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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 2014 年，福建省“6·18 虚拟研究
院”中的海洋、机械装备、建筑建材、现代农业等 4
个分院结合福建产业发展需求，整合区域内外的各种
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送上了一份耀眼的成绩单。

按照“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原则
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虚实结合”的思路创办的

“6·18 虚拟研究院”，以“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
协同创新体系，为福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目
标，由福建省发改委牵头建设，依托科技综合实力较
强的企事业单位，政产学研多方共投共建，在 2013 年
10 月先后成立了海洋、机械装备、建筑建材、现代农
业 4 个产业技术分院。它们通过建立开放互动、虚实
结合的组织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共同致力于尖端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技术服务、
人才培养，推进了福建省产学研合作的实质性提升。

机械装备分院：远程资源 近程服务

“6·18 虚 拟 研 究

院”机械装备分院由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分院和
福建省机械工业联合会牵头建设。分院以促进机械
科学研究总院及其下属研究院所在海西地区的技术
转移和成果转化为重点，在三明高新区金沙园设立
集成服务窗口，采取“远程资源，近程服务”的方
式，为“三明机械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海
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聘任中
国著名焊接专家林尚扬院士为首席顾问，建立协同
创新队伍。建立了“装备制造行业服务平台 www.

cam0598.cn”、中联认证、中汽认证的检测和认证分
支 机 构 ， 设 立 了 面 向 海 西 区 域 的 前 移 窗 口 。 与
三 明 普 诺 维 公 司 合 作 建 设 华 南 地 区
最大的高端清洁热处理中
心 之 一 ， 未 来 将
形 成 年

5000 吨以上的热处理加工能力，具备行业一流的设
备和工艺能力，解决目前制约精密成形和高附加值
零部件的热处理共性技术难题。

海洋分院：海洋经济发展新“智库”

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建设，具体由省海洋经
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中心负责的“6·18 虚拟研究院”
海洋分院，经过近一年的运行，已成功对接项目 50
余项，总投资 80 亿元，帮助对接成功项目提供融资
服务达 30 多亿元。“福建省虚拟海洋研究院协同创
新平台”项目被列入福建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
示范实施方案项目库，虚拟海洋研究院网络协同创
新工作平台在第十二届“6·18”期间正式上线试运
行。目前入库专家人数达 1516 人，入驻高校 20 家，
入驻科研院所 39 家，创新企业 265 家，服务机构 10
家，孵化基地 11 家，接到技术需求 59 项，成果 725
项。

2014 年 11 月，分院与闽台 （福州） 蓝色经济产
业园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建福建海洋虚拟研究院，
推进闽台 （福州） 蓝色经济产业园创新发展，将促
进海洋虚拟研究院与海洋产业园区的有效对接。

建筑建材分院：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依托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建设的“6·18 虚拟研究
院”建筑建材分院以项目为纽带，以开放合作、虚

实结合为原则，以培育区域性的建筑建材人
才高地、引领建筑建材技术创新及产业

升级为目的，初步建立了充满活
力 、 群 体 优 势 互 利 的 建 筑

建材科技创新体系。
分 院 已 成 功 签

约 40 多

家建筑行业产学研高端单位，成功促成了产值达 2
亿元的项目合作协议。继“福建省绿色与低能耗建
筑综合示范楼”项目之外，建筑建材分院还联合多
家签约成员单位共同筹地筹款建设了位于闽侯铁岭
的工业化建筑示范楼，同时在省绿色与低能耗建筑
综合示范楼内建立了工业化建筑展厅，持续展示福
建省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成就和国内部分高校的研究
成果和先进技术。

现代农业分院：推进设施农业产业化

“6·18 虚拟研究院”现代农业分院以福建省农业
科学院为依托，将国内外农业科研院所、高校的科
技 资 源 和 企 业 需 求 链 接 在 一 起 ， 通 过 实 施 种 业 创
新、设施农业技术创新示范、产业技术科企协同创
新，积极为福建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科技
支撑。

