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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出版更多资讯详见

新闽清抖音号

峥嵘岁月，辉煌历程。75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闽清县历届班子团结带
领全县上下驰而不息、接续奋
斗，顽强拼搏、不懈努力，闽清
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
桑巨变，经济社会发展谱写出
新的华丽篇章。全县GDP从
1949 年的 1116 万元增加到
2023 年 的 470.5 亿 元 ，增 长
4000 多倍；人均 GDP 从 96 元
跃升至94305元，增长近1000
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秉承习近平总书记当年
亲自为闽清擘画的“两区开
发、两翼齐飞”发展战略，融入
都市圈、建设山水城，全县经
济总量连跨三个百亿大关，先
后获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县、全国信访工作示范
县等国家级荣誉 20 项，获评
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
全省建筑之乡等省级荣誉
15项。

县 域 综 合 实 力 显 著 增
强。建筑、园区、文旅“三大经
济”活力迸发，白金工业园、绿
色建筑产业园、新材料产业
园、万福创新产业园等“四大
工业园”集群成势，橄榄、粉
干、茉莉花茶、智慧食品、禽蛋

“五大特色”农业产业园扩面
提质，闽清经济开发区十年磨
一剑成功获批省级经济开发
区，2024年建筑业产值预计突
破 1300 亿元，总量连续多年
保持全省县区第一。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成 效 卓
然。着力打造滨水空间、梅城
印记、闽江乐游、南山印象“四
张名片”，老城更新焕发生机，
闽清新区、梅溪新城建设热潮
涌动，县城面积由1平方公里
拓展到 20 平方公里，城市框
架从“梅溪时代”向“闽江时
代”跨越迈进。乡村振兴全面
开花，心上莲、闽台乡建乡创、
云溪漫谷、九野小镇、小丫村
等一批乡村振兴“闽清样板”
亮相出圈。出台深化闽台乡
建乡创 15 条措施，获评省级
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县，闽
台融合示范样板取得新突破。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更 加 完
善。积极融入福州都市圈建
设，向外畅通经济发展“大动
脉”，科学规划城际轻轨路线，
加快京台高速复线、政永高速
（闽清段）、闽清至永泰邻县高
速通工程“三大高速”前期工
作，项目建成后闽清绝大多数
乡镇 10 分钟内可上高速，全

县交通体系从“两铁两高”向“三铁五高”升级，真正跨
入“福州半小时经济圈”。绘就一幅生态宜居幸福新画
卷，梅溪栈道抱城环绕，口袋公园串珠成链，大街小巷
见缝插“绿”，启源超五星级酒店预计今年国庆节开放
营业，梅溪大桥预计年底通车，一座显山、露水、透绿的
山水城市正与百姓双向奔赴、和谐共融。

民生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
全，集团化办学办医有序推进，教育、医疗、养老水平持
续提升，共享发展成果显著。率先建立小微权力清单、
村级事务服务清单、信访“六诊”等“三项制度”，建成县
社会治理中心，让老百姓有个地方找说法，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强烈。

改革潮起，击鼓催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闽清
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奋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作出闽清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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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滔滔，奔腾东去，迸发千帆竞发的
活力；青山连绵，生机无限，绽放百花齐放
的风采。山水相依，城兴民富，奋进 75年，
闽清人民以智慧与汗水，绘就一幅波澜壮
阔、日新月异的发展画卷。

将指针拨至2024年，千年梅邑，风华正
盛。融入都市圈，建设山水城，乘上现代化
国际城市建设的“东风”，闽清蹄疾步稳，阔
步向前，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后花
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贡献闽
清力量。

一块金字招牌
折射“智造”求索路

“建筑之乡”，自改革开放以来，这块熠
熠生辉的金字招牌，一直被闽清牢牢地端
于手中。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闽清建筑业
的黄金时期，建筑工人们自发创建集体企
业，下海拼搏。鼎盛时期，甚至出现了“一
乡镇一建筑企业”的繁荣景象，也让闽清成
为全省首批“建筑之乡”。而今，以发展新
质生产力为契机，闽清大力推动建筑业转
型升级，赋予“建筑之乡”新的时代内涵。

