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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力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福建篇章
福建省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開幕 周祖翼主持 趙龍作政府工作報告

1月11日，福建省十四屆人大
一次會議在福州隆重開幕。肩負
着全省人民的重託，來自全省各
條戰線、各行各業的省人大代
表，滿懷豪情、步伐堅定地走進
福建會堂，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
高度的責任感出席大會，依法履
行神聖職責。

大會由執行主席、主席團常務
主席周祖翼主持。福建省長趙龍
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會作政府工
作報告。 田琴 呂斯達

2022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突破5萬億元

過去五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躍升至全國第四位
趙龍表示，過去的五年，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定堅決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記囑
託，感恩奮進，新發展階段新福建建設邁出了堅實
步伐。

綜合實力顯著提升，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全
省地區生產總值連跨兩個萬億元台階，年均增長
6.4%左右、居東部地區第一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連
跨四個萬元台階，突破 12 萬元，躍升至全國第四
位，是唯一所有設區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都超過全國
平均水平的省份。全面建成 「兩縱三橫」綜合運輸通
道，基本建成東南沿海現代化港口群，新型基礎設施
建設取得積極成效。提前完成脫貧攻堅的歷史任務，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現行標準下45.2萬建檔立卡貧困
人口全部脫貧，2201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全部退出，
23個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全部摘帽。如今的福
建，經濟更具實力、發展支撐有力，站在了新的更高
歷史起點上。

創新動能加速釋放，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
全社會研發投入翻了一番，發明專利有效量增長
1.38倍，國家級服務型製造示範企業達33家、居全
國第三位；汽車玻璃、動力電池等技術國際領先，
科技特派員和技術服務實現鄉鎮全覆蓋、產業全覆
蓋。工業增加值總量躍升至全國第六位，百億工業
企業達58家，千億產業集群達21個。數字經濟、海
洋經濟、綠色經濟、文旅經濟成為新增長極。現代
服務業發展提速提效，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
47%，廈門、福州、泉州列入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名
單。如今的福建，發展動能更加強勁，創新創業創
造蔚然成風。

城鄉加快融合發展，區域一體化建設進程提速。
改造老舊小區81.2萬戶，建設提升福道5560公里，
設區市建成區黑臭水體基本實現 「長制久清」。全
省城鎮化率達 70.4%。十大鄉村特色產業全產業鏈

總產值達2.3萬億元，多彩閩茶、沙縣小吃等富民產
業走向全國。閩西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示範區獲批
建設，居民收入增速持續高於全省平均水平，上杭
成為全國百強縣中唯一的原中央蘇區縣。福州、泉
州雙雙跨入萬億級城市行列。 「閩寧模式」成為全
國東西部協作的典範，援藏援疆工作獲評全國績效
考核先進典型。如今的福建，城鄉面貌煥然一新，
山海協作同譜新篇。

改革開放縱深推進，發展潛力空間得到新拓展。
「放管服」、財稅金融、國資國企、農村集體產權制

度等領域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三明醫改經驗在全國
推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成為全國標杆。自貿試驗區
推出146項全國首創舉措， 「絲路海運」等標誌性工
程影響力不斷擴大，新增國際友城23個。進出口總
額年均增長11%，66種商品出口規模居全國第一。新
設外資企業超1萬家，高技術產業吸收外資年均增長
12%。廣大僑胞在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發揮了重要
作用。如今的福建，發展活力競相迸發，開放大門越
開越大。

閩台融合走深走實，第一家園建設取得新成效。秉
持 「兩岸一家親」理念，落實同等待遇。經貿合作更
為密切，62家台灣百大企業在福建直接投資布局，6
個國家級台灣農民創業園連續五年包攬國家綜合評價
前六名。融通路徑更加順暢，研製發布兩岸共通標準
62 項，金門供水工程讓 「兩岸一家親、共飲一江
水」的願景成為現實。惠台利民更有溫度，直接採認
台灣地區專業技術職業資格11項、職業技能資格34
項。交流交往更趨緊密，閩台親情鄉情延續工程持續
開展，海峽論壇、海峽青年節、世界媽祖文化論壇等
品牌效應日益彰顯。如今的福建，眾多台胞台企台青
在這裏追夢、築夢、圓夢，心更近、情更深、意更
濃。

