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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聚焦

□ 本报记者 丁 南

□ 武艳杰

这十年，福建山海交响，“福”气

满满。“数字中国”从这里起步，“海上

福建”乘风破浪，“绿色福建”宜居

宜业。

近日，福建省委召开“中国这十

年·福建”主题新闻发布会。福建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力说：

“新时代的十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的十年，也是福建牢记嘱托、砥砺前

行、跨越发展的十年。”

十年间，福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连跨3个万亿元台阶，年均增长8.1%，

2021年达4.88万亿元，从全国第11

位提升到第8位；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总收入连跨3个千亿元台阶，年均增

长7.4%，2021年达5744亿元，是财

政净上缴省份；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连跨3个万元台阶，年均增长

8.5%，2021年达40,659元，居全国

第7位。

“福建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

生动体现。”尹力说，十年来，福建全

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经济社

会发展动力活力不断增强。海丝核

心区、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多区叠加”，

林改、医改、科特派等具有福建特点

的改革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一

幅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在八闽山

海之间跃然呈现。

山海协同
民生供给更加均衡

山海协同，绘就共同富裕新

图景。

尹力说，福建省名有“福”，饱含

福建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追

求。福建坚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扎实办好为

民实事，努力为全省人民造福添福。

十年来，福建民生支出从2012

年的1940亿元稳步增加到2021年

的 3945亿元，十年间增长了一倍。

城镇就业人数2206万人，十年增加

超5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5.1

万元、居全国第7位，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2.3万元、居全国第6位。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区资

源禀赋差异大。党的十八大以来，福

建致力实现百姓富，统筹推进解决区

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不断增强发展的

协调性和均衡性。

闽东宁德曾是“老、少、边、岛、

穷”地区。“目前，宁德在全省10个地市

中经济总量已经从全省的最后一位

跃升到去年的第5位，同时也成为福

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表示，“宁德

摆脱贫困的实践，是全省乃至全国脱

贫攻坚的一个生动缩影。”

老区苏区是福建基本省情之

一。到2019年，福建全省69个老区

苏区县（市、区）全部迈入小康。2021

年，69个革命老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5,082.7亿元，人均GDP达10.64万

元，分别是十年前的2.74倍、2.52倍。

十年来，福建坚持协调发展，积

极推进福州都市圈建设、厦漳泉一体

化发展，福州、泉州成为万亿级城市，

城市融合、城乡融合、产城融合发展态

势初步形成。如今的福建，工业化、城

镇化、区域协调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山

海协奏交响曲，城乡共绘一幅画。

生态利民
绿色品牌更加响亮

多山多水多绿的福建，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

践地。

福建牢记“青山绿水是无价之

宝”，努力建设好全国首个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

协调、相促进。

“十年来，福建绿色发展动能强

劲，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0.8%，清

洁能源装机比重达到58%，以占全

国约1.3%的土地、2.9%的能源消费

创造了占全国约4.3%的经济总量。”

赵龙说。

天蓝、地绿、水清，十年来，福建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生态文

明指数连年位居全国前列。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9.2%，主要流

域水质优良比例97.3%，近岸海域水

质优良比例85.2%。

点绿成金，生态护民。十年来，

福建持续深化林权配套改革，在全国

率先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

林票制、碳票制等改革创新。2021

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7000多亿

元，居全国前列，是林改前的10倍

多。如今，涉林收入已成为福建林区

林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

十年来，福建以改革厚植绿色底

色的脚步铿锵有力。率先建立全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综合性生态补偿试点，

率先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资源

环境权益交易制度，林业碳汇交易

额居全国首位；厦门市成立全国首个

农业、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常口村成为

“中国碳票第一村”，武夷山成为我国

首批国家公园，长汀经验成为世界生

态修复典型，木兰溪治理成为新中国

水利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范例……

如今的福建，水库、钱库、粮库、

碳库更加丰盈，城市宜居宜业，乡村

山明水净，闽山闽水焕发蓬勃生机。

发展为民
培育高质量增长极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晋江

经验”二十周年。尹力说，十年来，福

建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传承弘

扬“晋江经验”，鼓励、支持、引导民营

企业大胆创新、放心创业、放手创造，

有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

企业家健康成长。

福建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

的省份之一，民营经济是全省经济发

展的特色所在。2021年，福建全省

民营经济增加值 3.38 万亿元，比

2012年增长1.56倍，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达69%。

“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

更大进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提

出的重要要求。”赵龙说，十年来，福

建的产业链更加稳固。从过去的“三

来一补”，到实体经济不断壮大，再到

逐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福建培育了

21个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电子

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现代

纺织服装产业达到万亿级。

得益于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十

年来福建省市场主体日趋活跃，从

2012 年的 140 万户增长到今年的

688万户，增长3.9倍，民营经济展现

出蓬勃的生命力。

现代产业体系雏形显现，与福建

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海洋经济、

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四大经济”的努

力紧密相连。2021年，福建数字经

济增加值超2.3万亿元、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为47.6%，海洋生产总值超

1.1万亿元，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迅速、

居全国前列。

“如今的福建，发展动能更加强

劲，发展气象欣欣向荣，已成为创新

的热土、创业的沃土、创造的乐土。”

