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周年，也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

“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
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
10周年。近年来，福清市
高举改革开放旗帜，解放
思想、守正创新，勇立潮
头、勇毅前行，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福清实践，经
济社会发展保持领先领头
领跑。本报今起推出“高
质量发展的福清答卷”系
列报道，敬请关注。

【编者按】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高质量发展的福清答卷”系列报道之一

百舸争流，改革者进。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50多次
提及“改革”，300多项举措涉及
各个层面，为基层勾画新时代社
会治理蓝图留足想象空间。

“在新征程上继续把改革
推向前进。”在学习贯彻落实全
会精神的多个场合，福清市领导
不断强调放大体制机制改革优
势、释放发展动能的重要意义。

聚焦便民利企，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破解企业落地难题，
大手笔实施“5000 亩”造地行
动；提升建设势能，打破行政界
限坚持“指挥部+专班”运作
……深入探索，福清经济社会
发展的每一步都能看见体制机
制迭代更新的特殊烙印。

成立项目指挥部
释放发展潜能

福清东北部地区，有一处

可以登山观海的草原，那就是大
姆山。它越来越火，相距不远的
弥勒石佛、龙江桥两个国家级文
保单位，林绍良陈列馆、龙卧寺
等参观点都“蹭”上热度。

以大姆山为核心、南岭镇
为主体、周边镇街相融合的旅
游康养胜地能否聚成“一个
圈”，联动发展文旅产业？答案
是“能”，专项发展依托重点项
目建设指挥部。今年 8 月，福
清泛南岭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
指挥部揭牌成立，第一时间全
面梳理景区特色亮点，形成任
务清单，全力打造“云上南岭、
星空草原、避暑胜地”。

“指挥部握指成拳，重新整
合各职能部门和乡镇力量，充
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以最高
效率服务项目进展。”福清泛南
岭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
负责人说。

近年来，福清市先后成立
了东部新城、高铁文旅小镇、龙
高商贸新城、科创走廊、汽车商
贸走廊等重点项目建设指挥
部，生成了一系列重点项目，以
崭新的工作方式加强城市综合
建设、组团开发，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日新月异——

龙江中下游，东部新城已
从一张蓝图变成热火朝天的建
设现场，猪母湾湿地公园等 67
个项目正有序推进，现代化“城
市会客厅”正在形成；

溯龙江而上，风景秀美的
石竹山联动整个西部片区打造

“高铁文旅小镇”，正在实施真
丰—高铁片区改造等 90 个项
目，全力打造城市特色旅游新
地标；

通过“以城带乡”，以龙田
等经济发达镇为核心建设的龙
高商贸新城，围绕“买全球、卖

全国”，推进“一街一园一中心”
等 25个项目，致力打造城市副
中心。

推进县域集成改革
实现精细化管理

每年 8月是抢抓农时的黄
金时间，更是全力推进“造地工
作”的紧要关头。“造地”工作专
班相关负责人带领人员，来到
港头镇南芦村，现场推进项目
建设。

“100多亩土地原为旱地，
只能栽种地瓜、玉米等，还有不
少土地抛荒。通过‘旱改水’，
就可以种植水稻了。”“造地”工
作专班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福清市在全省率
先吹响“造地”冲锋号，一方面将
荒废的水塘、果园地及低效旱地
等改造成优质耕地，有效破解耕
地占补平衡压力；（下转4版）

向改革要动力 向开放要潜能
福清不断放大体制机制优势，释放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钱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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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显著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在我市引发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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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秋，对台青萧靖来
说很特别。“17日是我的生日，
也是我和妻子婚后过的第一个
中秋佳节。”萧靖笑着说，他在
福州收获事业爱情“双丰收”。
昨日，中秋夜的餐桌上，萧靖和
家人们围坐在一起，举杯祝愿，
既为了节日团圆，也为生日喝
彩。

中秋节是两岸同胞共同庆
祝的传统佳节，象征着团圆与
美满。和萧靖一样，在这美好
节日里，许多跨越海峡的爱情
故事见证着两岸婚姻的变迁与
发展。

早期台商的情缘
中秋佳节，夜幕降临，餐桌

上菜肴渐满，香气四溢，陈奕廷
一家五口围坐在一起举杯畅
聊。“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希望
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好。”陈奕廷
说，来到大陆，他不仅成功地投
资兴业，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20世纪 90年代，台湾劳动
力成本不断上升，“台商二代”
陈奕廷 1997年大学毕业后，来
到福州帮助父亲经营工厂。

