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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上接1版）实施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
重点项目325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项
目 305个、亿元以上技改项目 216个。机场二
期、高铁进机场、港口后方铁路等项目稳步推
进，福厦高铁顺利运营。“一闸三线”工程全线
通水，霍口水库下闸蓄水。新建智慧灯杆
1300根，建成5G基站2.1万个，实现光网城乡
全覆盖。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企业接待
日”，建立市领导挂钩联系重点民营企业机
制，常态化协调重点项目，解决问题 5223个。
清理批而未供、闲置土地2.75万亩。

（三）创新动能有力释放。入选全国创新
驱动示范市。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
入总量保持全省第一。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福州片区推出改革创新举措 67项，科创走廊
超额完成建设目标。闽都创新实验室初步建
成，福耀科技大学（暂名）主体封顶，福州大学
城联合研究生院获批建设，省人工智能计算
中心一期建成投用。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揭
榜挂帅”攻关项目59个，新增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 1家、省级众创空间孵化器 14家。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4000家、省级科技小
巨人企业达749家，均位居全省第一。新增省
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77家、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 5个。入选第二批国家知识产权保
护示范区建设城市，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
2.9万件、位居全省第一。“好年华 聚福州”人
才工作品牌持续打响，福州国际人才港加快
建设，入选国家重大人才计划专家11人，引进
培养高层次人才 3650 人、高技能人才 1.6 万
人，吸引来榕留榕就业创业应届高校毕业生
7.5万人，连续三年获评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
市。

（四）改革开放蹄疾步稳。落实强省会战
略。福州都市圈实施年度协作项目69个。福
州新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长乐区融合发
展持续推进，管理体制不断健全完善，自贸试
验区福州片区推出全国首创举措 8项。新增
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约 130亿元。整合组建
市冶城发展集团，市属国企资产总额突破万
亿元。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总体指数升至

“非常高”等级，政务服务在线办理成熟度、办
事指南准确度指标被列为全国标杆，“马上就
办”引领政务服务“一网好办、全城通办”做法
获全国推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评
估综合得分全国第一。入选首批全国网络市
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中印尼经贸创新发展
示范园区获国务院批复，中印尼“两国双园”
项目入选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务实合作项目清单。赴境外举办经贸合作
推介会 8场，签约项目 45个。长乐国际机场
综合保税区获批，新开空白航点航线 11条。
中欧等国际班列开行17列。获批港口型国家
物流枢纽，福州港货物吞吐量位居全省第
一。举办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等涉台交流活
动 158场，福马“小三通”航线、榕台空中客运
航线顺利复航，福马通水工程（大陆侧）先行
段动工建设。举办首届“中国—东盟周”、第
54个世界地球日主场活动、第六届海丝博览
会暨第二十五届海交会、2023“一带一路”国
际商协会大会、第一届中国侨智发展大会等
重大活动。与塞浦路斯尼科西亚市缔结友好
城市关系，与阿根廷马德林港市、尼日利亚埃
多州建立友好交流关系。闽东北、榕港澳、闽
浙赣皖、泛珠三角区域协作深入拓展。侨务、
异地商会等工作取得实效。

（五）人居环境日益优化。福州新区直管
区提速建设，森林城市生态提升等239个项目
加快推进，国道 316线长乐漳港至营前段等
49个项目建成投用。三江口片区配套进一步
优化提升，植物园一期等50个项目加快建设，
福厦客专南站广场等20个项目竣工投用。实
施城市品质提升项目 1004 个。闽江对渡码
头、美丽闽江展示馆建成开放，“闽江之心”建
设提档升级。实施古厝保护利用项目122个、
文物修缮和活化利用工程 69个，世遗大会展
示馆建成开放。地铁 4号线首通段、5号线后
通段开通运营。城区北向第二通道建成通
车。新改扩建市政道路 145公里。新增更新
新能源公交车 135辆，新辟优化公交线路 60
条，新建改造公交站点116座。新增公共停车
泊位 5210个，新建“光储充检”充电站 11座。
全国首个新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顺利开工，
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2.35万套。实施棚户区
改造项目 20个，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315
个。闽江北岸三线贯通工程完工，改造提升
福道 134.4公里，新改建口袋公园 65个、郊野
公园 3.5 平方公里。处置“两违”266 万平方
米。新改建生活垃圾分类屋（亭）150座，垃圾
分类考评位居全国大城市第 5名。开展全域
治水、“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建成安全
生态水系 25公里，水环境质量达到历史最好
水平。快速有力抵御“杜苏芮”“海葵”台风强
降雨。高品质饮用水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
扎实推进，新建改造市政供水管网90公里、污
水管网 113 公里，改造二次供水设施超 2 万
户。新建改造燃气管网 167公里。空气质量
排名全国重点城市第4位、历史最佳。苍霞新
城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红庙岭园区垃圾资源
化处理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闽江河口湿
地入选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和全国山水工程首
批优秀典型案例。

