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江与马祖一水相连。本报记者 郑瑞洋摄

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连江，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窗口
中的窗口。这不仅是因为连江近台临马的独特区位优势，也意味
着连江战略势能一跃而上，来到了全新的阶段和高度，一举一动都
将影响全局。

为何这么说？连江与马祖一水相连，是祖国大陆距离马祖最
近的地方。连江县黄岐半岛与马祖列岛最近处仅 8000米，素有

“里山”与“外山”之称。千百年来，连马两地民众血缘相亲、文化相
近、经贸相通，共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两山情”。

为此，连江决策者以全局视角打造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黄金
线”——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区。度假区目前已通过省级创建
验收，今年将实现国家级创建目标，正朝着建设“国际知名旅游目
的地”目标全力迈进，让游客“引得来、慢下来、留下来”的同时，力
争为两岸游客带来更多“诗和远方”。

新的文旅“打卡点”浮现，连江与马祖如何更好地双向奔赴？
不久前，马祖县长王忠铭带队来连江共商深化连江、马祖互惠

合作，与连江达成了11个项目17个具体事项的合作共识，包括海
域作业联合执法、小型船舶上岸维修事项、海漂物回收作业机制、
海洋产业合作等。

“做对的事情，就坚决而行！”王忠铭表示，“要把与连江融合发
展注入到马祖的发展蓝图中，借助‘母乡’的力量，才是未来马祖要
走的路。”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连江坚持发挥近台临马优势，突出以融赋
能，持续引育“融”的主体、提升“融”的平台、夯实“融”的基础，构建

“连马一日生活圈”，全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连马融合
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处在“窗口期”，新思路正打开新局面，连江大胆突破路径依
赖、思路障碍，以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区为载体，把马祖的景点
纳入“环马祖澳”精品旅游路线，并融入台湾、马祖元素，加快建设
黄岐—马祖海峡文化交流中心、台湾免税商城、黄岐—马祖海鲜
城、相思大道等标志性建筑。同时，谋划在连马海域共同打造海洋

牧场，共同投资投放深远海养殖、渔旅平台，打造“海上会客厅”，让
“海上看连江”“海上看马祖”文旅合作项目生成落地，打响连马特
色文旅品牌。

且长凌风翮，乘春自有期。奋斗时光，从来不是单向奔现，而
是双向奔赴。前进路上，68万人民涓滴汇流，“连江号”乘风破浪
有了最坚实依托、最强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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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福州北翼，濒临台湾海峡，坐拥3112平方公里海域、238
公里绵长海岸线，畅享500多种海鲜，海洋是连江最鲜明的特征
和发展的最大优势。可以说，“读懂”海洋，做大做强海洋经济，
是连江践行初心与使命的坚持，亦是承载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对于连江而言，养好“一条鱼”远不够，要想吃透“一条鱼”，
该从何入手？以工业化思维打造“海上粮仓”，建设现代海洋牧
场，无疑是最优解。

无人机高空俯瞰连江定海湾，一幅新时代耕海牧渔图景赫
然在目：一座座“钢铁岛屿”屹立海中，科技感十足的养殖装备
内金鳞闪耀的大黄鱼在海中欢腾跳跃……目前已投放“闽投 1
号”以及“定海湾”系列、“乾动”系列等11台（套）深远海养殖平
台，投放数、投产数居全国第一，开创深远海养殖连江路径。

吃透“一条鱼”，做大做强海洋经济，还可以怎么做？连江
继续解放思想、乘风而上。粗芦岛上，全国第三个、全省唯一的
远洋渔业基地——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拔节生长。

立足福州、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海产品全产业链贸易岛
崛起的背后，目标直指中国远洋渔业产业集聚区、中国渔业对
外开放重要海上门户。建成后，将一举破解远洋渔获上岸难、
卸货难窘境，年靠泊服务远洋渔业及相关船舶600艘，实现远洋
渔业生产量 40万吨、远洋渔获进关量 100万吨。围绕粗芦岛，
连江加快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和国际水产品交易基地建设，谋划
海洋生物、海工装备、数智渔业三个科创高地，“一岛两基地三
高地”的布局推动渔旅、工旅、文旅深度融合。

为深入激发海的活力，为福州经济发展贡献更多长板，连江
乘胜追击，以特色产业“一子落”，带动高质量发展满盘活，“海连
江”区域公共品牌应运而生。采取“1+N+X”，即“海连江”品牌+
单品类品牌+企业品牌的模式，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
营的原则，筛选一批优质企业纳入“海连江”品牌管理，致力于打
造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销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目前，“海连江”品牌已有近20家企业加盟、近200种产品入驻。

