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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孵化器”
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建成泉州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
台，推进泉州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
建设。向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开放知识产
权大数据检索分析系统、泉州市专利数
据监测平台、泉州市13个重点产业专利
导航数据库及可视化监测系统、专利价
值评估系统、万方维普科技文献数据库
等信息资源及应用系统，提供知识产权
政策咨询、专利预审、维权援助、教育培
训、信息应用等“一站式”综合服务，累计
出具专利价值评估报告、技术全景分析
报告、企业科创力评估报告108项。定期
开展“知识产权开放日”文化宣传活动，
累计接待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参
观调研50余场，接待人数近千人次。

用好“指南针”
专利导航引导产业创新发展

聚焦全市创新优势和新兴产业，发
挥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优势，加强
专利导航在产业规划、技术研发、风险防

范及专利布局等方面的决策支撑作用，
积极推动专利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
合，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服
务支撑。组织实施专利导航与预警项目
14项，其中，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项目9
项，企业专利导航项目3项，区域规划类
专利导航项目1项，海外专利预警分析
项目1项，为产业明晰创新发展路径、引
导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知识产权运
用保护等提出具体政策建议，推动企业
形成一批高价值核心专利，每万人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74件，居全省第
一梯队水平。

铺设“快车道”
推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在破解高校专利成果“转化难”、中
小企业技术“获取难”方面，举办多场以
专利转化、专利导航为主题的对接活动，
指导高校、科研院所为企业解难题，实现
在市场竞争中“手拉手”深度对接融合。
着力推动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有效运作，
参与设立总规模为2亿元的泉州市知识
产权运营基金，已投资项目7个，投资额
1.1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15.88亿元，

带动匹克、宏芯科技、佰源智能等一批知
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发展，实现“小基金
做出大文章”和“小投入带动大产出”，为
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

谱写“一张蓝图”
集聚商标地标各类资源要素

推进泉州市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工作，泉州保护中心与福建
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数字经济学院）共
建泉州市地理标志教育与研究基地，开
展商标、地理标志信息检索服务工作，协
助办理原产地地理标志产品涉外翻译9
件；组织开展《永春篾香地理标志产品资
源分析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泉州市地
理标志产品品牌化发展对策研究》等地
理标志项目研究。全市商标有效注册量
累计超76万件，连续三年位居全国地级
市第一位。

做好“服务员”
高质量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培训

举办专利转化运用、专利导航实务

培训、“知识产权进社区”、《专利导航指
南》系列国家标准解读、知识产权宣传周
等活动50余场，累计5000多人次参加。
开展“知识产权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
新发展”专题调研走访、“知识产权服务
进百企”、“知识产权助推‘强产业、兴城
市’双轮驱动”专题调研等活动，累计走
访高新园区、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科研
院所等单位超400家。

泉州知识产权的高速度、高水平发
展，推动了以专利为支撑的创新经济、
以商标为支撑的品牌经济、以地理标
志为支撑的特色经济的形成和深化，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澎
湃动能。

下一步，泉州保护中心将继续以国
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为引领，
在加速推进高校存量专利盘点、推进高
价值发明专利提升三年行动、优化知识
产权金融服务、深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等方面持续发力，做好知识产权发展保
护的“后半篇文章”，为发展新质生产
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有力的
知识产权动能支撑，努力打造更具活
力、更具动力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和创新
驱动高地。

聚焦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泉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发力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运行三年硕果累累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文珍 通讯员郑
丽花）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日前，2024年
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重点项目名单公布，
泉州共有55个项目进入名单，数量居全省
首位，占全省总数的43%。

据悉，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重点项目
分为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智能制造工厂两类
项目。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型环保
鞋面材料智能制造工厂，福建南王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绿色环保纸制品智能工厂，
福建省向兴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织造、染整
一站式生产链智能工厂等我市22个项目入
列智能制造工厂类目；福建八马茶业有限公
司的质量精准追溯、智能仓储、在线运行监
测，福建超弦织造有限公司的可制造性设
计、资源动态配置、智能仓储，福建晶安光电
有限公司的产线柔性配置、智能仓储等我市
33个项目入选智能制造典型场景。