民生福祉持續增進，人民生活品質大幅度提高。超
七成財政支出投向民生社會事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突破4萬元、年均增長6.2%，城鎮新增就業282萬
人。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穩定在95%左右，每千名老
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由30張增加到39張，160萬群
眾通過保障房、棚改房解決了住房困難。教育經費投
入達6685億元、年均增長7.9%。 「泉州：宋元中國
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如今
的福建，老百姓日子越過越紅火，幸福夢正一天天照
進現實。

綠水青山 「顏」 「值」同升，生態省建設交出
高分答卷。木蘭溪治理、生態保護補償等 39 項改
革舉措和經驗做法向全國複製推廣，生態文明指
數全國第一，污染防治攻堅戰考核均為優秀，
「長汀經驗」成為世界生態修復典型，武夷山成

為首批國家公園。九市一區全部獲評國家森林城
市，森林覆蓋率 65.12%、連續 44 年保持全國第
一。以約佔全國 3%的人口、1.3%的土地、2.9%的
能耗，創造了全國 4.3%的經濟總量。如今的福
建，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 「清新福建」更
加靚麗。

社會治理深入推進，公共安全網織得更密更牢。平
安（綜治）建設考評穩居全國前列，安全生產專項整
治三年行動圓滿收官。建成高標準農田660萬畝，成
為雜交水稻製種第一大省。連續3年獲評國家食品安
全評議考核A級。大力支持國防和部隊建設，是全國
唯一所有設區市連續五屆獲評雙擁模範城（縣）的省
份。如今的福建，社會安定、生活安寧，人民群眾更
加安心舒心。

政府建設不斷加強，政務服務效能實現新提升。機
關效能建設持續深化，省政府門戶網站績效評估全國
第一，12345 政務服務便民熱線訴求辦理滿意率
99.9%。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
政治生態更加風清氣正。如今的福建， 「馬上就辦、
真抓實幹」成為廣大幹部的自覺行動，服務企業群眾
更加積極主動、用心用情。

趙龍強調，新的一年裏，福建將全方位
推進高質量發展，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
濟社會發展，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實
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為在推
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展現福建作為、譜寫福
建篇章開好局、起好步。

奮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製造業
競爭力，加快支柱產業提質增效，促進傳
統產業提檔升級，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融
合集群發展。積極引進製造業高端項目，
組織實施省重點技改項目 1000 項以上。
引導企業以高標準引領高質量，以高質量
創建名品牌；提升市場主體活力，突出保
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鼓勵企業
心無旁騖做實業、一心一意創品牌。突出
培育龍頭企業、專精特新企業，新增專精
特新中小企業300家以上、 「小巨人」企
業100家以上。突出科學精準招商。突出
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突出構建親
清政商關係。

着力增強創新競爭力。堅持科技自立自
強，突出發揮福廈泉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集聚效應，支持現有平台建實建強、早出
成果、多出成果。突出企業科技創新主體
地位，全社會研發投入增長18%以上。突
出轉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推動 「科技—
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突出關鍵核心技
術攻關，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領性的重
大科技項目。

大力促進城鄉區域共建共享。着力提高
區域聯動發展水平，推動閩東北、閩西南
兩大協同發展區建設取得更大進展。加快
建設福州都市圈。加快建設廈漳泉都市
圈。加快建設閩西革命老區高質量發展示
範區。主動對接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

扎實推動改革攻堅新突破。強化數字化
改革引領，着力打造協同高效的數字政
府，提高政務服務 「一網通辦」、省域治
理 「一網統管」、政府運行 「一網協同」
水平。着力建設共治共享的數字社會。着
力構建富集多元的數據供給體系；打造一
流營商環境，以 「改」優服務，優化和再
造政務服務。以 「聯」促便利，推廣多式
聯運 「一單制」試點。以 「信」樹形象，
建設誠信福建。

深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大力度
穩定和擴大出口，積極推動工貿結合。
積極培育國際營銷公共平台。積極發展
市場採購、跨境電商、海外倉等外貿新
業態。積極拓寬中小微外貿企業融資渠
道。積極完善重點外貿企業服務保障機
制；更大力度釋放多區疊加效應，扎實
推進海絲核心區建設，推動中印尼、中
菲 「兩國雙園」建設方案盡快獲批。扎
實推進廈門經濟特區改革開放，建好金
磚創新基地。

加快建設海峽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深
入推進閩台產業合作，深入推進閩台優勢
企業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融合，深入推進
閩台合作平台建設，深入推進與金馬地區
通水通電通氣通橋；完善台胞在閩就醫、
住房、社保、養老、子女就學等制度保
障，完善台商台企權益保障協調聯動機