迎风而上，风口又至。“十四五”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关键时期，连江抢抓“双碳”机遇，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
势，全力推进海洋渔业碳汇体系建设，抢占蓝碳经济新高
地。继 1.5 万吨海水养殖渔业碳汇交易项目顺利完成，标志
着我国海洋渔业碳汇交易零的突破后，在 2023渔业周·渔博
会海洋（渔业）碳汇高峰论坛上，连江发放全国首张蓝色碳
票，持续吹响创新探索“蓝碳”应用的号角。

凭 借 高
远站位、实干
笃行，连江的

“一条鱼”已
拓展为涵盖
种业、养殖、
装备、远洋、
精深加工、销
售、文旅等多
领域的现代
海洋产业体
系。

从“向海而兴”到“向海图强”，重大产业镌刻着经济发展的高
度，书写着时代向前的壮阔画卷。连江抢抓机遇，聚焦新质生产
力，立足新赛道、新风口的优势，以重点突破开新局，推动海洋经
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提能升级。

平安物流、宏利兴、天虹电商产业园等项目投产运营；正祥海
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将打造全省最大综合性农产品交易市场；民
天国际商贸物流中心正在打造福州大型“菜篮子”供应市场；永辉
创鸿肉品冷链智慧物流中心正在打造省内肉制品智慧交易平台标
杆项目……行走在福州现代物流城，这里的速度与激情令人热血
沸腾。

作为新时代福州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的重要载体，福州现代物流城从“一张白纸”起步，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企业纷纷投资这里、留在这里，为连江的发展
提供全新的动能。按照南商贸、中物流、北制造的定位分片开
发，力争到 2025年实现 100家以上企业入驻投产（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10家以上），投资总额达 360亿元，产值达 1000亿元，税收
达 10亿元。

再将目光转向同样活力涌动、高潮迭起的可门港区。作为
丝路海港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门港区以深化工业（产业）园区标
准化建设为抓手，坚持以园聚链、以链集群，实现新材料、新能源、
新建材、电力能源、港口物流等产业集群多箭齐发，全球最大己内
酰胺生产基地日夜运作、全球最大锂电池绿色循环利用基地加速
成形，两大千亿级产业“双链共舞”，加速奔向千亿临港产业新城、
国际一流亿吨大港。2022年，港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515.2亿
元，增长57.9%，增幅位列全市工业园区首位。

立下“山”盟“海”誓，尽享“山”珍“海”味，连江海与山的交响不
绝于耳。“中国温泉之乡”贵安温泉旅游度假区的温泉具有储量大、
品质优、温度高、埋藏浅等优势，入选全国十大温泉休闲基地。眼
下，度假区瞄准“国家级”发力，软硬兼施做好福泉金汤文章，发挥品
牌优势，加强温泉文化保护、提升、传承，讲好温泉故事、弘扬金汤文
化，推动温泉旅游产业形成规模效应。

放眼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目前，位于贵安的国家级海峡两岸数字经济电
商产业园正在积极谋划中，计划与全国台联合作，首年政府投入约
500万元，为台湾青年在福建创业就业提供更多岗位和便利。

加厚底板
以长远眼光布局产业提能升级以长远眼光布局产业提能升级

时间无言，却能刻印下奋斗者的足迹。
2023，连江穿越风浪，步履笃定，经济的广度和深度焕然一

新——首次入选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百强县，再次入选全国
GDP百强县、全国县域发展潜力百强县，入列2023年度福建省
县域经济实力“十强”县（市）。

2024，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们将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
实践作出更大贡献。”连江县委书记陈劲松表示，连江秉承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
践，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主题教育为动力，聚焦新质
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全力读好“双城记”、念好“山海经”、
唱好“对台戏”，加快建设“海上福州”桥头堡，构建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奋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坚强北翼。

举目已是千山绿，宜趁东风扬帆起。放眼全国海洋大县，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千亿级产业集群、特色对台文旅 IP在此交
相辉映，奔赴未来可期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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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连江““十八度十八度 海正鲜海正鲜””。。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海洋牧场。本报记者 原浩摄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连江拥有
500多种海产品，鲍鱼年产量5.4万
吨，全国每三粒鲍鱼就有一粒来自
连江；海带年产量31万吨，全国每三
片海带就有两片来自连江；鱼丸年
产量6.2万吨，全国每四粒鱼丸就有
一粒来自连江；丁香鱼年产量1000

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虾皮年产量8000吨，产
量全国第一。

十八度 海正鲜

连江海洋科创实验室揭牌。连融媒供图

打造样板
以全局视角构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以全局视角构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贡献长板
以高远站位做大做强海洋经济以高远站位做大做强海洋经济

申远新材料一体化产业园。（可门园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