可下到沙滩亲水。

到达栈道终点——后洋海堤，
约 1公里路段已基本改造完成：白
色的矮墙护堤、壁挂救生圈、充满
海洋元素的蓝色混凝土地面、远处
的风电……这里又将是一处网红
打卡圣地。

花蛤对三山镇有着独特的意
义，滨海旅游栈道的建设也融入了

花蛤相关元素。三山镇建设泽朗
花蛤观景台，打造三山海湾旅游栈
道微地标，带动紫菜厂工业观光点
的提升改造及紫菜产品的营销，形
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农旅产业链。
栈道沿线还因地制宜设计了 8处

公厕、2处停车场、6处观景节点以
及 2处主要节点。“栈道在满足功
能性通行要求的基础上，将结合部
分网红路段设置打卡休憩点，布局
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为群众提供休
闲、旅游与生态体验空间，最大化

优化观海体验，建成高质量海湾旅
游栈道。”三山镇副镇长赵力同说，
目前，后洋海堤段 1公里正在进行
最后调整，北陈连接段正在施工，
其他路段已完成全段规划设计，正
在进行分段施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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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180°“沉浸式”观海模式

三山镇11公里滨海旅游栈道呼之欲出
■记者吴凤至 薛晓娟

福清市科技馆
入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记者陈岚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叶仁佑赴镇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调研

■记者林翔

本报讯 12月6日，福州市委常
委、福清市委书记叶仁佑深入海口
镇、龙江街道、龙山街道项目一线，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调研重点
项目建设和疫情防控工作。他强
调，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
照省委省政府、福州市委市政府部
署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加压奋进、提速增效，切
实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
当天上午，叶仁佑一行先后察

看了海口温泉水厂选址和管网建
设、龙江温泉体验馆项目、利桥古街
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建设情况。每到
一处，叶仁佑都认真听取汇报，详细
了解项目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围绕项目建
设、落实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工作
要求。

叶仁佑指出，温泉开发利用、商
业街区打造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
生福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心聚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齐心协力创造高品
质生活，努力让人民幸福生活水平
更高、成色更足、品质更优。要坚持
科学规划引领。要融入城市发展总
规划，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相关设计
方案，统筹考虑生态环境、产业发
展、交通布局等要素，因地制宜，通
盘设计，一体规划，精心打造精品工
程，努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强
化创新驱动发展。要深化温泉开发
利用，推动温泉资源入户，探索创新
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培育形成温
泉全产业链，持续打造提升特色商

业街区，创新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助力乡
村振兴，造福广大群众。要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相关部门、镇街要积极配
合、加强对接，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的前提下，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
要素保障和服务，强化施工组织、质
量监管，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
项目建设，推动项目快落地早见效。

宣讲中，叶仁佑强调，学习好、
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努力在感悟思想伟

力中汲取奋进智慧和力量，在全面
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
夫，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责任担当、
学出奋进动力。要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以致
用、以学促行，科学运用党的二十大
精神明晰目标方向、创新思路举措、
破解发展难题。要扎实推进理论宣
传宣讲，统筹用好各类宣传媒介、学
习载体，推动学习宣传活动进企业、
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
网络，切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福清落地生根。

市领导莫开奇、张晓参加活动。

本报讯 记者获悉，中国科协日前补充认定了474
个单位为2021—2025年度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有效期至 2025年。福建省共有 13家单位入选，福清
市科技馆榜上有名。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主要是指由科技、教育、文化、
卫生、农业、安全、自然资源、旅游等领域机构兴办，面
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具有科普和教育功能的示范性场
所。今年 4 月，中国科协认定了首批 800 个单位为
2021—2025年度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据了解，近年来，为提升科普教育基地服务能力，
加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宣传，市科协积极搭建科
普平台，完善基础设施，拓展科普公共服务功能。目
前，我市拥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家，全国核科普教育
基地1家，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1家，国家级十佳创新
融合发展农技协联合会1家。

此次获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福清市科技馆，是
福清市“十二五”规划重要科技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于
2011年 1月动建，2018年 12月正式开馆运营，总建筑
面积达11743.6平方米，布展面积5020平方米，是全省
布展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县（市）级科技馆。作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科普平台，已成为我市青少年
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的主阵地。2018年，市科技馆建
成后纳入全国科技馆免费开放行列，截至目前，参观
人数已达30万人次。