回忆当年与妻子的偶遇，陈
奕廷仍一脸笑意。1998年，他在
街头偶然拉住差点被车撞到的
女孩，两人因此开始交往。至
今，他们已结婚24年，育有一女
二子。他经营的福州福华纺织
印染有限公司连续 3年都是晋

安区的纳税大户，他们一家还获
得“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刚来福州时，人生地不
熟，幸好有妻子在身边。”傅士
年回忆起30年前来大陆创业时
的往事，不禁感慨。原来，妻子
董岚曾经是他的助理。

1990 年，大陆经济蓬勃发
展，傅士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
机遇，将福州全绿竹业有限公
司落户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厂初期，为了寻找优质
的原材料，他前往闽侯、永泰等
地考察，但当地村民都说福州

话，语言的隔阂成了他的一大
障碍，福州人董岚就在一旁耐
心翻译，她还细心打理公司大
小事务，长时间的并肩作战，让
两人的情感日益加深。他们在
相识6年后结为伉俪，如今两个
女儿都在名校就读。

“公司从无到有，到现在发
展壮大，我们经历了很多，同甘
共苦才走到今天。”今年中秋
节，傅士年和妻子、岳父岳母在
家吃团圆饭，“福州早已成为我
的第二故乡”。

“1988 年，大陆接受涉台
婚姻登记以来，两岸婚姻家庭
总数超过 40万个，其中福建省
约占 1/3。”两岸婚姻家庭专业
委员会主任冯发鹏介绍，随着
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来福州
投资兴业的台商越来越多，生
意的红火带来密切交流，促成
一段段“海峡情缘”，为推动两
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出了
贡献。

共同打拼的爱情
“我觉得如今两岸婚姻有

种‘强强联合’的感觉。”1993
年，江桢樑来福州考察饮料厂
时，认识了刚从新加坡留学归

来的福州姑娘林霞。
“我们有着共同的话题和

价值观。”1997年，两人婚后决
定共同在福州白手起家，成立
福州百家珍贸易有限公司，销
售百家珍果醋。创业之初，江
桢樑对福州不太熟悉，林霞就
挑起销售业务的担子，推着自
行车到各个社区摆摊售卖果
醋。江桢樑承担了销售之外公
司运营的所有事情，帮助妻子
全力拓展业务。在他们合力打
拼下，百家珍果醋越卖越好，甚
至销往东北、四川等地。

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两岸夫妻选择在大陆
打拼，他们的婚姻不再仅仅是情
感的结合，更是事业的共同奋
斗。“共同打拼”逐渐成为两岸婚
姻中的主流常态，嫁到大陆的台
湾女性也越来越多。

2012 年，还在上大学的台
湾姑娘洪阡嫚通过网络认识了
大陆男孩杨涛，两人互生好
感。多年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做

“空中飞人”后，两人于 2019年
决定到杨涛的家乡福州发展。

“在福州生活很有归属感，无论
是衣食住行还是互联网都很发
达，（下转2版）

两岸同胞聚福州
共度中秋叙情谊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李白蕾 通讯员 陈汉琳）明月
同辉，两岸情浓。16日，2024年榕台同胞中秋联谊活动
在福州连江县丹阳镇七星台两岸少数民族文化村举行，
近百人共话佳节、共叙亲情、共享团圆，营造“两岸一家
亲”的浓厚氛围。

活动以“中秋‘家’年华 共叙两岸情”为主题，邀请
了两岸婚姻家庭、台胞家庭以及最美家庭、巾帼文明
岗、女科技工作者、女企业家代表等参加。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嘉宾们漫步于灰瓦白墙的古
厝间，参观了乡村振兴学堂、少数民族文创体验中心、
台湾商品馆等场所，感受了连江深厚的历史底蕴、乡村
振兴的勃勃生机。大家还体验了石磨豆浆、方巾扎染、
彩绘团扇等手工艺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
无穷魅力，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当晚，两岸同胞围桌而坐，共赏演出、共话家常、共叙
情谊，现场温情满满。“非常荣幸能够参与本次活动，尽情
欣赏连江的自然美景，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体验一系列
趣味性活动，我们度过一个快乐温馨的中秋佳节。期待
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居住
在福州的台胞康永明说。

“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台胞选择来大
陆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增进两
岸同胞福祉，让台胞在闽安心就业创业、舒心生活。”福州
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荣誉会长陈奕廷说。