制，完善台灣青年來閩就業創業政策支持和服務體
系；推動閩台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閩
台基層和青少年交流，精心籌辦第十五屆海峽論
壇、第十一屆海峽青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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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祖翼宣布福建省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開幕。
張永定 肖春道 吳恩兒 攝

趙龍指出，2022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極為重要的
一年，舉世矚目的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邁出堅實步伐，全國上下歡
欣鼓舞，八閩兒女意氣風發。

初步預計，2022 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突破 5 萬億
元，一般公共預算總收入 5382.3 億元、同口徑增長
1.9%，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339億元、同口徑增
長5.5%，固定資產投資增長7.5%，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增長3.2%，出口增長11%以上，城鎮居民、農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 5.2%左右、7.6%左
右，城鎮調查失業率5.1%左右，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1.9%左右。

凝心聚力戰疫情，有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始

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快準嚴實細，有效
抗擊了多輪聚集性疫情；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醫務人
員、基層工作者以大勇氣概逆行出征，以大愛情懷護
衛蒼生，以大局意識守望相助，戰勝了前所未有的困
難挑戰，生動詮釋了偉大抗疫精神。

凝心聚力穩增長，有效保證經濟運行在合理區
間。全年退減降緩稅費1150億元，紓困專項貸款和
融資支持專項惠及企業 1.83 萬家。發揮投資關鍵作
用，增強消費基礎作用，發放 4 億元消費券，加強
運行分析調度，實現了一季度開門紅、二季度結果
好、三季度態勢穩、四季度衝勁足，主要指標位居
全國前列。

凝心聚力強動能，持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五大
行動」深入實施，全社會研發投入增長15%。 「六大
工程」扎實推進，中沙古雷乙烯項目開工建設，實施
省重點技改項目 1442 項，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
19%左右，寧德市動力電池集群列入國家先進製造業
集群。 「四大經濟」加快培育，數字經濟增加值達
2.6萬億元，開展100萬千瓦海上風電市場化競爭配
置試點， 「電動福建」三年行動計劃順利完成， 「福
文化」品牌全面打響，全域生態旅遊省建設扎實推
進。

凝心聚力增活力，提速推動改革開放進程。堅持
改革不停頓，推出 「一件事一次辦」改革事項
8125 個、精簡審批環節 67.6%，獲國務院肯定；公
立醫院綜合改革評價連續 7 年居全國前列，國企改
革三年行動圓滿收官， 「晉江經驗」進一步傳承
弘揚，民營經濟增加值增長 5%。堅持開放不止

步，第 22 屆投洽會等成功舉辦，實際使用外資增
長 7%，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貿易額增
長 10%。閩港閩澳合作不斷深化， 「僑」的優勢有
效發揮。

凝心聚力探新路，接續推進閩台融合發展。對台出
口增長20%以上，新設台資企業戶數、實際利用台資
金額均居全國首位，推出兩岸標準共通試點項目25
項。成立全國首個台胞職業資格一體化服務中心。第
十四屆海峽論壇等活動成功舉辦。

凝心聚力惠民生，穩步提高群眾生活品質。城鎮新
增就業51.97萬人。城鎮職工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增
長4%，城鄉低保年均標準提高到9999元。新增公辦
學前教育學位6.7萬個、義務教育學位13萬個，高等
教育毛入學率61%。4家醫院進入全國百強榜，排名
大幅提升。

凝心聚力優生態，加快改善城鄉環境面貌。全省
27.5%的國土面積劃入生態保護紅線，完成互花米草
除治13.5萬畝。九個設區城市空氣優良天數比例保持
穩定，主要流域優良水質比例98.7%。新建改造提升
城市道路870公里、公園綠地1136公頃。新建農村規
模化水廠73處、自來水普及率達89.1%，80%以上行
政村成為 「綠盈鄉村」。

凝心聚力保安全，全力維護社會安定穩定。全省安
全生產事故起數、死亡人數分別下降38%、32.3%，
實現糧食總產量 508.7 萬噸， 「省內環網、沿海雙
廊」電網主幹網架基本形成，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
作居全國第一檔，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常態化推
進掃黑除惡，群眾安全感率達99%以上。

趙龍作政府工作報告。張永定 肖春道 吳恩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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