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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力 争 全 县 GDP 增
长 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 以 上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0%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增 长 5% 。 重 点 从
四方面发力。

一是狠抓实体经济。
坚 持 制 造 业 当 家 ，从

“投入思维”转向“产出思
维 ”，资 源 要 素 优 先 支 持

“打粮食”项目，加快县科
创园、新型陶瓷产业园等
平台建设，增加土地收储
300 亩 以 上 。 加 大 招 商 引
资力度，瞄准乡贤企业、龙
头企业和上市公司 ，确保
完 成 45 亿 元 招 商 引 资 任
务 。 推 进 总 投 资 12 亿 元
的鸿智信、博睿能、讯源吉
玉等项目建设，力争工业

投资增长 90%以上。
二是狠抓项目建设。
抢抓苏区+湾区政策机

遇，争取更多项目列入国家
和省项目库。扎实抓好年度
总投资 41 亿元的 36 个重点
项目建设，全力跟进33个入
库债券项目，加紧推进总投
资 148.5 亿元的大埔电厂二
期、青溪抽水蓄能电站、茶阳

防洪堤等重大项目。
三是狠抓乡村振兴。
大 力 实 施“ 百 县 千 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借
力 省“1 + 2”对 口 支 援 政
策，加快打造蜜柚、茶叶等
特色产业集群，推进农村
产业多元化，确保完成粮
食种植任务，力争农业总
产 值 增 长 6% 以 上 。 实 施

乡 村 建 设 行 动, 全 面 提 升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挖掘
保护利用闽粤赣边纵队革
命历史资源，抓好中央红
色交通线、三河坝战役纪
念 园 等 革 命 遗 址 活 化 利
用，重点打造红色三河、古
镇 百 侯 等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带，创建红色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

四是狠抓绿美大埔建设。
围绕实施“三大任务、

九大工程”，优化林分、优
美林相，完成林分优化提升
3.6 万亩、森林抚育提升 12
万亩，实现“绿富”双赢。

【来 源】南 方 日 报·大
埔视窗

【记者】陈泽铭
【通讯员】余灏 罗文燕

2023年大埔重点工作清单

大埔以红色基因为指引大埔以红色基因为指引，，正在加速发展正在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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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埔县城工业小区内在大埔县城工业小区内，，工人正在有序生产工人正在有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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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县召开动员大会吹响高质量发展号角
锚定目标 谱写苏区振兴新篇章

一年春作首，万象始更
新。继广东省、梅州市相继
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后，2
月 3 日，梅州大埔县马不停
蹄地召开全县高质量发展
暨苏区融湾先行区建设动
员大会，对全县工作进行动
员部署。

战 鼓 激 荡 催 人 奋 进 。
作为广东首个原中央苏区
县，大埔正以“等不起”的
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
速吹响奋起直追、竞标争
先、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岭南春来早。新的一
年，大埔何以选择紧紧锚定
高质量发展，又将如何谱写
出苏区振兴崭新的篇章？
认清现状知不足而奋进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首要任务。作为广东首个
原中央苏区县，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
埔责无旁贷。

高质量发展，同样是苏
区振兴的内在要求。昔日，
在大埔这片红色热土上，无
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用生命托起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的重任。“没有三河坝战
役，就没有井冈山会师。”发
生在三河镇的这场战役，起
义军、苏区百姓以鲜血为代
价，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另
一边，摧不垮打不掉的中央
红色交通线，书写了中国革
命史光辉的一页……

传承红色基因，筑牢振
兴之魂。而今，30 多万大
埔人民在苏区精神的指引
下，不断激发只争朝夕、拼
搏进取的内生动力。“狠抓
发展第一要义。”大埔突出
实体经济、乡村振兴两大重
点，发展的步伐日益稳健。

2022 年，大埔全年预计
完成生产总值 101 亿元，增
长 1.5%。其中，产业基础持
续向好，全年新增规上企业
5家，完成工业投资10亿元，
技 改 投 资 4.97 亿 元 ，比 增
210.8%；先进制造业日益壮
大，实现税收 1244 万元，比
增 37.7%……承载着大埔人
民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苏
区振兴梦，正逐渐成为现实。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大埔发展存在的不足。从总
体上看，大埔经济体量小，相
比梅州梅县区 241 亿元、福
建省永定区312亿元的经济
总量，大埔赶超发展依旧任
重道远。从局部上看，大埔
产业发展短板明显，突出表
现为工业基础薄弱，陶瓷产
业“小散弱”，先进制造业规
模小，缺乏龙头企业等。