活动现场还精心布置了“海连江”区域公共品牌的
产品展示和品鉴专区，有关工作人员向大家推介“海连
江”区域公共品牌的一系列优质产品以及“海连江”优
品微信小程序平台。一个个极富连江特色的渔业产品
获得现场两岸同胞的关注。产品展示和交流推介为两
岸企业家架起了沟通之桥、拓展了“朋友圈”，为双方在
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新机遇，进一步促进两
岸产业融合发展。

本次活动由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
谊会、连江县文化体育与旅游局、连江县妇女联合会、丹
阳镇政府主办。

又讯 两岸一家亲，中秋话团圆。16日晚，“中秋话
团圆 共叙一家情”2024年两岸青年迎中秋联谊活动在
晋安区桂溪社区举行。约 70名两岸青年、两岸家庭代
表欢聚一堂，共度中秋佳节，共叙团圆情谊，共话融合
发展。

活动由省青联指导，团市委、晋安区委和区政府共同
主办。活动中，两岸青年纷纷登台展示才艺。伴随着诗
朗诵《中秋的月亮》、古筝独奏《花好月圆》《春江花月夜》
等富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节目，两岸青年共赏圆月、品
尝月饼，其乐融融。大家不仅欣赏了文艺表演，还放飞了
象征美好心愿的孔明灯。

现场设置了政策宣传展示区、台青文创展示区和闽
台美食体验区，向台青们宣传推介福州支持台青发展的
系列政策和两岸融合发展特色。活动还为台青们送上诚
意满满的中秋佳节慰问品，设置接力抽奖环节，让台青们
收获满满的幸福和好彩头。

参加活动的台青们表示，这次活动让他们真切感受
到福建省和福州市对台青的重视和关怀，期待未来两岸
青年携手同行，为开创两岸关系的美好未来贡献更多青
年力量。

今年以来，福州楼市政策延续
宽松基调，陆续推出降首付、降利
率、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等举措。
在密集利好政策的持续发酵下，刚
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速释放。

今年中秋假期，福州楼市情况
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连日来，记
者走访多个销售楼盘以及二手房
中介门店，详细了解情况。业内人
士表示，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自我
调节，有望提振市场信心，共同推
动楼市回暖。

售楼部人气足
看房买房热度上升

记者走访发现，预约看房、

购房热度上升，政策效应逐渐显
现。

昨日，在晋安区建发灏云售楼
部，看房人员络绎不绝，销售经理
郑锦洪耐心向来访客户推介楼盘
户型。“售楼部平时工作日每天来
访量约20组，周末每天约50组，中
秋假期最高一天超过 200组，较普
通周末同比增长超 400%，而且中
秋假期前两天每天都卖了十几套，
前面两天的成交量差不多能顶过
去半个月的成交量。”郑锦洪说，进
入 9月以来，尤其是中秋假期，该
楼盘的来访量和成交量都出现大
幅增长，部分热销房源尤其是 150
平方米至 180平方米，总价在 500

万元至 700万元的改善户型余房
已经不多了。

“我有改善住房的需求，趁着
首套房贷利率下降，所以入手了，
现在首付只要15%。”当日，张先生
购买了一套约 190平方米、总价约
1000 万元的新房。他坦言，首套
房贷利率下调对于自己无疑是重
大利好，“相对之前首付30%，现在
只要 15%，可以减轻 100多万元的
前期资金压力。”

假期看房热还出现在仓山
区 南 二 环 的 建 总 江 南 尚 璟 项
目。作为区域内的改善型项目，
这里吸引了不少注重产品品质
的客群。（下转2版）

降首付、降利率、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等举措效果显现

中秋假期 福州看房买房热度上升
本报记者 赖志昌 孙漫

月圆人团圆 两岸情意长
本报记者 唐蔚嫱 陈君沂 傅亦静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台湾同胞在中秋联谊活动上载歌载舞台湾同胞在中秋联谊活动上载歌载舞。（。（连融媒供图连融媒供图））

市民在晋安区一楼盘看房买房市民在晋安区一楼盘看房买房。。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赖志昌摄赖志昌摄

陈奕廷和郑如英。

简以信和邹晓娜。邱彬平和陈思圻。

中秋之夜
““超级月亮超级月亮””添彩添彩

扫描二
维码查看更
多信息。

中秋之夜，“超级月亮”
现身天宇，为流光溢彩的福
州增添一抹亮色。

本报记者 陈捷阳摄

市发改委：

长歌浩荡潮头立
奋勇争先走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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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以机关效能建设提升政务服务

看“一件事”如何高效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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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林双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