省级智能制造重点项目库作为省级智
能制造优秀场景和示范工厂的储备库，入库
项目将同时作为申报国家智能制造相关项
目的优先推荐对象。据悉，对获评国家、省级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项目，将分别给予一次
性100万元、50万元奖励。对获评国家智能
制造优秀场景的项目，一个场景给予一次性
20万元奖励，累计最高不超过60万元；对
获评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的项目，一个场
景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累计最高不超
过30万元。

近年来，我市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加快
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一手抓应用试点
示范培育，以新技术应用推动智能制造工
厂、场景建设，一手抓产业培育，加快发展高
端化、智能化装备产品，推动我市智能制造
相关产业发展。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共有19家企业入选国
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和优秀场景，
46家企业获评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
秀场景，全市国家级、省级试点示范企业项
目均居全省首位。

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重点项目公布

我市55个项目入选
数量居全省首位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云青 通讯
员林彦君 贺子祺）提鲍笼、冲污迹、放江
蒿，学习“鲍鱼养殖+直播电商”的经营模
式……近日，中国海洋大学海之子“乡韵
湾梦”泉州围头村实践团赴围头村开展乡
村振兴实践活动。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业是围头村
的支柱产业，村民大多数从事鲍鱼养殖。
这几年，围头村利用互联网，探索出‘鲍鱼
养殖+直播电商’融合发展的新道路。”养
殖场负责人洪万亚向实践团介绍。2020

年当地鲍鱼出现严重滞销，她第一时间响
应村党组织的号召，组织村里的大学生成
立8人电商小组，通过“直播+电商”的模
式，在“围头·海峡第一村”抖音直播平台

上推介海峡渔村鲍鱼，带动线上、线下销
售鲍鱼100万公斤，既缓解了养殖户的燃
眉之急，又减少了其经济损失。

此外，实践团通过实地走访调研、

座谈、访谈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围头
村的基层治理实践成就，探寻党建引领
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和
成效。

中国海洋大学实践队走进围头村

探寻“鲍鱼养殖+直播电商”乡村振兴新路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既是创新成果的保护网，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催化剂。泉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以下简称“泉州保护中心”）自2021年8月运行以来，坚持以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取得良好成效，先后
获批全国首批国家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福建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和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骨干节点单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筹建机构，有力推动产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融媒体记者 郭剑平 通讯员 陈婉芬 林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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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泉州开发区夏日潮趣音乐美食节暨潮趣歌手大赛圆满收官

音乐点亮夜经济 美食增添烟火气
打开一座城市的方法有多种，但参

与一场夏日潮趣音乐美食节，可谓是
“最潮”的一种方式。昨晚，为期 3 天的
“魅力开发区 音你更精彩”2024泉州开
发区夏日潮趣音乐美食节暨潮趣歌手
大赛在德泰烟火夜市圆满落下帷幕。

知名乐队到场助阵、潮趣歌手大
赛、抽取夜市霸王餐……连日来，一系
列趣味十足的活动吸引了数千名观众
慕名而来，让泉州开发区的夜晚“亮”起
来、人气“聚”起来、生活“乐”起来，进一
步擦亮“潮人聚集区，潮品集散地”的城
市名片，助力文旅融合发展和城区品质
提升，也为泉州申创“世界美食之都”贡
献开发区力量。

□融媒体记者 魏晓芳 吕学斌 文/图

昨晚，华灯初上，夏日潮趣
音乐美食节的演出如约而至。舞
台上，多支本土知名乐队轮番登
场，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让现
场观众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
来，气氛随着音乐和观众的热情
不断地升温。