（六）乡村振兴纵深推进。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达 1235亿元。整治抛荒撂荒耕地 7775
亩，新改建高标准农田 8.3 万亩，种植粮食
125.4万亩。新增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 1家、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1个，福清成
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增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7个，长乐番薯种植系统入选第七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举办 2023 渔业
周·渔博会、第四届食用菌产业博览会、第二
届中国茶叶交易会等活动。新培育乡村振兴
四、五星级村54个，新增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 3条，晋安寿山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引入台湾团队开展驻村“陪护式”服务，创建
闽台乡建乡创省级样板 3个。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积分制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新改建农村
公路 202公里。新建“绿盈乡村”45个，植树
造林 4.97万亩，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12.6万亩，
完成互花米草除治后生态修复4570亩。选认
省市科技特派员694名。少数民族聚居区、革
命老区、海岛等地区加快发展，山海协作、对
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工作深入推进。

（七）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各级财政用于民生支出 814.5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8%。68件为
民办实事项目全部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4万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8万人。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标准提高到每月 250元。新改扩建公
办幼儿园 38所、中小学 13所，新增公办园学
位1.2万个、义务教育学位9000个。组建市级
总医院2家、县级总医院13家，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64家，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市疾
控中心新址建成投用，新增床位 3000张。新
建长者食堂78个、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7个，
新增养老床位 2494张，城乡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实现全覆盖。新建普惠性托育机构26
家，新增普惠托位 1760个。实施“有福之州
书香榕城”建设，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持续
完善。举办中华龙舟大赛、福州马拉松、电竞
福州 2023 等赛事活动，在第 19 届杭州亚运
会、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上取得佳绩，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近 500场次。着力防范化
解风险，完成“保交楼”项目15个，不良贷款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完成县级公安机关及基
层派出所提升改造项目 19个，获评全国首批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安全生产
形势保持稳定。编制、信访、仲裁、行政复议、
司法行政、民族宗教、军民融合、国防动员、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民兵预备役、双拥、海防、反
走私等工作持续加强。广播影视、新闻出版、
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统计、科普、气象、
防震、地方志、档案、老龄、青少年、妇女儿童、
残疾人、慈善、红十字、供销等事业健康发展。

（八）政府效能不断提升。开展第二批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坚持“第一议题”学习制度，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实际行动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四下基层”“马上
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实施“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推动“党建领航、经济领
跑、民生领先”行动，激励干部勤政务实、敢为
敢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文旅产业、保障
性租赁住房及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产业
数字化等工作获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
而不息纠治“四风”。巩固提升全国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市创建成果，实现党政机关法律顾
问制度全覆盖。持续加大重点领域审计监
督。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
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积极吸纳
市人大关于“十四五”中期评估的建议，提请
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 5 件，制定政府规章 1
件，办复省、市人大代表建议426件，满意率达
99.8%。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办复省、市
政协提案493件，满意率达100%。

各位代表，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的结果，是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全市人民众志成城、接续奋斗的结
果。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向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离退休老同志和社会各
界人士，向中直、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驻榕
部队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消防救援
队伍指战员，向关心支持福州发展的港澳台
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发展中还
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科技创新引领
作用还不够，产学研用融合亟需加强，新质生
产力有待进一步培育形成；消费复苏内在动
力不足，投资、外贸增长压力加大；城市宜居、
韧性、智慧水平还不够高，城乡融合、区域协
调发展步伐还不够快；民生事业发展与群众
美好期待还有差距，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
等风险不容忽视；服务型政府建设仍有待加
强，等等。对此，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认真
加以解决。

二、2024年工作安排
各位代表，根据市委统一部署，今年市政

府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十
一届五次全会和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部署，
紧扣“四个更大”重要要求，聚焦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
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扩大内需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
绘到底，落实福州都市圈、强省会战略，加快
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7%，出口总额增长不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实际利用外资保持正增长，城镇、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
完成省下达的节能减排降碳任务。

