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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隆冬
时节，榕城大地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热潮。

稳定经济大盘，发展向优向新，要素保
障必须靠前发力。2024年，福州市陆续推
出 11条“开门稳”服务保障措施，优化土地
开发 12条措施，创新开发“福地迎商”微信
小程序，一体化推进“线上+线下”土地招商
……一项项政策、服务、措施接续发力，助
推更多项目落地生根：2024年全市新批用
地 1.92万亩，用海 2.17万亩，批地量、报批
用时均位居全省第一；供应土地2.84万亩，
供应面积全省最多，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港
口后方铁路、福建 LNG接收站、万融新材
料等重大项目加速落地；成功出让闽江口
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权，本次出让成交
金额和资源储量全省最高……

昔日“沉睡地”，如今产业兴。乌龙江
畔，仓山智能产业园内，一栋栋崭新的标准
化厂房巍然矗立，26家入驻企业创造了270
亿元的年产值。作为福州创新型产业园区

建设样板，短短几年间，这里就实现了从连
片低矮的闲置旧厂房到百亿级智能产业园
的华丽转型。试投产的锐捷网络数字化智
能工厂是运用“标准地+”模式的项目，数字
化贯穿产品从进料到出厂，预计满产后年
产值可达 150亿元以上。“从锐捷网络总部
大楼到附近地块的数字化智能工厂项目，
政府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在规划、设
计、建设过程中提供定制化服务，帮助企业
快速入驻投产。”锐捷网络总裁助理杜琳深
有感触地说。

“这里和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园区
里除了宿舍，还有公园、幼儿园，出门就是地
铁，到哪都方便极了！我要喊更多老乡过
来！”从老家到福兴经济开发区工作半年的
小陈兴奋地说。福兴经济开发区衔晋安湖、
望鼓山，这里和周边片区纳入城市片区综合
开发建设样板工程，通过精心规划与持续提
升，已经形成“生产、生活、生态”高度融合的

“山水园城”综合开发区，荣获省级片区综合

开发类样板工程一等奖。
福兴经济开发区是产城共建共享的

缩影。2024 年，全市完成 13 个工业园区
“共享区”建设，一批文化、体育、商超服
务、办公研发、交通接驳设施等生活、产业
配套项目纷纷落地，共建成配套住房近 2
万套，园区承载力不断提升，服务功能逐
步完善，产业园区成功向“产业社区”转型
升级。

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在节
约集约的顶层设计下，福州市深入推进低
效用地再开发全国试点工作，创新出台一
系列政策“工具箱”，加强收储支撑、优化
地价工具、探索土地混合利用，助力企业
转型升级；谋划 8个重点推进示范片区和
276 个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社会福利院
提升改造纳入国家部委典型案例。一年
来，福州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 1.1万亩，可
带动 0.81万亩建设用地开发，实现了用资
源“存量”提升发展“质量”。

更有气韵的历史文化名城，更加秀美的海滨城市、山水
城市，更富活力的产业发展之城，更高品质、更有温度的有福
之州……2024 年 12 月 9 日，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获国务院批复，为福州未来发展描绘了宏伟
的空间蓝图。“《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批复，确定了福州更高
的城市定位、更强的城市功能，赋予了新时期福州‘支撑国家
对外开放、引领区域科技创新、促进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重
要历史使命。”市资源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

回望过去，始终坚持“东进南下、沿江向海”的发展战略，从
确立“一城三组团”的城市空间格局，到“海滨城市，山水城市”
的画卷舒展，福州以规划引领城市发展，更以实践回应着规划
的期待：机场高速、地铁6号线、机场F1线等快速交通支撑起城
市东进的骨架；滨海新城东南大数据产业园、临空临港经济区
的规划建设奠定了国家新区核心区的城市基础；南翼江阴港城
及北翼罗源湾港城支撑起全市产业发展空间……

战略蓝图，谋篇布局。在迈向未来新征程之路上，高质
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正愈发清晰：聚焦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强省会、都市圈建设等重要战略部署，6个县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获省政府批复，83个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全面开展……

规划融入城市发展基因，为城市注入发展活力。中国东
南（福建）科学城、青口汽车城、火车南站、三江口等重点片区
规划持续完善；通过“控规+城市设计”图则管控，四城区完成
62项地块控规及城市设计的编制、报批，提升城市风貌和空
间品质……

