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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指出，過去的一年閩台融合再譜新篇。加快
基礎設施應通盡通，福建向金門供水共計超3000萬
噸，廈金望嶝變電站投產，廈門第三東通道開工建
設， 「小三通」客運、榕台空中客運、平潭對台貨
運航線復航。促進經貿合作互惠互利，新設台企戶
數和實際利用合資規模保持大陸首位，閩台貿易額
累計突破1.5萬億元。6個台灣農民創業園連續六年
包攬國家考評前六名，研製發布 181 項兩岸共通標
準。支持基層民眾交流交往，引進台灣鄉建鄉創團
隊 132 支，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增至26 家、居大陸首
位。成功舉辦第十五屆海峽論壇、第十一屆海峽青
年節、第八屆世界媽祖文化論壇等重點活動近 280
場，島內台胞來閩達3萬人次，兩岸同胞越走越近、
越走越親。

新的一年裏，福建將加快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
區，努力在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上邁出更大
步伐，以福建高質量發展服務祖國統一大業。

着眼加快建設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打造兩岸
社會融合示範樣板。推出更多便於台胞參與的社會
融合項日、基層治理崗位，鼓勵更多台胞投身生態
環保、鄉村振興、社會公益、司法服務等各項事
業。優化在閩台胞子女申請就讀中小學和公立幼兒

園流程，擴大高校對台招生規模，合作興辦職業學
校，設立一批兩岸青少年研學基地。落實取消台胞
在閩暫住登記政策，拓展台灣居民居住證應用場
景，推動台胞在閩就醫、購房、養老服務、社會救
助等享受當地居民待遇。擴大台灣地區職業技能資
格直接採認範圍，建好用活台灣青年創業就業基
地。完善海絲中央法務區、海峽兩岸仲裁中心等涉
台服務功能，提升台胞權益保障法官工作室、檢察
聯絡室等運行質效，讓涉台司法服務更高效、更便
利、更溫暖。

持續深化經貿合作，打造兩岸經濟融合示範樣
板。拓展對台連接通道，推動加密 「小三通」航
線、閩台空中直航連接，加快推進閩台與長三角、
粵港澳大灣區和中西部運輸通道建設，推動共建兩
岸物流集散中心，促進對台客貨運樞紐設施提級擴
能。依法依規放寬台資台企市場准入限制，建設兩
岸標準共通服務平台，支持海峽股權交易中心深化
「台資板」建設，完善台胞台企權益保障協調聯動

機制。高質量建設海峽兩岸集成電路產業合作試驗
區、生技和醫療健康產業合作區等涉台園區，加快
布局建設古雷石化基地重大石化項目，支持中國東
南（福建）科學城打造海峽區域創新平台，提檔升
級台灣農民創業園、閩台農業融合發展產業園，促
進閩台經貿合作提質增效。

加深血脈相連、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打造兩岸

同胞情感融合示範樣板。辦好第十六屆海峽論壇，
深入開展 「遷台記憶」檔案文獻徵集、保護、開發
利用和數字化工作，鞏固拓展閩台同名同宗村交
流。辦好第十二屆海峽青年節，推動閩台青年社團
和中小學校結對交流，開展閩台棒壘球等青少年特
色體育項目合作。加強閩台歷史文化、南島語族文
化等研究，深入實施涉台文物保護工程，推進兩岸
媽祖文化史跡、關聖文化史跡、開漳聖王信俗、閩
南紅磚建築申遺，開展民間藝術、地方戲曲、體育
文藝等雙向交流，不斷增進台灣同胞民族認同、文
化認同、國家認同，讓兩岸親情割不斷，不再區分
你和我。

