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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代表團向中外媒體開放 省委書記熱情邀約

赴閩觀山覽海 同享有福之地的福氣福運
受疫情影響，此前各代表團按照大會新聞中心要求分別舉行的媒

體開放活動，從2020年至2023年已中斷4年。2024年全國兩會開
幕後，此前各代表團的 「開放日」 活動紛紛重啟，重回媒體視野，
且多集中在聽取政府工作報告之後的兩天時間。 田琴

聚勢賦能 合作共贏

泉州用心用情打好新時代「僑」牌
近年來，泉州充分發揮在外僑商

和僑港澳台資源豐富優勢，堅持系
統謀劃、聯通全球、凝心聚力，激
活海內外泉商力量，全面開展 「聚
僑引僑和泉商回歸」 專項行動，做
好 「僑商」 「泉商」 文章，拓展融
入新發展格局、對外交流合作新圖
景，逐步構建內引外聯、雙向奔
赴、融合發展的 「聯誼+經貿+招
商」 工作機制，確保僑商和在外泉
商投資項目落地落實，為泉州新一
輪高質量發展注入澎湃新動力。

刺桐

泉州灣大橋。

泉州開元寺。

3月6日下午，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福建代表
團舉行全團審議，並在暌違四年之後再次向境內外
媒體開放，吸引了70多家境內外媒體和100多名記
者的共同關注。福建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
任、代表團團長周祖翼主持，福建省委副書記、省
長、代表團副團長趙龍出席，並分別回答了記者提
問。

努力讓綠水青山永遠成為福建的驕傲
「剛剛過去的春節假期，福建全省接待遊客3257

萬人次，實現旅遊收入超277億元人民幣，均創歷
史新高。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們良好的生態環
境。」針對如何發揮優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讓綠
水青山永遠成為福建的驕傲這一到會媒體最為關注
的話題，周祖翼首先對廣大媒體朋友長期以來給予
福建發展的關注支持表示真誠感謝，並回答道，福
建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實踐地，
習近平總書記在廈門工作時組織開展篔簹湖綜合治
理，在寧德工作時強調 「森林是水庫、錢庫、糧
庫」，在福州工作時大力推動閩江水環境綜合整
治，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時提出 「青山綠水是
無價之寶」等重要理念，開創了莆田木蘭溪治理、
長汀水土流失治理、武平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等重大
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關心關
懷福建生態文明建設，將 「生態美」納入新福建宏
偉藍圖的重要內容，為福建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提供了根本遵循。

周祖翼向大家介紹說，近年來，福建牢記習近平
總書記重要囑託，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
想，重點對標黨的二十大報告中 「協同推進降碳、
減污、擴綠、增長」這一重要要求，一以貫之推進
生態省建設，發揮福建作為首個國家生態文明試驗
區的改革 「試驗田」作用，把改革的精神、改革的
思維和改革的方法貫穿生態文明建設工作之中，努
力推動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持續拓寬 「綠

水青山」轉化為 「金山銀山」的路
徑，奮力建設美麗中國先行示範省，
努力讓綠水青山永遠成為福建的驕
傲。如今的福建，天更藍了，去年全
省設區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
98.4%；水更清了，全省主要流域國控
斷面優良水質比例達 99%；海更凈
了，全省近岸海域水質優良比例達
88.7%；山更綠了，全省森林覆蓋率達
65.12%，連續 45 年保持全國首位，
「清新福建」名片更加亮麗。

「來到福建的朋友們都說，這裏的
空氣新鮮，藍天白雲、清水綠岸、碧
海銀灘悅目怡人！」周祖翼熱情邀請
大家，常到福建走走看看，領略山海
秀美自然風光，體驗多元厚重歷史文
化，品鑒地道特色閩菜福茶，享受有
福之地的福氣福運！