一个地方的发展，犹如
“逆水行舟”，停滞不前就
意味着倒退，不去拼抢就意
味着失败。当下，大埔面对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
激烈竞争态势，容不得“慢
进”，更容不得“不进”，必
须稳中奋进、好中加快。

要把握大局大势。坚
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自觉把大埔置身
于全国发展大局，不做“无
头苍蝇”，更不做“井底之
蛙”，既要自信自立自强，
也要借力借势借智，不断做
实“融湾”“联海”文章。

要抢抓政策机遇。全县
上下要运用好《支持梅州对
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振
兴发展总体方案》等政策，切
实将政策机遇从“纸面”落到

“地面”，把政策红利落到具
体项目，转化为发展优势。

要 更 加 深 化 县 情 认
识。当前，大埔整体产业发
展趋势逐步跟上节奏，产业
结构不断完善，先进材料、
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
带动能力显著提升。园区
建设扎实有序，承接能力持
续增强。

高质量发展工作千头
万绪，对于大埔而言，更需
抓住重点，从全局的角度出
发，牢牢抓住改革、项目、
产业三项重点，纲举目张做
好工作。

实践证明，高质量发展
绝非风平浪静下的马到成
功，也不可能是鲜花掌声中
的乐享其成，而注定是一条
需要迈过重重险滩、陡坡、
难关的艰辛道路。在机遇
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前
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
应对，大埔必须向着高质量
发展持续前行，必须紧抓机
遇拼出苏区新风貌、拼出苏

区新未来。
亮明姿态以“实干”担

当开局起步
方向确定了，方法便为

王；方法不一样，结果也不一
样。纵观整场大会，没有高
大上的口号，只围绕“实干”
二字，畅所欲言，真情流露。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推动高质量发展 ，没有捷
径，唯有务实务实再务实。
大会上，县委书记黄增国郑
重地说道：“全力围绕向市
委承诺全年 GDP 增长 6%、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的
目标，全力拼出一条大埔赶
超发展新路径。”

高陂、三河、百侯 3 个
乡镇，以及发改、科工、农
业 3 个部门的负责人作了
表态，其他镇（场）和有关
单位作了书面发言。这些

表态发言恳切满怀：把发展
现状用数据的方式亮得明
明白白，把增长目标用数字
讲得清清楚楚。

会上还特别邀请鸿富
瀚、博富能和吉玉陶瓷 3 家
企业代表作了发言。大家
围绕大埔应当怎么办这一
问题出谋划策，甚至直击痛
点指出发展不足。

从这些方面，便可以清
晰窥见大埔高质量发展的着
力点所在：人人都是参与者，
要打破固定思维，凝聚来自
基层一线、产业一线的意识
和智慧，要把高质量发展转
化为众众之责、人人之慧。

百舸争流，奋楫争先。
锚定目标，在高质量发展这
条光明之路上勇毅前行 。
目标既定，便要按下“快进
键”、跑出“加速度”，在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上迅速行
动起来。

要在先行区建设中出实
绩。大埔紧紧抓住苏区融湾
先行区建设这个最大的利
好，与全市一道，从更大格
局、更宽视野、更高站位，全
面把握先行区政策在产业、
金融、项目、平台、要素、人才

等方面的重大机遇，清单式
列出工作任务，以“融湾入
海”为目标，奋力把文件从

“纸面”落到“地面”，将政策
机遇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
的发展成效。

要在发展实体经济中
见高低。实体经济是大埔
最大的短板和不足，但也是
最大的发力板和潜力板 。
大 埔 要 把“ 差 距 ”变“ 空
间”，必须把自身的发展放
到全国全省的发展大局，化
压力为动力，坚持融湾向
海，坚持制造业当家，用好