因地制宜、以點帶面，先行先試促進全域融合。
提升廈金融合質效，縱深推進廈門綜合改革試點，
打造廈金 「同城生活圈」。促進福馬創新融合，謀
劃建設福馬產業合作園區，打造福馬 「同城生活
圈」。加快平潭開放發展，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先行
區域，探索對台服務貿易創新發展，推動平潭至台
灣本島海上客運航線復航，支持開通對台郵輪航
線。拓展其他地區對台融合實踐，加快建設泉州和
漳州世界閩南文化交流中心、三明海峽兩岸鄉村融
合發展試驗區、莆田媽祖文化中心，發展龍岩和三
明客家文化對台交流項目，支持南平打造生態文旅
產業對台合作品牌、寧德打造閩台新能源汽車智造
基地。

1月23日，福建省十四屆人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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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位省人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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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福建省長趙龍代表福建省

人民政府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
呂斯達

征程萬里風正勁 重任千鈞再奮蹄
福建省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開幕 趙龍作政府工作報告

本次政府工作報告，給聽會代表最深的
感觸，就是撲面而來的人民情懷。代表們
會後所發的朋友圈，談及最多的，也是趙
龍省長關於 「人民」 的論述。

趙龍省長說，堅持為民施政，盡力而為、量力而
行、久久為功，民生支出佔財政支出的 77.1%，入
學、托幼、住房、養老等老百姓高度關注的29項省
委省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全面完成。辦理人大代表建
議673件、政協提案699件，辦結率均為100%。

趙龍省長還說，始終堅守初心，牢記政府前面 「人
民」 二字，把群眾路線作為根本工作路線，撲下身
子、沉到一線，拜人民為師、向人民學習，確保決策
回應人民關切、施政順應人民意願；把為人民添福造

福作為最大追求，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囑，推
動政策向民生聚焦、資源向民生傾斜、服務向民生覆
蓋，努力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把人民滿意作為
最高評價，謀劃工作先看人民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
興，工作成效再由人民來檢驗、來評判。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民之所得、政之所樂。」
趙龍還心心念念地說，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努力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
子。

這是一份以人民至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政府工
作報告，這種撲面而來的人民情懷，實在令人動容。
讓我們為這位牢記政府前面 「人民」 二字的人民政府
省長手動點讚！ 呂斯達

趙龍指出，過去一年，福建積極培
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實體根基更加穩
固。初步統計，2023 年全省地區生
產總值54355億元、增長4.5%，固定
資產投資增長 2.5%，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增長5%，城鎮居民、農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 4.3%、
6.9%，城鎮調查失業率 4.8%，居民
消費價格與上年持平。

產業升級蹄疾步穩。實施省重點技
改項目1704 個、總投資4477 億元，
關鍵業務環節全面數字化企業佔比居
全國第三位，福州、廈門入選全國首
批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試點城市。建
成光儲充檢一體化充電站 15 座，全
球最大 18 兆瓦直驅海上風電機組順
利下線。動力電池、鞋服、化工、食
品等產業鏈條更加堅實，竹產業、陶
瓷產業高質量發展步伐加快。6個設
區市入選全國先進製造業百強城市，
中沙古雷乙烯項目進入建設實施階
段，莆田入選中國食品產業名城。數
字經濟增加值達2.9萬億元，海洋生
產總值達1.2萬億元，清潔能源裝機
比重達 63%，實現旅遊總收入 6981
億元。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世界航海
裝備大會、亞太電協大會成功舉辦，
行業風向標、合作策源地、成果展示
窗作用日益凸顯。

民營經濟提質增效。寧德時代獲中
國工業大獎、動力電池出貨量連續7
年全球第一，福耀汽車玻璃市場佔有
率達34%、長期保持全球第一，安踏
入選全球十大最具價值運動服飾品
牌。民營經濟貢獻了全省近70%的地
區生產總值、70.6%的稅收、70%以
上的科技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
勞動力就業和94%的企業數量。越來
越多的民營企業為福建增了光、添了
彩，為高質量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重點領域風險有效防範。聚焦金融
領域，加強金融風險監測評估、預警
和處置，不良貸款率保持較低水平，
持續保持無高風險機構的良好態勢。
聚焦房地產領域，穩妥處置房企債務
風險， 「保交樓、保民生、保穩定」
工作可控有序。聚焦財經領域，制定
一攬子化債方案， 「一地一策」化解