研究方面，牵头新一轮 （2014—2016） 省种业
创新与产业化工程，现已启动 25 个项目，带动合作
企业 100 多个。公共服务方面，充分发挥省级综合
性农业科研单位的公益性作用，面向全省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生产基地的技术需求，
组 织 实 施 118 个 设 施 农 业 示 范 项 目 ， 联 系 服 务 企
业 、 农 民 合 作 社 239 家 ， 推 广 新 品

种 、 新 技 术 278 项 。
项 目 落 地 转 化 方 面 ，
启动建设了一批生产
性工程化实验室，葡
萄 酿 造 、 动 物 疫 苗 、
植保装备、观赏果树
种苗繁育、特色兰花
种苗繁育、功能性草
产 品 等 10 家 生 产 性
工 程 化 实 验 室 开 工
建设。

·广告

开放互动 虚实结合
——“6·18虚拟研究院”成福建创新驱动新引擎

建筑建材分院与东南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机械装备分院

初春时节，车行八闽大地，但见窗外
青山叠翠，碧绿尽染。摇曳的翠竹犹如绿
色的屏障，欢快的溪流好似欢唱的音符，
好一幅秀美山川泼墨图。

如果说，青山绿水是福建旅游的调色
板，那么“清新福建”便是调色板上那支浓
墨重彩的画笔。曾经“抱着金碗要饭吃”
的福建旅游业，借助“清新福建”品牌正在
展露她迷人的靓影。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具有独特的
生态优势：森林覆盖率连续 38 年居全国
首位，大气和水源连续多年全部达标。从
旅游的角度看，生态从来都是福建最具优
势的亮点。但过去由于思路不清、方向不
明，传统的思维一度桎梏了福建旅游的发
展和提升，来闽游客总数和消费水平常年
低位徘徊。

福建旅游的亮点是什么？旅游产
业发展根基在哪里？当许多城市被雾
霾所困的时候，福建旅游从业者看到了
商机，找到了方向。“清新福建”——一
个源自本土的生态旅游品牌应运而生。

作为需要大众参与的旅游业，持续

推广和营销成为“清新福建”的不二选
择。福建省旅游局局长朱华介绍了他们
的 做 法 ：一 是 采 用 主 题 营 销 立 体 化 联
动。福建建立多元化全媒体宣传体系，
在主流媒体投放广告；借助国际社交平
台讲好“美丽中国·清新福建”故事；开展

“清新福建”海外旅游营销项目；在台
湾巴士和地铁投放“清新福建”形象宣
传；通过福建旅游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强化自媒体营销；开设网上“旅游旗舰
店”，全年销售额达到数千万元。二是
高铁营销别出心裁。以“清新福建深呼
吸”为主题，组织开展“高铁八省十城
巡回推广”体验式营销，先后推出“两
岸市长带你游”、“闽台高铁文化汇”等
营销活动，创新使用“六感推介”形
式，通过“清新小屋”情境体验馆和

“行业推介会、户外旅游热卖汇、社区
体验会”的三层场景营销，提高“品
牌+产品”的落地营销实效。三是事件
营销扣准热点。通过建立全省 50 家生
态旅游景区的负氧离子和 PM2.5 指数监
测系统，在全国首创并发布“清新指

数”，面向全球招聘清新体验师，迅速
形成宣传热潮。四是境外营销紧贴“一
带一路”战略。“清新福建”首次登陆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斯里兰卡、印度
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旅游推介会、
旅游图片展、甄选旅游推广大使等活动，
并通过国际社交网站实行线上线下互
动。五是活动营销出新出彩。首次承办

“ 中 美 省 州 旅 游 局 长 合 作 发 展 对 话 会
议”，借助国际平台，创新举办“美丽中
国·清新福建”5 场特色鲜明的推介活
动，推出福建“一杯茶、一座楼、一条路

（海上丝绸之路）”等世界级旅游线路。
思路清，方向明。“清新福建”品牌为

福建旅游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成为
全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火车
头。2014 年，福建省累计接待境内外游
客 2.3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6.8%；实现旅
游总收入 2707 亿元，同比增长 18.4%。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清新福建’品牌既凸显了福建独一
无二的生态优势，又满足了当前大众青睐
生态游、健康游的需求。经过一年多的精