“一座花园，一条路，一丛花，一所房屋，一个车夫，都有
诗意。”如今，漫步烟台山，如置身大花园，仿佛重回叶圣陶笔
下的烟台山，满眼皆繁花，处处有诗意。

烟台山的焕然新生，得益于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共同开
发保护利用的模式，从片区保护规划，到分地块设计导则，再
到具体项目集群设计、景观设计……“保护—传承—创新”的
规划理念在这里层层传导、精准呈现。如今的烟台山，富有
年代感的建筑被活化利用，每一条街巷的历史文化肌理更加
精致，传统与现代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刚刚过去的
元旦，烟台山好戏连台、热闹非凡，闽剧专场在欢乐喜庆的乐
曲声中开场，街头艺人的动情歌唱引得人们沉醉其中……这
里升腾的不仅有旺盛的人间烟火气，还有精致的文艺范，更
多的时尚潮流在这里奔涌，成为来榕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同时，精细化的规划也为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佳空间载体
和高品质环境，助力烟台山风貌区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在 2024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旅游节期间，
入选全省十大活力“街艺”示范区。

名城保护，规划先行，久久为功。去年 12月 17日，《福州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获省政府批复，开
启福州千年文脉保护传承新的篇章。新一版的保护规划，在
历史城区 10.98平方公里的外围，新增划定环境协调区 11.43
平方公里，严格保护“三山两塔一条江”的山水空间格局，延
续福州历史文化遗存的空间特色，保护和凸显“一城十镇
（村）、一江贯穿、百河润邑、群翠绕城”的形胜格局。规划还
深化了“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不可移
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三个层级的保护体系，形
成具有福州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体检评估指标。

放眼广袤的榕城乡村大地放眼广袤的榕城乡村大地，，一位位规划师探寻一位位规划师探寻““诗和远诗和远
方方””，，一张张美丽乡村的规划蓝图一张张美丽乡村的规划蓝图，，逐渐成为村民可感受逐渐成为村民可感受、、可可
触碰的幸福图景触碰的幸福图景。。在罗源起步镇桂林村在罗源起步镇桂林村，，来自台湾的社区规来自台湾的社区规
划师王佳凌带领团队结合村庄发展规划划师王佳凌带领团队结合村庄发展规划，，实施一系列美化改实施一系列美化改
造工程造工程，，让村子实现了美丽蜕变让村子实现了美丽蜕变。。““经过改造后经过改造后，，村子越来越村子越来越
靓靓，，游客越来越多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提起村子的提起村子的
变化变化，，村民们赞不绝口村民们赞不绝口。。

20242024年年，，我市全面构建我市全面构建““市市、、县县、、镇镇、、村村””四级村镇规划师四级村镇规划师
制度制度，，积极探索镇村联编积极探索镇村联编、、多村联编多村联编、、乡镇总详联编等模式乡镇总详联编等模式，，
扎实推进扎实推进 12591259个村庄规划编制个村庄规划编制。。同时同时，，扩大榕台合作范围扩大榕台合作范围，，
选聘乡贤选聘乡贤、、闽台两岸建筑设计师为责任规划师闽台两岸建筑设计师为责任规划师，，开展陪护式开展陪护式
服务服务，，在村庄规划引领下在村庄规划引领下，，一一
幅良田丰美幅良田丰美、、村庄和美村庄和美、、
产业兴美产业兴美、、风光秀美风光秀美
的画卷正在徐徐的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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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如椽之笔，书写日新月异的奋斗画卷。2024年，
福州市用地用海报批再提速，审批改革再深化；更多存量资
源被“唤醒”，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实景三维赋能数“治”福州
入选国家部委典型案例；优化营商环境“登记财产”指标连续
5年获全省标杆……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评首届全国
自然资源系统先进集体。

回望2024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始终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凝心聚力、奋勇
争先，用奋进之笔绘就活力跃动的新画卷，为福州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积蓄发展动能。

激活发展新动能
精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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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
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福
州的闽江，是郁达夫笔下的“中国莱
茵河”。

一江春水、一街繁华，从纵览古
今的茉莉大街，到可遍览江景的青
年广场，再到串起广场与历史文化
街区的青年桥，一个个节点串起闽
江畔的成片秀色。徜徉闽江之心，
品味郁达夫笔下的壮丽闽江；行走
上下杭，感受金银里的热闹繁华；漫
步烟台山，欣赏近代历史文化风
貌。“这几年闽江之心的变化太大
了，设施越建越好，风景越来越美，
住在这里幸福感满满。”家门口的风
景，让家住台江上下杭的居民林女
士赞不绝口。如今，闽江之心、上下
杭已然成为市民、游客热衷的网红
打卡点和展示福州山水城市特色的