“1+N”人才政策体系，吸引
更多人才、资金、资源投入
到先进制造业、先进材料、
新能源产业和“打粮食”项
目建设上来，不断增强经济
自我造血能力。

要在招商引资中比作
为。当前，外出乡贤对大埔
发展倾心尽力，一批有文

化、有资源、有情怀的新时
代乡贤企业家纷纷回乡投
资创业，鸿富瀚、博富能、
汛源吉玉等一批实体项目
应运而生。大埔要全力用
好一把手招商、协会招商、
以商招商等办法，不断为大
埔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要在项目建设中拼进
度。扎实抓好年初确定的重
点项目和入库的债券资金项
目，所有资源跟着项目走、所
有要素围着项目转、所有干
部盯着项目跑，特别是要全
力服务好大埔电厂二期、青
溪抽水蓄能、茶阳防洪堤等
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要在县域振兴中创亮
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扎实推进“百县
千 镇 万 村 高 质 量 发 展 工
程”，着力办好一批民生实
事，全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要聚力推动新
型城镇化，全面提升城区辐
射带动力，打造品质县城；
要聚焦乡镇资源禀赋，因地
制宜打造亮点品牌，稳步增
强乡镇综合服务能力，建设
美丽圩镇；还要聚心加快乡
村振兴步伐，不断厚植农村

产业底气，补齐设施短板，
建设和美乡村，力争通过一
个时期的努力奋斗，真正让
大埔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
好的日子。
立足当下重整行装再出发

新的一年，大埔迎来新
的机遇、新的曙光。春节期
间，市、县重点项目省道 221
线大埔县湖寮至枫朗段公路
改造项目实现施工路段硬底
化通行，为当地群众送上了
一份春节出行“大礼包”。时
间再往前，总投资约6.6亿元
的省重点工程项目茶阳镇防
洪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建成
后对保障茶阳镇人民生命财
产和历史古迹安全、促进当
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当前，一批批大工程、大
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为苏区加快振兴“添油加
薪”。在解决认识问题、路径
问题和方法问题的同时，大
埔需加快消除依赖心理、转
变思想观念、勇于自我革新，
从管控思维、治理思维转向
服务思维，从投入思维转向
产出思维，从过日子思维转
向发展思维，锚定高质量发
展目标，狠抓发展第一要务，
实现苏区振兴美好愿景。

诚然，奋斗不是响亮的
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
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
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

正如黄增国在会上所
言：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实干
担当，大埔的发展没有旁观
者，各级各部门“一把手”
决不能当甩手掌柜，局长把
工作和项目推给副局长，副
局长推给股长，股长推给副
股长，副股长最后推给科员
落实。我们要清醒认识到
只 有 强 化“ 争 ”的 斗 志 、

“快”的节奏、“赛”的意识，
才能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
上实现赶超。

竞标争先，表面上“比”
的是项目、投资、增速，深
层次“比”的是干劲、作风、
精神。立足当下，大埔必将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更加积
极主动的姿态，融入高质量
发展大局。

要抢抓先机，坚决以行
则将至、做则必成的决心和
毅力，抢早抓先、先谋快动，
强而有力地推动工作落地；
要增强本领，不断提升引领
发展、改革攻坚、创新提升的
能力和水平；要明确目标任
务，把各项任务“列表、上墙、
建账、日清日结月盘点”，竞
标争先、赛龙夺锦，确保条条
战线出成绩。

要转变作风，坚决以开
展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
通过亮诺亮绩亮牌、现场会
点评、“比武打擂”等工作
举措推动全县上下刀刃向
内、深化改革，重点破除中
梗阻现象，全力破解不愿做
事、不敢扛事、不能成事、
作风漂浮的问题。

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用户思维，多站在企业
角度考虑问题，多在审批上
做减法、在服务上做加法，多
把会议开在工地上、开在工
厂里，用实实在在的优质服
务，当好企业的服务员、做好
企业的后勤部长，让企业敢
为、愿为、能为，一起为高质
量发展献计出力、建功立业。

要用结果说话，要把所
有工作的落脚点都放在干
成事上，不单要干事，还要
干成事，要在全县营造“今
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
是晚”的紧迫感、危机感。
县委将进一步优化选人用
人导向，坚决重用在一线经
过历练、成绩优异的党员干
部，真正让“干和不干”不
一样、“干快干慢”不一样、

“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
干坏”不一样。真正让吃苦
的人吃香、实干的人得实
惠，让安于现状的人不安、
跑门路的人没门。

最后，要坚信，苏区人
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
的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