从制度出发，固本培元。老字号集体
企业难以跟上时代，闽清推动企业改组，引
入民间资本，加速从集体企业到民营企业
的接力跑，提升建筑企业市场竞争力。

从技术出发，推陈出新。以新技术“把
脉”企业生产，推进数字化发展。中建科
技、海峡钢构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核心技术，
布局新型建材、装配式构件产业，打开建筑
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之路。

从模式出发，集聚发展。闽清县着力
挖掘“链主企业”，建立梯次培育体系，壮大
建筑业千亿产业集群，闽清经济开发区、绿
色建筑产业园、白金工业园、新材料产业园
等四大工业园区聚链成群。

“去年建筑业总产值保持全省第一，今
年预计突破1300亿元，占据福建省‘建筑之
乡’榜首。”闽清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观一域，可知全局。变制度、强技术、
建园区，焕新升级的故事，正在更多领域内
开花结果：大莲电瓷主攻配电网用瓷绝缘
子，获 51项专利技术，产品远销海外，带动
整个陶瓷行业迎来转型新风；普洛集团世
界首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沾头机，引领
制笔设备向高效、智能迈进；礼恩电缆进军
航空航天电线领域，让闽清制造在更大舞
台上发光发热。

据悉，闽清全县现有战略性新兴企业
65家，占工业总产值比重38%；62个技改项
目完成投资 32.92 亿元，比增 26.35%。传
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企业力争“单
项冠军”，从制造到“智造”，闽清迈出产业
升级的关键一步。

一座江上公园
绘就乡村振兴梦
洁白的云朵，蓝色的波浪，再怎么摇

晃，云朵都慵懒地浮于波浪之上。离开雄
江漂浮公园时，游客小陈特意戴上了这个
可爱的文创钥匙扣：“闲适而惬意，很喜欢

这种感觉！”
江面，是浮于水上的漂浮步道，搭载于

其上的船屋、运动场、咖啡馆，共同编织如
梦境般舒适的漂流体验；江岸上，是刚刚落
地的各类民宿、咖啡屋，以及全面提升改造
过的美丽村居；放眼望去，少了网箱的橄榄
湖犹如无瑕的翡翠静卧于山间，美得令人
心悸……雄江，这座昔日的库区渔业乡镇，
正渐渐绽放不一样的光彩。

“今年 3月底，雄江完成了省委省政府
下达的网箱清退任务，同时启动了向文旅
发展转型的新路径。”雄江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雄江着力引入文旅业态，结合
乡村振兴与乡建乡创，打造多个文旅融合
样板项目。“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雄江迎
来数万客流，很多村民也开起了民宿餐
饮。上了岸，一样能致富！”一处处偏远小
村，一条条振兴大道。闽清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积极探索乡村振兴闽清模式，
因地制宜打造一批乡村振兴样板，构建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新格局。

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在上莲，
“心上莲”景区坚持建设农文旅景区，变稻
田为特色景观，打造集研学、康养于一体的

“世外桃源”；在东桥，九野小镇立足交通优
势，以“微度假”为核心理念，打造福州首个
田园运动文化小镇；在坂东，宏琳厝联动周
边古厝民居，打造集中连片示范区域，进一
步提升旅游体验，变老地标为新名片。

夯实基础，发展特色农业。各乡镇加
大“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特色培育，依托
优良品质、科技赋能、特色营销，把“土特
产”做成富民“大产业”。云龙西红柿、省璜
香糟鸭、塔庄龙晶葡萄、下祝水蜜桃等一批

“梅”字号特色农产品品牌全面打响，新增
“闽清西红柿”“闽清甜笋”2个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补齐短板，建设和美乡村。扎实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常
态化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六清一
改”行动，逐步实现“水清、地洁、环境美”的
人居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勾勒出一路
一风光、一村一画卷的和美图景。

徜徉在树荫下，漫步于田埂上，品田园
诗情画意，看宜居和谐村落，这条乡村振兴
之路，闽清走出了特色，也走向了未来。

一处长者食堂
托起幸福岁月长
拉上几个闺蜜，唱首歌，跳支舞，再吃

上一份热气腾腾的营养餐，退休后的林云
花，爱上了家门口的长者食堂。“吃饭便宜

又方便，还能和朋友一起活动，去的次数越
多，越离不开那！”

从闽清城关的街头巷尾，到深山中的
乡村，再到风景如画的橄榄湖畔，闽清的每
个城市角落都有长者食堂。近年来，闽清
牢记“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的殷切嘱托，推行“长者食堂+乐龄学堂”农
村养老服务模式，为“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再加码。