“金名片”。
夜幕降临，绚烂的烟花在中洲

岛绽放，与两岸璀璨的灯光交相辉
映，也映衬着市民游客的一张张笑
脸。不久的将来，焕然一新的中洲
岛，将实现人流、车流在动线上的立
体分行，拥有“观演秀”“灯光秀”“烟
花秀”和“水秀”的“四秀”场景，成为
阅江“大观台”。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这一年，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系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高生活品
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打造更有温度的民生福祉打造更有温度的民生福祉，，建建
设更高品质的设更高品质的““精致城市精致城市””，，城市规城市规
划让美好愿景一步步照进现实划让美好愿景一步步照进现实。。
2024年，全市实施屏西小区、凤凰新
村等 5个老旧住宅区规划优化和精
细化设计；出台增设电梯实施意见，
老旧小区又新增一批电梯，让幸福

“一键直达”；盘活挖潜闲置空间，全
市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4538个，四城
区新增公共区域电动车停放点 538
个，“停车难”问题进一步缓解，让更
多市民群众体会到幸福的加码。

幸福的加码，也体现在不断优化
的营商环境中。“以前等审批、跑手
续，没个一年半载办不下来。这次从
拿地到用地审批、通过总平面图审
核，再到开工建设，只用了56天，这里
还包含了我们设计的时间！”润投地
产的黄先生赞不绝口。这样的“加速
度”源自政府和企业的双向发力。

以“跑起来”的审批速度、“活起
来”的资源利用，服务企业更有力
度、更有温度。一年来，资源规划部
门深化审批改革，推动“不见面审
批”“智慧审图”改革做法有效落地，
深化“帮您办”服务，“局长进窗口走
流程”“政务服务体验员”服务常态
开展，审批窗口满意度100%……

风劲潮涌万象新，扬帆奋进正
当时。2025年，站在新的起点，全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将按照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扛起历史使命和
责任担当，统筹发展与安全、保护与与
保障保障，，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勇争先做奋勇争先做
标杆标杆，，努力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努力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中作出更大贡献中作出更大贡献。。

山水林田湖草海，是大自然最为宝贵的馈赠。
这一年，福州市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统筹好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全力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口粮地”量升质优。

从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到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从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到完善耕地保护
补偿机制……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耕地保护的
政策措施，为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提供了有力支撑。

走进福清市江镜镇雁湖村，连片的田野正孕育
新希望，几个月前这片土地刚收获沉甸甸的“喜
悦”。“总共有 430亩，过去是旱地，只能种地瓜、花
生等作物，还有不少抛荒。前年8月实施‘旱改水’
项目后，去年种上了水稻，迎来了大丰收。”雁湖村
党支部书记何剑彬说。

让“沉睡土地”变“希望良田”，工业强县蹚出了
一条耕地保护新路。2024年，福清累计实施了 33
宗3000亩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指标1917亩。

走进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蔚蓝天
空下，海波荡漾，红树林迎风摇曳，鸟类在浅滩觅食，
一派勃勃生机之景。几个月前，福建闽江河口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画上圆满
句号，为这片珍贵的湿地赋予了专属的“户口本”。

2024年，我市全面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工作，通过摸家底、建档案，明晰产权主体，划清权
属界线。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
成“登簿上户”，成为全省首宗复合型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为重要生态空间的分类施策、生态保护和有
效监管，积累了有益的探索实践经验。

移步换景，来到福州新区滨海新城。登上滨江
滨海路东侧的观景台，数百米宽的绿色屏障沿着蔚
蓝海岸线一路延伸，下沙、十七孔、三营澳等景区如
明珠镶嵌在绿带上，勾勒出海天一色、蓝绿交织的美
丽画卷。经过多年努力，福州新区滨海新城21公里
生态走廊建设有效改善了滨海生态环境，探索出一
条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美丽海湾建设路径。

20242024年年，，我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我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实施闽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统筹推进实施闽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修复生态修复、、海岸带保护修复海岸带保护修复、、矿山治理等生态修复矿山治理等生态修复
重大工程重大工程，，完成防护林修复约完成防护林修复约 158158公顷公顷、、退塘还湿退塘还湿
2525..55公顷公顷，，矿山复绿矿山复绿 63006300亩亩，，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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