心培育，‘清新福建’开始展现出感召力。”
福建省副省长郑栅洁说，我们要抓住这一
来之不易的难得机遇，加大工作力度，持
续扩大“清新福建”品牌的影响力。加快
打造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推广、服务保障
的“清新福建”品牌体系，把“清新福建”纳
入各地区各行业的公益广告和形象宣传
中，引导景区景点确定以“清新福建”为统
领的营销宣传口号，形成全省上下共同推
进“清新福建”宣传推广格局。

如今，“清新福建”品牌逐渐深入人
心。福建省旅游局负责人表示，“清新福
建”将是福建省旅游行业今后持续推动的
主导品牌。他们将同时着力构建“清新福
建”旅游产品体系、“清新福建”旅游公共
服务体系和“清新福建”品牌推广体系等
三大体系，推动旅游产品向观光、休闲、度
假并重转变，旅游服务向优质高效转变，
传统营销方式向创新营销方式转变，进
而实现区域融合、产业融合、闽台融合
等三大融合，2015 年力争实现全省累计
接待游客增长 15%，旅游总收入增长
16%的目标。

“清新福建”扮美八闽生态
本报记者 石 伟

德化县是福建省陶瓷主产
区，1000 多家陶瓷企业成就
了这里的陶瓷产业。制瓷行业
是耗能大户，但德化县却有着

“千家企业无烟囱、山清水秀
新瓷都”的美名。当地人说，
以电代柴、节能减排，造就了
德化的青山绿水。

上世纪 80 年代，德化电
力部门提出“以电代柴”的发
展思路，主张通过推进陶瓷窑
炉技术改造，利用电窑炉制
瓷，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
经济。当地供电企业和科技人
员共同攻关，在全国率先开发
了以电代柴的烧窑技术，提高
效率近 10倍。

如今，德化县 70％的陶
瓷企业采用以电烧瓷。随着电
窑炉技术的推广，德化县减少
水土流失面积 5 万亩，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10 万吨。现在德
化森林覆盖率达 77.3%，生态
环境质量居全省首位、全国第
29位。

电能替代，推广清洁能
源，是福建省电力部门积极融
入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要举措。为了在全社会倡导清
洁能源消费新理念，国家电网
福建电力公司以开拓售电市场
为着力点，推动以柴、油、煤
为主的传统能源结构的转变，
在促进企业转型发展的同时，
不断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
比重，取得显著成效。

为使更多的耗能终端用上
清洁能源，去年以来，国网福
建电力重点在集中供热场所、
工矿企业、交通领域、农村地区、城乡、港口码头等六
大领域推广电锅炉、热泵、电窑炉、电熔炼设备、电烤
烟、电制茶、家庭电气化、以电代柴、电桥吊、岸电入
海、电动汽车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等 12 项电能替代技术，
纵深推进电能替代工程，促进节能减排。

去年 1 至 10 月，国网福建电力实现电能替代容量
40.8 万千瓦，替代电量 20.1 亿千瓦时，完成国家电网
公司下达计划的 134.6%。该公司电力营销部负责人介
绍，替代电量 20.1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直燃煤 96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 171 万吨。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
比重预计可提高 0.2个百分点，可促进全省 GDP 能耗下
降 0.8%，可节约标准煤 71万吨。

经过不懈努力，福建农村地区的烤烟、制茶、竹笋
等加工正逐渐改变原有的柴烧方式，进入“电气化时
代”。武夷山市供电公司通过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全力
推广制茶加工业以电代柴、煤，促进“电制茶”，惠利
广大茶农，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不增加茶农的制茶成
本，促进了茶产业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受到茶农普
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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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漳平永福樱花茶园图为漳平永福樱花茶园。（。（资料片资料片））

图为福建省永春县石厝村梯田全貌

图为福建省永春县石厝村梯田全貌。（。（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