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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中国成立75周年·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巡礼——市发改委

观察一座城市的变迁，内畅外联的交通网络是最
专业的向导。

八一七路贯通南北，见证了榕城的解放与新生。
以此为中轴向外辐射，一个个交通项目建成投用，架起
福州“城”长的骨骼：

1959年，外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福州不通铁路的
历史；

1997年，福州机场正式通航，结束义序机场军民两
用的时代；

1999年，福泉高速公路建成，实现福州市高速公路
零的突破；

2017年，地铁 1号线一期正式通车运营，成为福建
省开通运营的第一条地铁线；

2022年，道庆洲过江通道建成，系全省首座双层公
轨共线桥梁；

……
以项目为支撑，福州先后进行了两次城市大扩张，

从“三山两塔”拓展到“七山两江”，从“沿江建城”蝶变
为“沿江向海”。城市的框架拉开了，发展的格局也打
开了——

滨海新城拔节生长，以此为核心区，福州新区锚定
两岸交流合作重要承载区、扩大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东
南沿海重要现代产业基地、改革创新示范区、生态文明
先行区等重大战略定位，承载起国家赋予的新的重大
使命。

以福州机场为核心，福莆宁 F1、F2、F3线为射线，
福州都市圈在“轨道”上加速奔跑，成为带动闽东北协
同发展、促进闽台融合的重要引擎。随着人才、资本、
技术等要素快速流动、优化配置，“四市一区”不断加强
优势互补，深化区域合作，实现融合发展。

中印尼“两国双园”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新旗舰项
目，坚持以产业发展为牵引、以国际合作为路径，探索
构建“5+5”产业合作联盟，已策划生成经贸合作项目62
个。其中，投资类项目 34个，总投资近 800亿元；贸易
类项目28个，贸易额96.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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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 28日，上海世界会客厅掌声雷动，福州
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乌干达坎帕
拉、巴西萨尔瓦多等城市一起亮相，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
发展城市奖（上海奖）。

全球瞩目，何以福州？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

授吴志强回答道：“我们接触过许多福州的老百姓，考察
他们对这几年城市建设、生活品质的评价，他们都相当满
意，这个是最关键的，也是让我们所有评委都非常心动的
地方。”

一座让百姓满意的城市，究竟魅力几何？让我们一
同飞阅福州，眼见为实——朝晖映照山野，闽江泛起金
光，望碧海金滩，闽江河口湿地如画；观城中福山，山野绿
林郁郁葱葱；看榕城碧水，两江润城扮靓家园……“半城
山色半城水”的景致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注脚。

福州的美，源于天成。但留住这样的美，需久久为
功，殊为不易。

曾经，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遭遇种种“创伤”——
互花米草入侵并且大面积扩散，导致水鸟觅食地及高潮
位停歇地大面积减少，加上大量的海漂垃圾滞留潮间带
和滩涂，严重污染环境，危害水鸟活动，甚至造成它们的
死亡。

福州坚决保护湿地，叫停不合理项目、推进湿地立
法、划定管控红线，并密集实施退养还湿、清除互花米草
等一系列保护与治理举措，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得
以建立，并用 10年时间实现创建县级、晋升省级、升格国
家级的“三级跳”，2023年入选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当然，山河江海只是动人“榕颜”的一个维度。从滨
江城市到滨海城市，从“绿化福州”到“千园之城”，从“住
有所居”到“全龄友好”，福州这座幸福之城让美好生活触
手可及。

回望过往历史，眺望前方征途。站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5周年的新起点，这座以“福”冠名的城市意气风
发地走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她将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福州实践，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福州擘画的现代化
国际城市跨世纪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018年至 2023年，全国相继有 10座
城市跻身“万亿城市俱乐部”之列，福州
便是其中之一。

昂扬向上的力量是什么？
是“新新”向荣的数字经济。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来闽考察，都深入福州数字
经济企业调研，勉励福州加快推动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福州充分发挥特
色优势，借助举办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契
机，持续打响数字福州国际品牌。近 5
年，福州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增速 20.7%，
占GDP比重超55%，全市构建起“天上三
朵云、中间两个超算、地上两条路”的信
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信息基础化设
施、推进产业数字化、加快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促进网络与数据安全能力建设”
等工作成效突出，连续两年获国务院激
励。

是活力澎湃的海洋经济。30年前，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极具前
瞻性地提出“海上福州”战略。福州发出