“特别喜欢这次音乐美食
节，舞台效果很好，氛围感十足，
今天下班和朋友一起过来玩，看
到了喜欢的乐队的演出，特别开
心，享受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现
场观众林宇激动地说。

潮趣歌手大赛可谓是本次
活动的最大亮点。大赛启动以
来，吸引了开发区各行各业的优
秀选手参赛，经过激烈的比拼与
专业的评审，16位优秀选手经过
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站上了决
赛的舞台。

21日，在决赛舞台上，选手

们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全身心
地投入每一首歌曲的演绎中。在
场观众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为
喜欢的选手加油打气，评委们认
真地聆听着每一位选手的演唱，
根据选手的唱功、表现力和情感
传达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
逐，毛志勇获得一等奖，陈铭地、
颜建鸿获得二等奖，游玲凤、李
嘉怡、蔡春成获得三等奖。

“此次活动不仅为广大音
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
的宝贵舞台，而且发掘了一批
开发区‘好声音’，展现了开发
区的激情与活力，在增强区内
居民和企业职工归属感、获得
感、幸福感的同时，助力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吸引更多人到开
发区干事创业。”泉州开发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

以乐为媒 唱响潮趣之城新歌声

一边的演出火热进行，另一边的夜市同样
火爆异常。烧烤、四果汤、铁板鱿鱼……各种香
气扑鼻的美食云集，将人间“烟火气”与音乐节
氛围融合得恰到好处，观众在享受音乐之余，
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尽情地“逛吃逛吃”。

当天下班后，开发区企业职工陈斌和几位
朋友早早就来到夜市，在欣赏音乐演出的同

时，还购买了一些特色小吃和饮料。“现场氛围
太好了，下班后可以与朋友一起听音乐、吃烧
烤，感受到了久违的松弛感。”

一家铁板鱿鱼摊位前围满了顾客，摊主一
边忙碌一边告诉记者，这个夜市开市后他便进驻
了，这几天因为举办活动，人流量明显增多，自己
的收入比平时增加了大概有两倍，希望以后能有

更多这样的活动，大家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
“5，4，3，2，1，让我们一起摇啊摇……”闲聊

间，舞台上开启新一轮互动环节——抽取夜市霸
王餐劵，这一环节与繁华的夜市形成联动，现场
的观众可通过微信摇一摇的方式参与抽奖。

“演出聚集高人气，极大地激发了开发区
‘夜经济’消费活力，也为这些摊主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是开发区首次举办如此规模的音
乐美食节，上下高度重视，举全区之力精心筹
备，确保了此次活动的整体品质和影响力。

以食会友 点燃夜间消费新活力

这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也是一
次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更是一张真情实意
的宣传名片。尽管活动期间偶遇阵雨来袭，但观
众的热情丝毫不减，摊主的吆喝声与观众的欢
笑声此起彼伏，奏响了开发区的最美“夜曲”。

近年来，在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泉州

开发区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强化顶层设计，
以文旅新业态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城市更新，
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鲜明开发区特色的“工业+
文旅”发展之路。如今，在政企合力推动下，泉
州开发区这座“潮趣之城”，正展现出更为旺盛
的生机与活力。

此次活动是泉州开发区探索文旅融合新业
态的又一次尝试，以发展“夜经济”为抓手，将
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模式融入音乐与美食的
潮趣文化体验中，让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
共同交织出一幅独特的文旅发展新图景。

据悉，本次活动由泉州市申创“世界美食之
都”工作专班办公室指导，泉州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和泉州晚报社主办，泉州市青年音乐人
协会、梦田音乐提供支持。让我们共同期待下
一场音乐与美食的盛宴！

以节促旅 探索文旅融合新业态

观众乐享音乐观众乐享音乐、、美食美食

夜市摊位吸引众多群众前来购买夜市摊位吸引众多群众前来购买、、品尝美食品尝美食

乐队现场演出乐队现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