实惠又方便，是林云花老人对长者食
堂的第一印象。她最常去的食堂，价目表
被挂在门口的醒目处，仅需8元便可品尝一
荤二素一汤，更有送餐上门、生日免费用餐
等暖心服务；不远处由社会爱心人士自发
建成的十方家，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每日
中午都会排起长队。

幸福的晚年生活，源自物质的寄托，也
源自精神的满足。依托长者食堂，闽清开
办一系列乐龄学堂，推出知识讲座、兴趣课
堂、学习班等系列互动课程，实现玩有伙
伴、其乐融融。

“一起包月饼，一起上课，吃了饭就出
来一起跳舞赏月。”退休后，林云花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和年轻人一样，她有了自己的

“饭搭子”“舞搭子”。“能听课，能聊天，还能
一起玩，学堂里越来越热闹了！”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一个朴实无华的
愿望，映射着社会的温度，也昭示了美好的
生活品质。近年来，闽清用心用情办成群
众可感可及的实事，亮出一份份共享幸福
的民生答卷：

为民办实事，更有着落。对标就业收
入、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69项省、市、县级“为民办实事”项目有
序推进，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

遇到困难，有个地方找说法。闽清上
线县社会治理中心，整合乡镇部门和社会
组织等资源力量，实现一站式服务，有效推
动矛盾化解，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上门办事，不用再求人。闽清持续推
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拓展智能“秒批”“秒
报”服务，在全市县区范围内率先打造不动
产登记平台（三期），打通不动产登记与税
务、住建以及水电气等多部门数据共享链，
打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国泰民安，家庭团圆，吃穿不愁，这就
是幸福。”75年来，于看不见处，闽清人民的
幸福感日复一日拔节生长，托起一座宜居
宜业的幸福之城。

一块特色门牌
见证两岸青年梦

热情似火的8月，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
逐梦而来，数十位台青与大陆同伴相会在
橄榄湖畔，共同探寻乡建乡创的美好蓝
图。短暂的相聚之后，他们为雄江、为闽清
留下了什么？

“这块门牌，就是他们留下的宝贵记
忆。”村民吴绍果，台青们口中的“吴叔”如
是感慨。短短的两天里，两岸青年认真聆
听吴叔的家庭故事，并以此为灵感，为吴叔
定制了一块门牌。

如今，这块要素满满的门牌便挂在他
的家门口，渔网、渔船，是吴叔过去赖以谋
生的工具；青山绿水，是吴叔院中便能看到
的美景。“家里正缺块漂亮的门牌，往上一
挂，有面子！”

一块块门牌，留在了雄江；一条条足
迹，留在了闽清。响应福州打造台胞台企
登陆第一家园先行城市，闽清以闽台乡建
乡创为平台，通过政策扶持、机制对接、情
感牵引等路径，吸引更多台湾建筑师与文
创团队参与到闽清乡村振兴中。

完善机制建设，搭建广阔平台。闽清
出台两岸乡建乡创合作 15条政策措施，完
善“五年免租金”等政策及配套服务保障，
引进越来越多的台湾建筑师、乡建乡创、文
创团队入驻闽清。

做强产业培育，催生新型业态。各乡
镇立足资源禀赋，各自谋划培育一批多业
态融合的乡建乡创合作项目，三溪乡“百年
油坊”、上莲乡某年某月体验馆、金沙镇海
峡两岸圣君文化旅游节……连串项目，形
成创建集聚效应。

打造特色品牌，激发乡创动力。各类
交流活动常态化开展，城乡永续学院等一
批台青品牌落地闽清，为文创成果落地转
化提供渠道，带动更多台青台企参与到闽
台乡建乡创合作中。

2022 年，闽清获评省级闽台乡建乡创
合作样板县。2023年，“青连两岸—创享美
好生活”乡建乡创交流营、“第二届海峡乡
建乡创奖”等活动在闽清成功举办。来到
闽清，台青不仅是看一看，更愿意留下来，
将这里当成自己奋斗创业的第二故乡。

75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终于换来
大美闽清的沧桑巨变。传承千年古城风
华，展望闽都宏伟蓝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新征程中，闽清将全力打造现代化国
际城市“后花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
州实践中再放异彩。

（福州日报）

闽清:“后花园”里群芳艳 山水闽清万象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