尹力说，实体经济已成为福建发展的

鲜明特色。

“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

华新。”在山海之间，福建奏起壮丽新

交响。

□ 杨建忠

十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举全省

之力支持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为新

区发展创造最优环境，新区经济增速

连续五年领跑国家级新区，去年GDP

达到300亿元，快速迈入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新阶段。

兰州新区认真贯彻落实甘肃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以“先发力、带

好头”的政治担当和行动自觉，切实

将全省构建“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

局、“四强”行动部署与新区“四区两

新”目标深度衔接，坚定不移在科技

创新、产业集聚、城乡融合、生态修

复、改革开放上再突破、再提升，确保

经济增速年均保持在20%以上，到

“十四五”末实现百万人口和千亿元

GDP发展目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展现新区作

为、贡献新区力量。

聚力创新驱动，在强科技中先发

力、作示范。千方百计构建一流创新

生态，依托重点企业和产品建立产学

研联盟，深化与中科院、兰州大学等

院校地企合作，以产业发展带动技术

创新，以技术创新引才留才强才，打

造西部地区有影响力的创新核心区。

聚力补链强链，在强工业中先发

力、作示范。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发

挥“管委会+公司”机制优势，大力实

施“335+X”产业倍增行动，按照“大

中小共引、高优特互补”思路建链补

链强链，构建产业通融、要素共融、企

业互融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储能

之谷”和全球最大铜箔基地，成为西

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聚力做强“一核”，在强省会中先

发力、作示范。全面落实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大幅拓展兰州生态、农业、城

镇发展面积，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

拓展充足空间。着眼“兰州北上、新

区南下”，高起点规划建设“皋兰新

城”，积极承接兰州主城区功能疏解和

人口迁移，优化大兰州空间布局和服

务功能。

聚力区域协同，在强县域中先发

力、作示范。推动兰州新区与皋兰县

协同融合发展，加速城、镇、村和工

业、农业、生态现代化，助推皋兰快速

进入“全国百强县”。高效承接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移民，更高水平保障就

业、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服务。持

续完善城市综合功能，构建城镇与乡

村互补融合发展格局，打造全省城乡

融合发展示范区和共同富裕先行区。

聚力生态修复，在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先发力、作

示范。深入推进黄河流域兰西城市

群生态建设行动，积极推进“陇中生

态平原”建设，大力开展未利用地生

态治理和土地整治，扩大“三区三线”

