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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保存好城市历史和文脉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成功举
办，16天“加长版”会议审议258份世界遗产
保护状况报告，举办系列配套活动和13场
边会，一致通过《福州宣言》。世遗大会向
全球展现了中国形象、福建风采、福州魅
力，彰显了闽都文化的深厚底蕴。

如何保存好城市历史和文脉？福州持
续放大“后世遗”效应，加快建设世遗展示
馆，进一步规划保护好“世遗林”，常态化开
展《寻梦·坊巷》等演出；开展新一轮古厝普
查登记和保护利用，新店古城遗址公园等
建成开放。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福州加快推进三
坊七巷、福建船政等项目申遗，打造具有

“国际范、闽都韵”的文化地标，擦亮福州古
厝、温泉之都、闽菜、茉莉花等特色名片，打
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吸引更多国际友人
来福州参观、打卡，近距离感受闽都文化的
独特魅力。

坚持产业先行
走好乡村振兴特色之路

福州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

产业先行，赋能振兴。新增国家级农
业产业强镇 2 个、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2
家、福建省级农业龙头企业24家，入选中国
农业企业500强7家。

留下记忆，留住乡愁。新增国家级最
美休闲乡村1个、福建省级美丽休闲乡村3
个、福建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4个，永泰入
选中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典型示范，以点带面。实施省、市乡村
振兴试点项目1547个，新增乡村振兴中、高
级版试点村72个，提升乡村振兴精品线路
16条。

组建振兴乡村集团，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福州鱼丸、茉莉花茶、金鱼等特色农业
优势产业……福州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越
走越宽。

牢记嘱托再出发，砥砺奋进新征程。
福州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重
托，凝心聚力谋发展，全面落实强省会、福
州都市圈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以新的发展成绩回报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
殷切期望，创造更加灿烂的未来。

（覃作权）

牢记春天嘱托牢记春天嘱托
福州奔赴美好未来福州奔赴美好未来

俯瞰闽江学院。林双伟/图

三月的福州，春风和煦，山水透绿。回首过去一年，一股

暖流涌向我们的心田，让人回味与思索，给人信心和力量。
2021年3月，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福建省全方位推进高质量

发展超越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福建、福州考察并发表重要
讲话，提出“四个更大”重要要求和四项重点任务，擘画了新发展阶段
新福建、新福州建设的宏伟蓝图。

谆谆嘱托，重如千钧。殷殷期望，催人奋进。
一年来，福州市上下满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与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
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结合起来，坚持“3820”
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
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坚持创新引领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历史前进的步伐，总是因为一个个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而昂扬激越。

2021年，福州地区生产总值11324.48
亿元，增长8.4%，位居福建省第一。这意
味着福州综合实力和首位度迈上新台
阶，展现了福州实施强省会战略的积极
成效，彰显了福州在福建省当龙头、走前
列、作示范的使命担当。

经济高质量发展，源自创新驱动带
来的不竭新资源、新活力、新动能。

创新！创新！创新!
创新不问“出身”。福州市把创新作

为发展第一动力，加快推进大学城、科学
城、科创走廊建设，筹建福耀科技大学，
打造闽都院士村、海峡实验室等平台，
R&D投入总量保持福建省第一，入选“科
创中国”试点城市，创新型省会城市建设
动力澎湃。

一个个标准化工业园区，催生越来
越多大龙头、大集群、大产业，铺就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打造了4个千亿
园区、4个五百亿园区、16条产业链，136
家工业龙头企业贡献率达72%。

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
旅经济“四轮驱动”，不断培育经济新增
长极，形成多元产业发展格局。数字经
济突破 5200 亿元，占 GDP 比重超 46%，

“数字应用第一城”品牌越擦越亮。

坚持改革开放
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作为沿海省会，福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岁
月越深，积淀越厚，发力越强。

改革活力竞相迸发。聚焦制度创新核心，福州
自贸片区推出中国首创举措11项；实施营商环境改
革4.0版，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小时内；
开展福州市管国资国企改革重组，形成“龙头引领+
专业标杆”发展格局……这一年，福州始终坚持党对
改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先后推出207项具体改革
举措、89项重点改革事项清单，一幅以改革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画卷渐次展开。

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福州积极发挥海丝核心
区、自贸试验区等优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不断
深化国际合作。这一年，福州成功举办首届中国跨
境电商交易会，推进机场二期建设、高铁进机场，加
快建设“两国双园”，入选“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
纽建设城市，福州港货物吞吐量保持福建省首位，大
平台、大通道、大枢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
作为。

坚持先行先试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福州与台湾一衣带水，推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一
马当先，全力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先行城市。

以通促融，探索榕台经贸产业对接新模式，新批
台资项目222项、比增65.7%，对台跨境电商进出口交
易额突破30亿元，“小四通”福州侧项目加快推进，福
州都市圈与马祖携手打造“福马共同家园”。

以惠促融，探索拓展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新领域，
建设榕台融合社区，面向台胞提供公共租赁房、发布
优质岗位，高标准打造台湾会馆、台湾特色街巷，设
立“台胞医保服务窗口”。

围绕以情促融，探索榕台线上线下交流新思路，
第九届海峡青年节被中国国台办点赞为两岸青年交
流“金字招牌”；举办海峡论坛福州市活动等115项榕
台交流项目，其中5项被列为中国国台办重点交流项
目。

一年来，榕台各领域交流蓬勃开展，台胞台企畅享
发展机遇和同等待遇，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坚持以人为本
有福之州更好地造福于民

创造高品质生活，关键在于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一年来，福州扎实推进集团化办学，
设立59个教育集团，覆盖279所学校；率
先探索“集成化医改”，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建成运营；统筹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办好长者食堂和四点钟学校等，打造
军门、苍霞等一批示范社区；试点推进长
租公寓，新建租赁房 5.3 万套、安商房 1
万多套……一件件为民实事，让民生温
度直抵人心。一幅幅“温暖榕城”的生动
画面，构成治理有序、人民幸福的高品质
生活五彩画卷。去年，各级财政用于民
生支出 740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79.9%。

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中国首批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城市、中国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试点城
市等荣誉，是福州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的生动诠释，是有福之州造福于
民的有力见证。

坚持绿色发展
海滨城市山水城市更加美丽宜居

有福之州，生态条件得天独厚。
从“三山两塔一条江”到“两江四岸

一面海”，“东进南下，沿江向海”成为福
州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脉络。江、河、湖、
海是福州展示海滨城市、山水城市风貌
的天然元素，也是福州绿色发展的宝贵
资源。

福州用好山水资源禀赋，持续加强
城市生态建设，创新城区水系联排联调
机制，建立“河湖长制”、设立“河长日”，
陆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公园
建设等，成为中国最“绿”的城市之一。

福州大力实施“美丽河湖”“美丽闽
江”“美丽海湾”工程，努力让有福之州山
清、水秀、城美。精心打造“两江四岸”等
主要景观带，“闽江之心”惊艳亮相；滨海
新城岸段入选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江、海、山、林、沙、鸟生态要素交汇映衬
的景观闻名中国。

福州上榜中国十大“大美之城”，名
副其实、实至名归。

游客在福山郊野公园里“七溜
八溜不离福州”石刻前打卡拍照。

林双伟/图

三坊七巷。 叶义斌/图

余晖里，福山郊野公
园美景如画。

林双伟/图

福光公司超精密加工与检测实验室技
术人员在忙碌。 张人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