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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3820’战略工程蕴含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厚理论和
实践基础，时代价值历久弥新，是福州高
新区发展的总纲领、总方略。”收看《新闻
联播》《焦点访谈》播出的“3820”战略工程
启示系列报道后，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樊学双深受启发、倍感振奋。

近日，樊学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在“3820”战略工程指引下，30多年来
福州高新区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高
新区将以创新驱动作为高质量发展必由
之路，将共建共享、产城融合发展作为重
要遵循，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办好园区，
全力打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曾指
出，建设高科技园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促进福州产业结构调整、振兴福州经
济的希望所在，福州高新区肩负着光荣而
艰巨的任务。自 1991年入选全国首批国
家级高新区以来，福州高新区坚持“3820”
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和
实践探索，园区市场主体从不到1000家增
长至3.4万家，财政总收入从不足3亿元变
为突破40亿元大关，目前园区内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总量约占全省的 10%，获评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光电创新型产业集
群试点、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
发展试验区等荣誉，成为全省、全市创新

发展的重要阵地。
全力建设一流大学城、科学城。高新

区将全面深化与中科院海西研究院、福州
大学城高校等协同共建，继续引进大院大
所大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建好用好闽都
创新实验室、福耀科技大学（暂名）、大学
城中心共享区暨福州国际人才港等创新
平台，加速集聚各类人才和创新资源，打
造全省、全市创新策源地。

深入实施“榕创汇”科创专项行动。
高新区将把“榕创汇”行动作为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发挥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作用
的创新实践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的标志
性工程。聚焦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
金链深度融合，以创新、创业、创客、创投
为具体抓手，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掘金、科
创载体提升、新物种培育“三大行动”，打
造数字经济产业园、半导体产业园、保利
通信产业园等创业孵化和产业加速平台，
力争今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00家。

积极探索闽台融合发展新路。高新
区率先建设了科学城两岸科创社区及交
流服务中心，配套建设两岸科创金融港、

台青人才公寓、闽台大学生三创中心、国
家级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平台，融入“以
台胞服务台胞”“最多跑一趟”等理念，为
两岸企业和人才提供全链条服务，最大程
度方便台胞办事。

持续打响海西人才高地品牌。高新
区牢固树立“拼发展就是拼人才”理念，
优化“引、育、用、留”等机制和渠道，会同
高校院所定期举办“好年华 聚福州”系
列引才活动和“院士专家进企业”系列对
接活动，创建提升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
国家级创业创新示范中心，全力打造人
才的梦园、创园和家园，力争每年吸引高
层次人才 100 人、留住高校毕业生 10000
人，成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和动力源。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福州高新区将
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责任，进一步学
习领悟‘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全力发
展高科技、培育新产业，主动融入和服务
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最大化提升体制活
力、土地价值和产出效益，迅速将学习成
果转化为创新发展实效。”樊学双说。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通讯
员 赵辉 黄艺君）春天是充满
希望的季节，教育正是孕育民
族希望的事业。在福州的暖春
中，以“扩优提质，区域先行”为
主题的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现
场会于 21 日至 22 日在晋安区
举行，全国 11个省份、52个市县
教育局的代表走进晋安，了解
晋安基础教育“弯道超车”的故
事，共谋区域教育的新趋势、新
发展、新策略。

“当前，基础教育已经从基
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阶段，教
育均衡的重点不在于硬件，而
是集中在教学质量上面。完善
教学质量评价，以评价为牵引、
以数字来赋能，将是决定未来
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关键。”北京
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育规
划与教育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研究员秦建平作开题报告，
对“扩优提质”行动进行权威政
策解读并分享了有效路径探
索。

晋安区副区长、教育局局
长杨佳松围绕“扩优·提质·先
行”主题，分享了区域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晋安实践。从宦溪中
学少年民乐团登陆九日台音乐
厅，到福州七中晋升省一级达
标校，透过“一城一乡”两所学
校的变化，展望晋安教育在“五
育并举、五级联动、五化共进”
下展现的不懈追求，以及在城

乡一体化办学、九年一贯制改
革、集团化办学方面的率先探
索。来自晋安的这份“区域教
育实践报告”，引起与会代表的
极大关注。北京房山区、山东
省济南市槐荫区、重庆高新区
的代表相继分享了区域教育扩
优提质的新探索、新突破。

近年来，晋安教育度过了爬
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驶入了高质
量发展“快车道”。晋安区领导
介绍，3年来投入近 55亿元，新
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57所，新
增学位 4.1万个，成立 19个教育
集团，引进 35 个省市合作办学
项目，区级以上名优骨干级教师

突破1000人。
以福州七中为例，通过改革

探索，北峰校区连续获得晋安区
教育质量贡献奖，琴亭校区、主
题校区实行九年一贯制改革后
生源回流。“福州七中的发展是
晋安区教育的一个缩影。”校长
石炜君说。

本次活动还设有局长沙龙、
实地考察、专题报告等精彩环
节。来自福州市、泉州市、沈阳
市、海口市、哈尔滨新区、江西九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漳州招商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9 位教育局
局长代表将分享前沿理念，碰撞
思维火花。

做好“高新”文章
打造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访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樊学双

本报记者 林榕昇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榕举行

全国教育界代表看晋安

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扩优提质，
区域先行”开展交流。 本报记者 叶诚摄

蓝天碧水，推窗见绿；街巷
整洁，和谐宜居；志愿服务，扶老
助困；身边好人，弘扬新风……
一位位散发“微光”的福州人，一
个个诠释文明的动人画面，让文

明福州流光溢彩。
过去一年，福州市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大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文明
实践、文明培育、文明创建等各
项工作，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融合发展。一束束文明之光，温
暖千家万户，闪耀有福之州。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四年
新年贺词中所言：我们的目标很宏伟，
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
更好的日子。