为实现上述预期目标，重点做好以下八
个方面工作：

（一）致力科技创新引领，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发挥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福州片区优势，推进福州高新区、福州
软件园、一流大学城、东南（福建）科学城、科
创走廊建设。加快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
做大做强闽都创新实验室等平台，支持海洋
科创高地建设。健全完善科技重大专项“揭
榜挂帅”攻关机制，加快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
术。力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4600家，
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80家、创新型
中小企业100家、众创空间孵化器10家，全社
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突破 300亿
元。推动与福州大学新一轮校地战略合作。
办好院士闽都行等活动，广泛联络院士专
家。推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办好“好年
华 聚福州”人才峰会等系列活动，引进培养
高层次人才 3000 人、高技能人才 7600 人以
上，吸引来榕留榕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7万人
以上。

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深化“工业提振”三
年专项行动，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实
施新一轮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重点项
目 200个以上，建成园区“十五分钟工作生活
圈”，加快推动“工业上楼”，持续推进福兴经
济开发区改造提升。实施产业链重点项目
134个，遴选培育制造业产业链链主企业 30
家。实施“榕升计划”攻坚行动，新增规上工
业企业 300家。鼓励引导传统产业“智转数
改”，开展亿元以上技改项目100个以上，打造
省级以上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秀场景 5
个。创建绿色工厂 15家、绿色园区 1个。加
快东南汽车城建设，实施福建奔驰新车型技
改、东南汽车合作项目。新培育建筑业百亿
企业 5 家，落地建筑业央企区域总部 2 家以
上。深化质量强市建设，力争新增省政府质
量奖企业5家。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进福晶科技核心
元器件、福特科精密光学元件等 50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力争规上工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 35%。
推动前沿新材料产业跨越发展，推进新一代
光电、自主人工智能等6个具有发展潜力的产
业倍增发展，前瞻布局量子科技、未来网络、
生物医药等未来产业，促进形成新质生产
力。加快省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建成省人
工智能计算中心二期，打造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推进元宇宙产
业园区规划建设，打造城市元宇宙基础设施
平台。发展低空经济，培育通用航空和无人
机产业生态，探索打造全空间无人驾驶产业
体系。

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积极融入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力争数字经济规
模达7700亿元以上。办好第七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第四届数博会。拓展数字贸易，推动
数字人民币交易量突破 2500亿元。在海洋、
金融、医疗、交通等领域探索数据创新场景与
试点应用，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构建“543X”
新赛道格局，推进智旦网络货运平台、福米科
技贴片等252个重点项目建设，争创首批中国
软件名园。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
点，完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 260家，新增省
级以上标杆企业15家。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国家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建设，实施新型海上风电运维母
船等重点项目150个以上，力争海洋生产总值
增长 8%。办好第二届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中
国海洋装备博览会，推动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集群成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办好
福州海洋研究院，力争涉海高新技术企业突
破300家。做大做强化工新材料、冷轧不锈钢
及下游产品等临港工业，加快美得丙烷脱氢、
宝太冷轧等项目建设。加快福州（连江）国家
远洋渔业基地建设，推动母港一期全面通关
卸货，探索开发南极等新兴渔场资源。大力
发展水产预制菜，新增水产品加工生产线 15
条以上。推进可门港 40万吨码头布局，加快
牛坑湾围填海和江阴港区、罗源湾港区、松下
港区等码头项目建设。

（二）致力挖掘内需潜能，充分激发市场
活力

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持续争创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推动“1+9”重点片区消费业态提
升。开展 2024消费促进年、“惠聚榕城”系列
活动，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培
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闽菜福品
等新消费增长点，拓展首店、首发、首品等消
费模式。加快SM广场等综合体建设，提升东
街口、苏万宝、烟台山等重点商圈。加快五里
亭国际茶叶联合交易中心建设。聚焦打造

“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文旅轴
线，持续培育文创走廊，推进鼓山、船政创建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加快长乐海滨、连江环
马祖澳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发内河游
航线 7条，建成光明港温泉水乐园。培育“电
竞福州”赛事 IP，打造“福州电竞文旅之都”。
充分发挥海滨、山水、古厝、温泉和生态的独