面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以“生态修

复治理+”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区

域性中心城市生活物资安全，打造黄

河流域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

聚力改革开放，在优化营商环境

中先发力、作示范。持续推进管理体

制、“放管服”、国资国企、绿色金融等

领域改革向更深层次挺进，不断提升

新区竞争力，助力全省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做优做强综合保税区、铁路口

岸等开放平台，大力发展临空经济，

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提升外

向型经济水平，构筑“双循环”支点，

以兰州新区之进为全省改革发展

助力。

（作者系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

党工委书记）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 李江雄 朱爽生

金秋时节，走进湖南省郴州市汝

城县文明瑶族乡东山村罗洞湾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映入眼帘的是坐落在

山脚下的23栋清一色的二层小洋楼，

紫红、淡黄、乳白等颜色交错的墙面与

浅蓝色的坡瓦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

赏心悦目的美丽画卷。这是近年来汝

城县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的一个缩影。

东山村罗洞湾安置点毗邻省道

324线，安置徐山尾、鹅形、禾尚石、松

树下、园墩等自然村易地扶贫搬迁对

象41户136人。安置点在建设之初

就按照乡村旅游模式规划，合理设计

了两层功能齐全、经济实用、美观大方

的独栋小楼房，同时配套建设排水排

污、供电等管线工程及绿化、亮化、硬

化、护坡、水渠、便民桥、生产便道等基

础设施工程。

“门口还通上了公交车！”在一条

条整洁的巷道，随处可见搬迁群众脸

上挂满的笑容。搬迁户徐松奴老人逢

人便说：“小区环境很好，有山有水，有

树有花，有路灯和健身设施，就像生活

在花园里，生活可幸福了！”“搬”得姻

缘来，40多岁的搬迁户徐贱太搬迁入

住安置点后，迅速找到了对象，组建了

一个温馨的家。

驻足远眺，一对老年夫妇正带着

孙儿在绿茵地上游玩，悠然恬适的画

面令人心旷神怡。小溪旁，是一片几

十亩的田园，田间的七彩椒和秋葵正

等着采摘。远处的山坡上，水晶梨笑

弯了腰，李子树笑红了脸。田垄里、山坡

上，人影闪闪，他们一边采摘一边交谈，

丰收的喜悦引得鸟儿啼鸣、虫儿欢唱，奏

响了一曲曲动人的乡村振兴乐章。

宽阔的公路旁矗立着一排店铺，

是东山村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琳琅

满目的农副产品吸引着许许多多的周

边村镇群众。这里原来是建设安置点

堆放弃土的一块空地，现已建成一个

集电商平台、合作社、冷冻库、扶贫车

间、农产品交易中心于一体的小规模

集市，从务农、务工、经商、自主创业、

产业发展等多方位全面带动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和长远发展。

以搬迁群众为主体的明兴源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流转土地72

亩，连片种植蔬菜和果苗，与搬迁户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为搬迁群众提供生

产技术指导、就业岗位、保底分红。冷

链仓库的建设，为搬迁群众农产品增

加了利益空间。冷链仓库水果和生姜

交叉冷藏，助力每户搬迁群众增收

5万元~10万元；电商交易平台的建立，

拓宽了产品销售渠道，扩大了产品交易

量，平均每年交易额达200万元以上。

扶上马再送一程。目前，罗洞湾已

建设扶贫车间，引进电子厂，一期设计2条

生产线，安置搬迁劳动力40人，可为

搬迁群众增加收入2万元/户。后续产

业的发展，确保罗洞湾搬迁群众人人

有事做、户户有收入，搬迁群众逐步走

上富裕路，过上了美好幸福的新生活。

这十年 八闽大地山海交响“福”气满满
——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奋力开创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搬”出幸福新生活 罗洞湾里笑声扬
——湖南汝城县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见闻

地方传真

本报讯 记者华铭 张海帝报道

日前，以“党建聚合力 加速一体化”为

主题的首届长三角地区园区非公企业

党建论坛在合肥高新区举行。来自

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组织

部门（两新工委）、开发园区、非公企业

党组织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260多

人参加论坛，共同探讨党建引领长三

角一体化和园区非公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路径。

论坛期间，安徽合肥经开区、安徽

宁国经开区、浙江海宁经开区、江苏太

仓生物医药产业园等园区党工委书

记，华米科技、金星钛白、正泰电气、亨

通集团、天能控股5家非公企业党组

织书记，围绕园区党建的“实”与“新”、

推动园区党建与产业发展融合、落实

园区党工委“一线指挥部”责任等话题

开展对话交流。合肥高新区、苏州高

新区等10家开发园区就园区发展和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签订合作共建协议。

举办首届长三角地区园区非公企

业党建论坛，是安徽基层党建工作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的创新之

举，为长三角地区园区和非公企业交

流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

本报讯 日前，安徽省首个以区

块链赋能的招投标应用平台正式上

线。该项目由合肥高新区企业达朴汇

联科技有限公司与安徽安天利信工程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开发，实现了

交易数据全程可追溯、可核验，有效促

进了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优化，是

安徽省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助力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一次成功探索。

区块链技术的不可伪造、全程留

痕、可以追溯和公开透明等特性与招

投标行业需求之间存在高度适配性。

数据上链后，该平台上的所有信息便

可以永久存储于达朴链网上。达朴链

网是达朴汇联自主研发、通过中央网

信办备案的区块链链网服务项目。该

项目通过芯片级上链，从数据产生的

源头保障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

改，同时还可以满足高频次、大容量的

数据交换、访问、检索等需求。

在安天利信自主研发的“信e采”

招标采购电子交易平台上，所有参与

方都可以对信息进行认证、确权、交易

追溯等，实现了全流程数据的“永久存

证、实时核验”，直击信息造假、信任危

机的行业痛点，为打造开放共享、高效

便利、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奠定了坚

实的技术基础。

达朴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公司将在“区块链+招投标”平台建设

基础上，拓展更多基于先进数字技术

的应用场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价

值，为推进“数字安徽”建设、做强做优

数字经济贡献力量。 （张 红）

安徽首个区块链赋能招投标应用平台上线

长三角园区非公企业党建论坛在合肥举行

雄安新区容西片区雄安新区容西片区
配套市政道路完配套市政道路完成竣工验收成竣工验收

近日，由中铁十一局等单位承建的雄安新区容西

片区配套市政道路完成竣工验收，即将投入使用。

图为雄安新区容西片区配套市政道路。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朱旭东 摄

本报讯 倪珺 记者鲍筱兰报道

日前在上海张江举行的“引领新赛

道 数创新纪元”浦东新区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发布会上传来消息，随着浦

东人工智能十大创新技术、上海（浦

东新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十

大成果的公布，以及人工智能产业重

点项目签约落地，浦东新区建设人工

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迈入3.0时代。

自2019年，浦东新区作为全国首

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正式揭

牌，三年来，浦东新区在人工智能技

术突破、制度创新、产业发展、生态建

设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效。最新发

布的先导区十大成果，全面回顾了浦

东在2019-2022年三年期间引领人

工智能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重要里

程碑。其中，国内首个特大型城市中

心城区金桥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

道路获批，助力金桥一大批“未来车”

企业研发、测试等需求，推动浦东未

来车产业持续壮大。

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建设

也宣布启动，将持续培育壮大浦东新

区数字经济发展新赛道、新动能，加

快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产

业集群。目前，浦东服务型制造示范

企业服务化率平均达到38.5%以上，

是全市唯一的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

范区。

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