確保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一個都不掉隊
「無論是過去的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還是現在的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
裕，山海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都是我們必須跨
過的一道 『坎』。」針對福建在實施山海協作、促
進區域協調發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如何
念好新時代 『山海經』這一問題，趙龍回答了記者
提問。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就對
推動山海協作高度重視，為福建上下創造了寶貴的
思想財富、精神財富和實踐成果。這些年來，歷屆
省委、省政府大力傳承弘揚習近平總書記開創的重
要理念和重大實踐，念好 「山海經」，下好 「一盤
棋」，着力拉近山海時空距離，深化山海產業合
作，推動山海公共資源共享，促進山海環境協同保
護，福建省區域發展更加協調，成為唯一所有設區
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

趙龍表示，山海協作依然任重道遠。去年，福建
省委、省政府結合開展主題教育，深入調查研究，
出台了做深做實新時代山海協作《意見》和一攬子
配套政策，明確了念好新時代 「山海經」的發力方
向，重點在聯手、聯建、聯通、聯動上下功夫。聯
手，就是大手拉小手，共富一起走，把縣與縣幫扶
升級為市與市結對，同時鼓勵提倡縣、鎮開展跨區
域協作，建立更加自主、靈活、有效的協作機制。
聯建，就是要建好 「產業飛地」 「科創飛地」 「消
薄飛地」 「人才飛地」，項目共招、園區共建、產
業共興、資源共享、人才共引，增強山區 「造血功
能」。聯通，就是在全國率先實施 「鄰縣高速通」
「鄉鎮便捷通」工程，打通 「毛細血管」，力爭到

2025年全省90%陸域鄉鎮、100%重要產業園區實現
30分鐘內上高速。聯動，就是加強與長三角經濟區
和粵港澳大灣區對接，推動滬明、廣龍對口協作走
深走實，促進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確保在共同富裕
的道路上一個都不掉隊。

一問一答將福建的好聲音傳遍海內外
從深化傳承弘揚 「四下基層」、推動重點項目高

質量發展，到如何打造台胞台企登陸的 「第一家
園」、閩台融合發展將給廣大港澳同胞帶來什麼樣
的機遇，到怎麼通過數字經濟、海洋經濟發展增強
新質生產力，以及福建在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
化、創新性發展方面有哪些做法舉措……到會媒體
聚焦福建的生態文明、山海協作、閩台融合、海洋
經濟、數字經濟等話題踴躍提問。王進足、黃建
波、吳賢德、張永寧、黃茂興、陳國鷹等代表坦誠
作答、積極回應，現場氣氛熱烈。

而這些議題，正是福建工作的亮點、特色和優
勢所在，湧動着新思想在閩孕育實踐的源頭活
水。一問一答之間，來自福建的好聲音不斷從會
場傳開，新福建的山海畫卷也徐徐展開，讓大家
感受到潮湧東南、氣象萬千、蓬勃而來的強勁發
展動力。

內引外聯 融入服務新發展格局
泉州堅持以僑為橋，以商為媒，催生 「化學反

應」，把華僑所能、泉州所需精準鏈接起來，讓
「僑」和 「鄉」實現深度融合。
一是聯誼引僑。拓展海內外泉籍鄉親 「雙向奔

赴」渠道，成立海外聯誼會、世界泉州青年聯誼
會，舉辦返鄉經貿考察座談會暨泉州市招商推介會
等聯誼招商活動。組織赴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
和港澳地區開展招商推介活動，持續開展 「泉籍精
英故鄉行」 「海外僑商泉州行」 「異地泉商返鄉
行」等系列活動，增添投資興業信心，推動海內外
僑商泉商交流協作、融合發展、互利共贏。
二是平台聚僑。創新舉辦首屆 「海絲」僑商投資

貿易大會，推動30個國家和地區近千名泉籍僑親齊
聚泉州，現場簽約 71 個項目、總投資 1195 億元人
民幣；承辦第三屆中德科技論壇，深化科技創新交
流合作；舉辦第四屆 「同心盃」留學人員創新創業
大賽，推動13個項目落地泉州；建成國潮泉州優品
展示中心，在海外建設泉州優品海外展示點儲備項
目10個；新建10個新僑創新創業基地，打造為僑商
服務示範平台。
三是架 「橋」 通僑。依託民生製造、網商貨源地