特优势，打响“有福之州”品牌。
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化“险资入榕”，推

进“榕腾计划”，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
资，推动地方金融组织更好服务普惠金融等
重点领域，力争金融业增加值突破 1500 亿
元。加快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新增限上规上
商贸服务业企业 1500 家以上、总部企业 10
家。开展现代物流降本增效三年行动，推进
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深入实施国家
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工程，动建永辉创鸿、
川捷物流等项目，投产运营正祥物流、新希望
冷链等项目。推动市属国企围绕主业做强供
应链业务，力争全市物流与供应链平台经济
纳统销售额达7000亿元。力争办展规模突破
150万平方米。支持企业开拓“一带一路”等
新兴市场，做强“福品销全球”等平台，加快发
展市场采购、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新增海
丝跨境产业园8个，建设对台跨境电商集散枢
纽。打造侨商集采中心，推动侨商在榕设立
总部并集中从我市出口。

扩大有效投资。开展“项目攻坚突破年”
专项行动，开工福耀全球出口基地、连江硅砂
新材料等重点项目750个，提速大东海高端精
品钢铁、华电可门三期等重点项目630个。加
强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资源+”招商，
推动“以投促引”，落地天辰耀隆二期、新美偏
光片有机玻璃等重点项目 676个以上。推进
闽江干流防洪提升工程、福州至福清高速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一库三线”工
程、政永高速永泰至德化段等项目前期工作，
实现“高水高排”主隧洞全线贯通。实施市政
务云数据中心等新基建项目126个，加快打造

“5G+光网”双千兆城市。新建公共充电桩
1500个，建成市综合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
等智慧交通项目。

（三）致力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实施《福州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整合福州新
区、长乐区部门职能，启用福州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力争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推出首创性
举措30项以上。支持海丝中央法务区福州片
区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
点。完成政府机构改革任务。实施国有企业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加快海峡银行、市城建设
计研究院上市进程，力争市属国企全年投融
资总额均超1000亿元。推广排污权抵押贷款
制度，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扩
面。推进市级农村产权流转服务平台建设，
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深化集团
化办医改革，建立市属医院分片包干和基层
片医联系制度。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新时代
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力争实有市场主体总量
突破120万户、规上工业民营企业研发费用增
长 15%以上。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实施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立标准化、规
范化的民营企业综合监测评价体系，支持社
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和重点
项目投资。支持民营企业深度融入全国统一
大市场，加强跨省、市产业对接合作。引导民
营企业抢抓RCEP全面生效机遇，积极开拓
多元化市场。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
理机制，强化融资、用工、土地、能源等要素保
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让民营经济在有福之州畅享福气、繁荣兴旺。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市
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争创全
国营商环境标杆城市。打造“榕 e办”政务服
务品牌，新增高频“一件事”应用场景30个、政
务服务“无感通办”事项100项、智慧审批服务
事项200项，推进水电气网络等市政审批在线
并联办理，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一件事一次
办”。优化“e福州”、12345等市民服务平台，
打造标杆型便民服务中心10个。深化国家知
识产权强市示范城市、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
范区建设，开展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新增
知识产权示范、优势、贯标企业50家。

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中印尼“两国双
园”建设，推动设立中印尼合资银行，落地建
设椰子产业园、马来西亚食品加工产业园等
产业项目12个，实施海城路改造、元洪医院等
配套项目50个。优化中欧等国际班列运行效
率，加快港口后方铁路建设，做强海铁联运。
提速机场二期、高铁进机场先行工程、机场第
二高速等项目，推动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
区通过验收。发起成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
联盟，举办“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开幕式、

“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节等活动，新增国际
友好城市 2个。办好第二届中国侨智发展大
会，支持省华侨博物馆建设，加强新侨和海外
华裔新生代工作。

推动榕台全域融合。加快建设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落实马祖居民和企业
在榕享受与福州市民、在榕企业同等待遇，推
进与马祖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打造福马

“同城生活圈”。推动平潭综合实验区涉台优
惠政策覆盖福州新区范围，设立福马产业园、
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加快福顺高芯微芯
片、光隆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项目建设，签约
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50个以上。出台首次
来榕台胞走访交流激励政策，健全海丝中央
法务区福州片区涉台服务功能，建设一批榕
台融合治理社区示范点。鼓励两岸高校、产
业园区在榕设立合作中心，试运行两岸技术
交易市场，加快两岸科研成果在榕转化，加强
两岸科技人才交流和创新资源集聚。推动闽
王、陈靖姑、福建都城隍等民间信俗双向交

流，办好海丝博览会暨海交会、海峡青年节、
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
讨会等品牌活动。

