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首届，全国唯一！2023年 10月，福州荣
获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成为全球 5
个被授予这一荣誉的城市之一。

国际大奖，缘何花落福州？走进冬季的闽江
河口湿地，眼前的美景是最好的答案：一群群大
雁如约而至，在滩涂上嬉戏觅食，享受有福之州
的“热情好客”。

退养还湿改造、治理互花米草、恢复乡土植
被……一连串举措，见证了闽江河口从“失地”到

“湿地”的蜕变，也见证了福州推进生态保护的决
心。近年来，福州全力建设以自然恢复为主、工
程修复为辅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体系，出
台《福州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项规划》，构建从
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夯实福州山水城
市建设的生态和安全本底。

长乐滨海新城生态减灾案例，成为继闽江河
口湿地保护后的又一成功探索。近年来，随着时
间流逝，滨海新城逐渐出现海岸侵蚀加剧、防护
林功能降低等问题，滨海新城积极探索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率先开展全国新区首个碳汇
造林项目建设，开展树种生境研究、沙滩修复、湿

地外来入侵植物清理等系列举措。
如今，在滨海新城海岸线上，一道“绿色长

城”已然成形。由“海滩—防护林—湿地”构成的
绿色屏障，构筑集海岸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优化为一体的福州滨海新城海洋生态安全格
局，为福州再添一道生态屏障与绿色长廊。

在去年召开的全球滨海论坛上，福州滨海新
城生态减灾案例成功入选由自然资源部和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
增效国际案例集》。

结合数字福州建设成果，市资源规划局进一
步创新开发“智慧耕保”移动APP，推行“数字化动
态巡田”，把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发现在
初始、消灭在萌芽。

“现在，闽侯、连江、高新区等地的‘田长’均
已装上‘智慧耕保’移动APP，可以更加便捷地巡
查村中零散田地，及时纠正非农化行为。”市国
土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说，智慧巡田 APP 可以
帮助基层干部了解基本农田的基本位置，从而
迅速确定项目选址，让耕地保护的脚步再快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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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 规划引领城市未来

夯基筑底 要素保障产业活力

朱颜未改 守护一城青山绿水

审批提速 服务群众一路畅通

一本空间规划，构建有福之州未来国土空间发展格局。
一座“两国双园”，见证“一带一路”创新项目要素保障打下的坚实支撑。
一颗“闽江之心”，饱览可持续发展城市画卷。
绘就新蓝图，奋进新征程。过去一年，市资源规划局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

“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强规划引领，强化资源保障，深化改革创新，在奋进道路上砥砺
前行，以资源规划力量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蓄势赋能。

上午 10 点，走进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
办事大厅，厅内却不见长长的队伍，只有少数市
民坐在长椅上，井然有序地等待叫号。

大厅里的业务，都去了哪里？“近年来，我们
大力推进‘互联网+’改革和数字赋能，全面升级
网上平台，实现不动产登记即时办结、一趟不用
跑。”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民登录网上办
事大厅，就可一站式办结多项高频事项，实现全
流程“一趟不用跑”。

以此为基础，市资源规划局、市不动产登记
和交易中心更进一步创新改革举措，搭建抵押直
连平台与智能审核平台，申请人可通过抵押直连
平台，在贷款时同步办理抵押，享受智能化服务
审核，实现全天侯随时随地办理。

双线改革，齐头并进。在线上办理全面提速
的同时，线下业务也呈现别样温情。“就去了一
个窗口，所有流程都办完了！”前来办理二手房
转移登记业务的卢海杰笑道，“快得有些不习
惯！”

便捷的办事流程，源自整合流程过后的

“业务一窗办”模式。近年来，市资源规划局、
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通过数据互联互通，
打通部门壁垒，变“多头跑”为“一窗办”。在办
事大厅，市民来到一个窗口，即可办理网签、开
具家庭住房登记信息、计缴税费等 13个事项，实
现“数据多跑腿，市民少跑路。”

近年来，市资源规划局、市不动产登记和交
易中心还先后推出“地籍图查询”服务，“带押过
户”模式等多项新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企
业、群众不动产登记便利度，实现登记财产服务
更加精准，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高效便捷。

日月其迈，时盛岁新！2024 年悄然而至。
新的一年，市资源规划局将以获评全国自然资源
系统先进集体为激励，坚持与城市发展同频、与
人民需求共振，突出规划引领，精准保障，提质
增效，加快形成陆海统筹、城乡一体的可持续发
展空间格局、强化高质量发展要素支撑，打造更
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福州新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晋安湖公园水清岸绿景美。
本报记者 包华摄