以人民为中心，让群众满意是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的最终标准。过去一年，
我市秉持创建为民利民的基本原则，把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心深入到城乡基层，
不落一村，不丢一巷。

依托文明阵地，推进城乡资源共
享。这一年，我市完成对县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覆盖工作评估验
收，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与 91 家文明单位结对共建，引进 226
家社会组织入驻。同时，开展“温暖的
榕城”系列活动，培育“医心医意”“村
童妈妈”等 10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
项目，推动 19个立项扶持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创新项目落地结果，让文明创
建的触角深入到群众最需要的日常生
活当中。

全面创建重在全域创建、全民参
与。这一年，我市持续开展交通秩序、
市容环境、农贸市场等重点领域专项整
治行动，持续抓好“清静车厢”、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等创建活动，加强“文明餐
桌”“光盘行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文
明素质，引导群众自觉遵守公共秩序；
开展《福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学习
宣传活动，引导市民群众遵规守法，践
行文明行为。

这一年，福州以福清作为城乡精神
文明融合发展的示范，以“积分制”、乡

村少年宫建设等为抓手，围绕村容村
貌、文明宣传、移风易俗、文化传承保护
等，多种途径推广其经验，进一步深化
全市21个现有全国文明村创建，带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全市各县（市）区

融合发展步伐。
2023年，福州的点滴变化，都让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惊喜和欣慰。
2024年，愿我们继续踏着文明的脚

步，不负韶华，追光而行。

惠民之光
协同共建 城乡美美与共

福州是一座有着 2200多年
历史的文化名城。将历久弥新
的文化基因与文明实践有机结
合，有福之州的文明根基越发厚
重。

福州自古就有“海滨邹鲁”
的美誉，历来崇师儒、隆教化，读
书之风甚盛，诗礼传家的良好传
统源远流长。“穿阅古今 共话中
秋”诗歌交流、“探寻中华古韵
悦读时代新篇”阅读推广……
2023年福州读书月期间，全市各
级各部门及福州阅读联盟运用
图书馆、农家书屋、公园广场等

阵地，举办超 56 场系列阅读活
动，内容涵盖主题演讲、经典诵
读、读书征文、亲子阅读。“巷南
巷北读书声”在传承，2006年起，
以“有福之州，书香满城”为主题
的福州读书月活动持续开展。
18 年间，累计举办读书活动
2200多项，福州读书月从最初的
一株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文明福
州的响亮品牌。

2023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福州
市社会福利院老年朋友时强调，
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

晚年。这是总书记的牵挂，也是
福州这座城市不懈的追求与行
动。2023年，“我们的节日·拗九
节”系列活动走到第十九个年
头，从城市到乡村，各类拗九节
庆活动遍地开花；从一家一户到
千家万户，敬老爱亲成为社会风
尚；从民俗专家学者共话拗九，
到志愿者入户关爱老人，节日内
涵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十九
年的坚持，让群众尊老爱老热情
日益高涨、孝老敬老氛围越发浓
厚，“有福之州 幸福老人”品牌
熠熠生辉。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2023
年，是连续举办“爱心高考直通
车”活动的第十七年，是连续举
办“爱心茶摊”的第十年，也是连
续举办茉莉花香沁福城文明实
践活动的第十二年……回望福
州的文明实践之路，滴水穿石、
抓铁有痕的韧劲，时时彰显。

循 迹 奋 进 ，守 正 创 新 。
2023 年，“文明进社区”“全民
光盘节”等活动走“新”又走心
……面对环境和对象的不断变
化，福州市坚持在文明实践、改
进创新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2023年“福州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现场。（市委文明办供图）

把稳思想之舵，方能行稳致
远。过去一年，全市上下深入开
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市委文明办通过组织开展“强国
复兴有我”“党的声音进万家”

“存正心、守正道、养正气”宣传
教育等主题活动，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理论
政策宣讲活动 6900 多场次，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走
进千家万户。

好人文化传承不息，美德
善行滋养人心。从中国好人蔡
文以平凡之躯行英雄之事，到
道德模范薛凤萍坚持“日行一
善”15年……过去一年，我市涌

现出 4位省级道德模范、12位市
级道德模范、2位中国好人、9位
福建好人、46位福州好人，以他
们为代表的道德典型，越来越
清晰地印刻在福州人的心中。
这是福州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开展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
型选树工作，立心铸魂的一个
缩影。

典型引领示范之下，“温暖
榕城”效应持续放大。这一年，
我市设立 1000万元“志愿福州”
专项基金，推动志愿服务事业蓬
勃发展；全市实名注册志愿者达
129万人，志愿团体 2.9万个，发
布活动项目 40 万个，记录时长
8265万小时。从“护河爱水、清

洁家园”的小区、河岸到世界航
海装备大会等盛会现场，志愿
者奔忙的身影出现在山水之
间、大街小巷，文明正从“风景”
变成“风尚”。

树价值标杆，育时代新人。
2023年，我市选树了康亦墨、何
采萱等 15位福州新时代好少年
（含提名奖）；组织全市各级各类
学校开展以班、队会等形式观看
新时代好少年发布活动及宣传
视频，引导青少年从小学先锋、
长大做先锋；组织开展“百校结
百村”共建活动；组织 100 所城
区文明校园与 100 个旅游培育
村结对子，开展振兴乡村主题志
愿服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以
践行促筑心。

德善之光
文明培育 凝聚精神力量

文化之光
多彩实践 丰富文明内涵

第三届福州市全民光盘节上，市民留影打卡。（市委文明办供图）

1300多个“爱心茶摊”在福州遍地开花。（市委文明办供图）

文明之光闪耀榕城文明之光闪耀榕城
——20232023年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年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综述综述

本报记者 林榕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