（四）致力提升功能品质，高标准建设海
滨城市、山水城市

推进福州新区建设。做好产城人融合，
突出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海西新药产业化基
地、兴业银行金融科技产业园等项目，谋划落
地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基地。动建省肿瘤医
院滨海院区等项目，加快G228滨海风景道等
项目建设，建成投用滨海综合医院二期、师大
附小滨海校区等项目。推动香港数据容灾和
存储中心、闽港跨境电商等项目落地，探索闽
港临床研究合作共享机制。推进三江口片区
开发，推动酒店及配套学校、市第二总医院三
江口院区、梁厝历史文化街区二期建设，加快
火车南站周边城中村改造，动建植物园二期
等项目，建成开放植物园一期。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动建前横路快速化
改造、帝封江片区路网三期等项目10个，加快
象山隧道拓宽改造、金山大道改造提升等项
目52个，完成尤溪洲南立交改造、北兴路道路
工程等项目 22 个，新改扩建市政道路 70 公
里，加快构建东西、南北向快速通道。开工闽
清至永泰高速等项目，谋划推动城区四环路
建设。提速滨海快线、地铁 4号线后通段、2
号线东延线、6号线东调段建设，力争地铁第
三期建设规划获批。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40
条，提升改造公交站点100座。新建改造市政
供水管网 60 公里，改造二次供水设施 1 万
户。新建改造雨水管网 50公里、燃气管道 78
公里、市政污水管网80公里，推动污水集中收
集率达 70%以上。新改建福道 65公里、口袋
公园20个。

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推进城市精细化建
设管理，实施城市品质提升项目800个。打造
晋安河、白马河榕树风情大道和“闽江之心”
茉莉大街，新建茉莉花主题园 3个以上、福桔
小游园 15个。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按需定建一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新增保障
性租赁住房 1万套，基本完成“保交楼”任务。
实施城中村改造项目 12个，动建安置房 1万
套，整治老旧小区 94个。改造老旧路灯线路
70公里。新改建生活垃圾分类屋（亭）230座，
建成环卫精品示范街区10个。规范“两车”管
理。深化“两违”综合治理。全面开展养犬登
记。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常态化
开展城市体检工作，探索建立老旧住房保险
制度。

深化韧性城市建设。编制“平急两用”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健全城市安全预
防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实施琴亭
湖清淤等内涝综合治理项目 52个，推动城区
水系联排联调系统迭代升级，力争建成区
40%以上面积达到海绵城市标准。推进闽江、
敖江、龙江等重点河段防洪工程建设，加强梅
溪、起步溪等中小河流防洪治理，建设水利

“一张图”和 11座大中型水库洪水预报系统。
统筹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提升自然灾害避灾
点 50个，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 30处，争
创一批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彰显闽都文化底蕴。开展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工作。实施福州文庙、柔远驿等重点
文物修缮工程 50个，完成古厝保护利用 100
处，推动昙石山遗址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保护提升城市中轴线，加快三宝城（南公
园）、上下杭“非遗一条街”等项目建设，推动
三坊七巷、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福州）史迹、
船政文化史迹等项目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非遗主
题活动。实施新一批名村（传统村落）整治提
升，完成永泰国家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县创建工作。推动《福州通史》出
版，编制完成《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读本》福州
卷。

（五）致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

发展现代农业。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
全责任制，新增耕地3000亩以上，建设高标准
农田4万亩以上，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24万
亩以上。加快琅岐“菜篮子”基地和种业创新
中心建设，举办全国种子“双交会”。扎实推
进“百台万吨”深远海生态养殖等项目建设，
新增省级畜禽养殖标准示范场 10家以上，生
猪存栏稳定在 108万头。新建四类特色现代
农业园区 70个，力争农业龙头企业产值突破
1100亿元。办好渔业周·渔博会、茶交会等展
会，扩大福州鱼丸、茉莉花茶、金鱼、橄榄、李
梅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选认省市科技
特派员500人。

建设和美乡村。新培育乡村振兴四、五
星级村 50个，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5
个、示范村 70个。深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
家园”等行动，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
制，创建一批全域垃圾分类示范乡镇。新建

“绿盈乡村”50 个。建设美丽农村路 100 公
里，整治农村既有裸房 356栋。实施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 60个，新建乡镇生活污水管
网 90公里，推动农村污水“零直排”全覆盖。
新增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受益人口 10万人以
上。打造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县 1个、样
板集镇 1 个、样板村 3 个。加强乡村文明建
设。

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庭院经济、农文旅
等新业态，新培育休闲农业示范点 5个，创建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1个、省级金牌旅游
村 2个、乡村民宿集聚区 3个，力争年接待乡
村游客突破2150万人次。（下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