“向海进军”的宣言，书写海洋经济大文
章，开拓经济发展新天地。愈发富饶的
海岸线孕育了海洋渔业、临港产业、滨海
旅游等强劲的“蓝色引擎”，牵引着“海上
福州”奋楫扬帆。2023年，福州市海洋生
产总值3250亿元，居全国第三；水产品产
量 307.5 万吨，居全国第二；渔业产值
691.85亿元，居全国第一。

是厚植沃土的绿色经济。福建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
践地。福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社会发展向新、向绿、向未来。基于产城
融合理念出台《福州市工业园区“共享
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全市工业园
区标准化建设，助力传统园区现代化绿
色转型。以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
园为例，2019年福建省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6.7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下线后，10兆
瓦、13兆瓦、16兆瓦、18兆瓦海上风电机
组接连下线，不断刷新亚太地区乃至全
球海上风电装备制造的纪录。

是量质齐升的文旅经济。2021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指出“保
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
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强
调“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
爱之心、尊崇之心”。福州加强历史建筑
保护修复、活化利用，做大福州古厝旅游
品牌和茉莉花“茶文化”，打造了国际城市
会客厅“闽江之心”，培育了马尾船政文化
城、三江口城市会客厅等国际特色消费空
间以及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宝城项
目”等一批弘扬福州传统文化、打响闽都
文化国际品牌的城市地标，丰富消费业
态。福州接待旅游总人数常年居全省第
一，2023年首次突破1亿人次。

从2020年跻身“万亿俱乐部”，到2023年在全省各地
GDP赛跑中继续蝉联第一，福州实现综合实力跃升，民
营经济功不可没。数据显示，去年福州 GDP 总量
12928.47亿元，民营经济占比63.8%。

民营经济不断壮大的背后，是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
20世纪90年代，福州首次提出采取“一栋楼”办公、实

行“一条龙”服务，开创全国集中审批的先河，为民营经济
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开启了福州政务服务改
革之路。

刀刃向内，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州以“市场主体满意和
营商评价提升”为导向，着力减流程、减成本、减材料、减时
间、优服务，实施了从 1.0版到 6.0版营商环境改革举措
1100多项。

与此同时，福州全力落实落细惠企政策，着力培育亲
清政商关系，先后制定出台《福州市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福州市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的若干
措施》《福州市创新驱动发展若干配套奖励措施》《关于贯
彻落实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等系列惠企利企政策举措，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2023年，全市有9家企业入围“2023中国民营企
业100强”，32家企业入围“福建省民营企业100强”。

用足用好改革“关键一招”，不仅激活发展潜力，也增
进民生福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
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福州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落细为具体行动：

高质量推进我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统筹考
虑社区服务供给和居民实际需求，合理配置养老服务、婴
幼儿托育、儿童托管等服务功能，让更多群众享受到身边
和“家门口”的优质普惠服务，加快打造高品质生活城市；

探索办学模式、育人方式、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综合改
革，开展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完善基础教育优质均衡推
进机制，解决区域教育“择校热”“大班额”等矛盾难题；

以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先行城市为目标，将
就业创业台胞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创新推出台胞公租房
保障模式，高标准建设两岸融合示范社区；

……
一项项改革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

向，让城市更好地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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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一路向海，自西向东贯穿福州城，为有福之州
带来派江吻海的气势、海纳百川的胸怀和“两江四岸”
的繁华。

作为全国唯一以“福”字冠名的省会城市，福州的
“福”，不仅源于这片土地的资源禀赋、文化根基，也源
于一个战略设想。

时光回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一个跨世纪的宏伟
工程在福州落笔。“3820”战略工程明确了“建设现代
化国际城市”的宏伟目标，为福州各项事业发展提供
了总体遵循。

一份规划，领航定向。蓝图指引，久久为功。福州
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市发改委
积极发挥重要参谋助手作用，抢抓两岸融合发展示
范区、海丝核心区、福州新区等重大战略机遇，全面
落实强省会战略，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作出
贡献。

时光流转时光流转，，项目支撑项目支撑““城城””长长

地铁6号线方便市民出行。

美丽的榕城美丽的榕城。。

实力跃升实力跃升，，产业引领腾飞产业引领腾飞 创新实践创新实践，，攻坚改革难题攻坚改革难题

山水相映山水相映，，守护动人守护动人““榕颜榕颜””

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池远提供

恒申集团生产车间恒申集团生产车间。。

福州政务服务中心福州政务服务中心
““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办成一件事””
窗口窗口。。

▲

▲

海峡金融商务区海峡金融商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