個別重點區域地方債務風險。
趙龍指出，過去的一年，挑戰前所未有，困

難超出預期。但全省上下始終堅毅前行，保持
戰略定力，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不氣餒，堅持高
質量發展不動搖，及時出台助企紓困政策，讓
企業有全面的感受、真實的體驗、確切的實
惠，幫助企業增強信心、恢復發展；保持轉型
耐力，牢牢把握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最佳時
機，苦練高質量發展內功，持之以恆推進傳統
產業數字化轉型、智能化改造，鍥而不捨培育
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未來產業，推動產業向
中高端邁進；保持深耕毅力，鼓勵引導企業心
無旁騖做實業、一心一意創品牌，努力把一片
葉、一根竹、一張紙等做到極致，把一雙鞋、
一塊玻璃、一組電池等做得更好，堅實地走在
高質量發展的康莊大道上。

趙龍指出，2024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 周
年，是實現 「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
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擘畫 「機制活、產業優、百姓
富、生態美」新福建宏偉藍圖 10 周年。今年經濟
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增
長5.5%左右。全省上下將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
發展理念，以實體經濟為根基，以科技創新為引
領，以改革開放為動力，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
態勢，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長，奮力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福建實踐取得新突
破。

趙龍在報告中也清醒地提到，福建發展還面臨不
少困難挑戰，具體表現在：消費仍處於弱復蘇狀
態，投資增長仍需擴力，外貿出口壓力加大；科技
創新不足問題較為突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還不夠
優，新興產業規模還不夠大，未來產業前瞻布局還
不夠快，拖欠企業債務問題仍然存在，部分民營企
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管困難等。

「我們將增強憂患意識，有效應對，全力解
決。」趙龍強調，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
定性仍在演化，經濟發展的周期性結構性矛盾交織
疊加，但有信心、有條件、有能力實現上述目標。

他表示，信心在於有中央豐富宏觀調控經驗實踐的
有力引導，有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牽引，有經濟
發展潛力強、迴旋餘地大的韌性，特別是習近平總書
記對福建工作始終高度重視、關懷備至，這是福建
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最大底氣、最強保證。

條件在於，福建省民營企業活力足，實體經濟根
基穩，投資興業環境優，新產業新動能正在加速培
育，新業態新模式正在蓬勃發展，新質生產力正在
加快形成，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
有改變，也不會改變，特別是黨中央、國務院支持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福建迎來新的重大機
遇，多區疊加優勢更加凸顯，開放格局更加寬廣，
發展前景更加光明。

能力在於，福建是著名革命老區，也是改革開放
先行省份，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敢拚會贏的奮鬥
精神，特別是經過三年新冠疫情大考和轉段後恢復
發展的磨礪，全省人民直面挑戰、攻堅克難的勁頭
更足，化危為機、應變求變的意識更強，承壓前
行、開創新局的本領更高，福建完全有把握跨越前
進道路上新的 「婁山關」 「臘子口」，推動高質量
發展邁步從頭越，行穩而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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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 有信心有條件有能力再上台階

兩岸交流 先行先試促進閩台全域融合

撲面而來的人民情懷
記者
手記

11月月2323日日，，福建省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在福州隆重開幕福建省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在福州隆重開幕。。 肖和勇攝肖和勇攝

代表們在仔細閱讀會議材料代表們在仔細閱讀會議材料。。 肖和勇攝肖和勇攝

代表們步伐堅定地走進福建會堂代表們步伐堅定地走進福建會堂。。 肖和勇攝肖和勇攝

代表們認真聽取趙龍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代表們認真聽取趙龍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肖和勇攝肖和勇攝

S3 2024年1月25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