T14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2024年1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黄芳宾 美编:熊宏娇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游客泛舟流
花溪，欣赏两岸美景。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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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市资源规划局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以科学规划，引领有福之
州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完成编制报批。据悉，该规划以建设现代
化国际城市为目标，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统筹划定“三区三线”，进一步优化
构建新时期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为福州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指引和保障。

“这一规划对接落实强省会、福州都市圈
等发展战略，充分衔接‘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及各部门相关专项规划，在系统分析福州
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遗产等要素的基础上，
科学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策略，全面优化国
土空间布局，实现国土空间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市资源规划局总规处负责人如是介绍。

上述负责人说，该规划已完成社会公示、
专家论证、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等程序，对福州
未来15年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修复
等作出统筹规划和系统安排，为加快建设现
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绘得宏伟发展蓝图，也绘得精细城镇底

图。市资源规划局全面深入推进精细规划，
聚焦“六个城”等重点区域，引进高水平设计
团队，做深做细城市设计。

优化分区规划，闽侯南通镇、青口汽车城
等分区规划获批，完成控规报批优化 53项，
中心城区控规覆盖率全面提升。

补齐民生短板，推出市政府顾问团、社区
责任规划师等制度，营造设施完善、管理有
序、环境优美的“15分钟生活圈”。

打造城市地标，三江口植物园、国际会议
中心等一批重点项目先后落地，“闽江之心”
成为城市新地标……

厚植历史文化名城优势，打响闽都文化
国际品牌，去年以来，市资源规划局更进一步
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更好推动福州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

“早在 199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
作期间就推动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
理条例和保护规划。”市资源规划局总规处负
责人介绍，该规划将保护“三山两塔一条江”
的福州历史文化名城格局，分区展示城市风
貌特色，整合历史文化资源，构建历史文化体
系，以文化遗产讲好“福州故事”。

货轮穿梭，交汇两国产业；连片厂房，涌
动无限活力。回望 2023年，中印尼“两国双
园”建设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新旗舰项目已
渐渐成型。

短短一年时间，从正式落地到全面落实，
“两国双园”飞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提
速秘诀？

“现场踏勘、完善材料、优化方案……项
目甫一落地，我们的服务便已展开。”市资源
规划局转用处负责人介绍，“两国双园”建设
过程中，资源规划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
时进行用地报批指导服务，全力做好空间规
划与要素保障，推进项目建设。

福耀科技大学（暂名）、长乐机场二期、
“一闸三线”工程……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有
福之州，塔吊林立的工地背后，是用地要素保
障筑就的坚实基础。近年来，市资源规划局
把握全省首批用地审批权下放机遇，理顺市
县两级职责，规范精准审批机制，创新实施用
地报批分段审查，全面提升项目审批效率。

“以制度为基础，我们
进一步强化服务保

障，靠前做好用
地用海报批

服务。”上
述负责

人介绍，2023年，市资源规划局深入开展“要
素保障服务提升年”专项行动，下基层、入园
区、进企业，通过包片服务、专项问诊、上门服
务等方式，为企业分析问题，打通堵点，持续
提升用地保障能力。同时强化与职能部门协
同配合，提前介入服务，引导项目科学选址，
确定规模，定期会商解决项目报批存在的问
题。

据悉，2023年以来，全市新批用地 2.6万
亩，获批征地成片开发方案1.88万亩，有力保
障了重点项目及片区发展用地需求。

除了快速推进用地报批，福州还积极服务
重大项目用海，采取个案协调、定期调度等方
式跟踪服务海上风电、渔港码头等重大产业项
目新增用海报批。2023年，全市已完成连江
外海海上风电场等9宗用海项目预审，用海面
积1072公顷；推动海亮沃口一级渔港等6宗项
目获得省级用海批复，用海面积674公顷。

布局分散、粗放利用、用途不合理……各
类低效用地，是高质量发展路上的隐性“绊脚
石”。2023年以来，市资源规划局更加高效推
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进一步优化国
土空间布局，增加建设用地有效供给，推动城
乡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

“去年 9月，福州入选全国低效用地再开
发试点城市。”市资源规划局利用处负责人
说，未来，市资源规划局将加快编制低效用地
再开发专项规划，重点推进城中村、低效工业
用地改造和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乡
发展从增量依赖向存量挖潜转变，促进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和生产生活方式，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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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河口湿地公园闽江河口湿地公园。。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我市积极探索生态我市积极探索生态
修复修复。本报记者 包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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