2022年全国智慧企业建设创新案例揭晓

福清核电申报案例入列
■记者薛晓娟 通讯员李喆 陈龙 孙海凤

2022年度全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发布

我市29家企业上榜
■记者林明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近日，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了 2022 年
全国智慧企业建设创新案例名单，全国共有 100项案
例入选。其中，我省有 5项案例上榜，福清核电申报
的案例《“华龙一号”全生命周期智慧核电项目管
理》入选。

据了解，中国企业联合会今年3月组织开展“2022
年全国智慧企业建设创新案例”征集活动以来，经各
地方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和全国性行业协会、中
央企业、中国500强企业、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单位
及中国企业联合会智慧企业推进委员会委员单位推
荐，共收到有效企业案例288项。经组织专家遴选，并
向社会公示，其中100项被确定为“2022年全国智慧企
业建设创新案例”。这 100项案例集中反映了我国各
类型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企业方面的最
新成功实践。

本报讯 近日，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 2022
年度福建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共有 502家企业
进入名单，其中29家来自福清。相关企业纳入省重点
上市后备企业库的有效期从 2022年 5月 31日至 2024
年12月31日。

根据《福建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库管理办法》规
定，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库设置基础层和培育层。此
次入围的福清企业中，被列为培育层的共有6家，分别
为福建省星源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奋安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爹地宝贝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鸿生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清汇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建中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据悉，福建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申报由企业自
主申报，市县（区）金融办（上市主管部门）审核并征求
相关部门意见。评选有利于加强上市后备企业资源
储备与管理，形成梯度培育机制，推动更多企业上市
融资。

后洋海堤段航拍图后洋海堤段航拍图。。陈乃颖陈乃颖 摄摄

主动下沉一线 共创“无疫社区”
我市深入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

■记者陈诗雨

自本轮疫情防控战打响以来，
福清市坚持把党的组织领导和党员
示范引领贯穿到疫情防控以及“无
疫小区”创建全过程，切实筑起抗疫
堡垒矩阵、凝聚全民抗疫攻势。

为深化“万名干部下基层”活
动，实现各类资源向基层一线倾斜，
服务重心向基层一线下移，更好服
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市委
组织部抽调全市各单位在职干部组
建“疫情防控守护队”，下沉镇街一
线疫情防控网格，共同落实疫情防

控常态化长效化举措，确保心往基
层想、人往基层走、劲往基层使。

下沉网格一线
担当抗疫“排头兵”

“您好，请出示您的健康码和行
程码。”连日来，福清各小区入口活跃
着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身穿“红马
甲”，积极引导居民戴口罩、防聚集，
成为小区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越是吃劲关头，越能映照初心；
越在关键时刻，越显担当本色。今
年 3月，面对省内疫情多地反弹的
严峻形势，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响
应，分阶段、针对性深化创建工作，

排定攻坚措施、督促工作落实。全
市各级党组织第一时间落实“一级
响应”，划分“无疫小区”创建单元
711 个，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临时
党支部，党员干部扑在一线，红色力
量合力攻坚。通过在志愿驰援的干
部中筛选人员进行对口支援，形成

“镇街点单、组织派单、部门接单”的
高效联动抗疫格局。全市先后派遣
1178人次市直机关干部驰援一线，
并示范带动3200名干部下沉支援。

立足福清实际，市委组织部细
化拟定职责明确、流程清晰、科学精
准、量化闭环、简洁易懂的“平战一

体”创建工作指南。全市上下积极
响应“万名干部下基层”行动，以村
（社区）为单位，结合实际情况和治
理需要，全面优化防控网格 1560
个。按照“一格一干部”配置要求，
派出机关干部进区入格，有力深化

“无疫小区”创建工作，树立了首批
61个“无疫小区”示范点。

同时，市委组织部注重挖掘“无
疫小区”创建中涌现出的先进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典型，密集发布宣传
信息，有效选树先进典型，推送的 4
个创建案例成功入选福州市委组织
部《无疫51招》微案例汇编，营造了
党建引领、群心聚力，全民共创“无
疫小区”的浓厚氛围。（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