優勢，發揮90%以上泉籍華僑分布在RCEP沿線形
成的豐富人脈資源和商務渠道等優勢，拓寬交流對

接通道，推動泉州港口新增外貿集裝箱班輪航線5
條、開通RCEP航線4條，加速泉企泉商國際化。
積極向國家外匯局爭取，獲批全國第三個、全省首
個僑匯結匯便利化試點城市，搭建 「刺桐僑匯」服
務平台，促進華僑經濟要素回流。

文潤僑心 讓「桑梓深情」化為投資強動力
泉州重鄉情、引回歸，發揮世界遺產城市歷史文

化厚重優勢，講好海內外泉州人的泉州故事，打造
海內外泉籍鄉親的精神家園，增進僑親參與家鄉經
濟社會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
一是打造陣地。推進南洋華裔族群尋根謁祖綜合

服務平台建設，平台導入譜牒文獻、姓氏宗祠、海
內外僑情、僑村標誌性建築等數據，數字化掃描重
點僑村族譜8000多冊，幫助近百位僑胞找到家鄉親
人。建成永寧鎮華僑歷史紀念館、 「披雲靈光家國
情故事館」等精品鄉村僑史館、僑領館200多處，
打造僑胞鄉愁記憶展示空間。舉辦 16 期 「尋根之
旅」夏（冬）令營活動，來自18個國家500多名海

外華裔青少年參加活動，培育僑界新生力量。
二是立體傳播。加大涉僑法律建設力度，推進

《泉州市華僑歷史遺存保護條例》立法工作（目
前，全國還沒有一部專門保護華僑歷史遺存的設區
市法規），以立法的形式加強僑鄉文化保護。開展
《番客樓裏的僑心》專題宣傳，發掘出眾多泉州
「僑文化」故事，喚醒了泉州與海外僑胞僑眷的美

好歷史記憶，推動僑文化的廣泛傳播。舉辦 「僑
見·世遺泉州」短視頻創作大賽等，發布首屆海絲
僑商投資貿易大會主題曲《泉州人》《個個猛》
等，多維度宣傳中華文化、華僑文化、閩南文化。
三是活化利用。實施 「留住根脈」華僑歷史文化

傳承展示工程，全面啟動 「刺桐僑厝」保護利用三
年行動，更好地延續泉州僑厝、僑居、僑村傳統文
化和歷史風貌，構建系統性、整體性華僑建築保護
體系。盤活僑房、僑厝、僑捐工程等，助推文旅經
濟發展，引導著名僑領陳守仁家族捐資1億元建設
華僑國際體育文化交流基地，主動對接華僑城、銀
河高科等僑企文旅項目，打造一批華僑旅遊路線，

讓海內外僑胞留住記憶，記住鄉愁，

服務賦能 打造華僑溫暖之城
泉州主動適應發展新形勢、僑情新變化，全方位

構建為僑服務體系，讓泉州成為華僑投資創業首選
地，讓華僑共享泉州改革開放的發展機遇。
一是造優環境。成立泉州民營經濟研究院，設立

「泉州企業家日」，評選民企百強，營造尊商、重
商、親商、護商社會氛圍。
二是暖僑惠僑。建立完善建立百個重點僑領、百

個重點僑團、百個重點民企、百個新階代表等信息
庫，完成泉州市海聯會、世界泉州青年聯誼會換屆
工作，夯實僑務工作基礎。持續開展 「暖僑」慰問
工作，為海外僑胞帶來更多獲得感。
三是創新載體。在異地泉籍商會掛牌成立 68 個

「泉商回歸辦公室」，創新搭建同心會客廳，實施
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改造提升工程，加快建設 「故
土家園——海內外泉僑泉商聯絡總部」，為返鄉僑
親聯絡聯誼、交流合作提供溫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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