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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新春伊始，涪陵榨菜集团传来好消
息：目前该集团已收购青菜头36万吨以
上，完成全年80%的收购任务，超过去年
同期；同时，提前完成了2月份的订单和
销售目标。

涪陵榨菜的“开门红”，是重庆做好
“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业的一个缩影。

去年，我市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作为
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3大
五千亿级支柱产业之一和实施千亿级生
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的重要抓手强力推
进，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
2581亿元，同比增长4.2%。

今年，我市将继续深入实施千亿级生
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大力发展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业，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聚焦“3+6+X”农业产业集群
重点发展生态特色产业

2月 19日上午，忠县新生港物流园
区，三峡柑橘忠县鲜果集散处理基地一片
繁忙。三峡柑橘忠县鲜果集散处理基地
是我市三峡柑橘采后服务体系首个集散
处理中心项目。它是以忠县及周边区县
柑橘产业为基础，通过柑橘商品化处理、
包装与冷储、柑橘线上线下销售等业务，
打造集采摘服务、洗选、分拣、包装、预储、
冷藏、销售、出口为一体的柑橘全产业链
项目。“目前，该基地已配备柑橘柔性分选
线1条、橙类分选线1条、全自动包装线2
条。”重庆三峡柑橘集团董事长刘兴林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为
做精做深“土特产”文章，去年我市聚焦“3+
6+X”农业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千亿级生态特
色产业培育行动，重点打造了火锅食材、重
庆小面、柑橘、榨菜、荣昌猪、丰都肉牛、预制
菜等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全环节升级、全链

条增值。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

38个区县优选培育64个乡村“一主两辅”
生态特色农业产业，创建全国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3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2个，生态特色产业综合
产值达5200亿元、增长5.2%。

今年，我市将深入实施千亿级生态特
色产业培育行动，持续培优壮大柑橘、榨
菜等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生态特色产业。
同时，打造10条100亿元以上的生态特
色产业链，持续打好生态、乡村、文旅三张
牌，拓展农业休闲观光、生态康养、农耕体
验等多种功能，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培育打造一批“爆品”和园区
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

今年1月以来，乌江脆口榨菜销售火
爆，产品刚加工出来，就被经销商一抢而
空。涪陵榨菜集团总经理赵平说，近年
来，涪陵榨菜集团不断推出榨菜新品，产
品大卖。

为推动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快
速发展，今年初，我市提出培育打造梅见
青梅酒、天友百特牛奶等8大“爆品”。截
至目前，乌江脆口榨菜、梁平张鸭子已先
后在解放碑商圈、观音桥商圈举行了“爆
品”发布会，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加
快推进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
展，全市组建了重庆江大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产业研究院、重庆市农产品加工业技术
创新联盟等。去年底，全市培育规模以上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886家，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产业总产值达2581亿元，同比
增长4.2%，实现了全新开局。

今年，我市将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集群化发展，着力打造重庆（綦江）食品园
区、潼南区食品加工园等10大园区，同时
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高附加
值产业向园区集中。

持续打造龙头品牌
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

2017年，我市提出打造全国首个省
级层面、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巴味渝珍”。
“为提升重庆农业品牌整体形象和市

场竞争力，‘巴味渝珍’将小、散、杂、多的农
业品牌优化整合起来，整体策划包装成一
个市级区域公用品牌对外宣传推介。”市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截至去年“巴味渝
珍”平台整合了2893家企业、13206款产
品，实现销售收入56亿元，其市场影响力
不断扩大，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他表示，要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
就必须加强产品研发设计、包装设计、品
牌设计，抓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建设，
打造一批市场知名度高、溢价能力强的企
业品牌和区域品牌，

具体而言，我市将持续打造“巴味渝
珍”“三峡柑橘”龙头品牌，培优做强涪陵
榨菜百亿级和奉节脐橙、潼南柠檬、忠县
忠橙、巫山脆李、荣昌猪等产值10亿级
以上的重点品牌。同时，支持打造“酉阳
800”等新兴品牌，擦亮“高山生态有机”
农产品名片，升级一批“老字号”“原字
号”品牌，构建区域公用品牌、特色品牌、
企业品牌体系等，进一步提升特色农产
品附加值和美誉度。

大力发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今年重庆将培育打造8大“舌尖爆品”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罗静雯）2月20日，市政协
围绕“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化，加快探索新重庆城乡融合发展
新路径”召开调研座谈会，聚智聚
力，这也标志着市政协2024年系
列重大课题调研工作正式启动。

据悉，该课题是对市政协六届
二次会议联组讨论题目的深化研
究。来自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
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
乡建委、市农业农村委等市级部门
的相关人士向课题组介绍了我市
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有
关情况，并对该课题调研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提出修改意见建议。

课题组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庆
市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
进大会精神，深刻理解把握重庆推
动高质量发展关键要解决城乡发展

不平衡问题的战略重点，充分彰显
新时代人民政协“专”的优势、“商”
的特色和“聚”的作用，广泛汇聚政
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
通过扎实调研、深入思考和认真分
析，摸清重庆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
乡融合发展方面的现状成效，找准
存在的问题短板，提出具有前瞻性、
创新性、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供市
委、市政府决策参考，助推以人为本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
发展新格局，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了解，市政协今年还将围绕
“推进我市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
体’协同融合发展”“打造新时代国
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加快打
造西部金融中心”等课题开展重点
调研。为保障调研工作顺利实施，
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成果，市政协党
组还研究制定了《开展重大课题研
究工作办法》。

贯彻落实“新春第一会”精神

市政协启动2024年重大课题调研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张莎）2月20日，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城口县委、县政府
主办的2023年第四季度“重庆好
人”发布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
场交流活动在城口县举行。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出席活动并
发布好人名单。

活动揭晓了2023年第四季度
“重庆好人榜”，经过全市32万名
网友的推荐、点赞和评议，91位候
选人中最终有20人（组）入选第四
季度“重庆好人榜”。新上榜的“重
庆好人”代表杨家琼、丁奥、曾祥
贵、何涛、陈方祥、莫庭分别在城口
县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亢家寨发

出“好人宣言”。
活动中，“重庆好人”费关双、李

家伟、莫庭、文越岭，以及“中国好
人”郑友分别上台，分享他们见义勇
为、孝老爱亲、自强不息、敬业奉献、
助人为乐的感人事迹，让大家深入
了解好人的故事和心声，近距离触
摸向上向善的温暖与感动。现场还
展现了春节前在城口县开展的“‘重
庆好人’乡村公益行”活动场景。

活动号召全市人民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
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市委工作部署，以优异成绩迎接新
中国成立75周年。

2023年第四季度“重庆好人”发布
姜辉出席

三万亿后重庆再出发 ③ 2024 重庆农业
“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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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左右，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工
业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聚焦“3+6+X”农业产业集群，打
造10条100亿元以上的生态特
色产业链

扎实推进乌江涪陵榨菜绿色智能
化生产基地、西南预制菜产业园、
丰都麻辣鸡产业链等10亿级以
上重点项目建设

培育打造梅见青梅酒、天友百特牛
奶、乌江脆口榨菜、派森百NFC橙
汁、恒都牛肉、德庄火锅底料、梁平
张鸭子、诗仙太白8大“爆品”

资料来源：市农业农村委
制图/李梦妮

（上接1版）
搞活水体，畅通“经脉”——技术人

员因地制宜，创造出“引潮活水”技术。
通过建设西堤闸门和导流堤，利用自然
潮差，引西海域海水入湖，搞活水体。

清淤筑岸，根治“顽疾”——污染物
经年沉积，淤泥不清，水质难保障。筼
筜湖开始大规模清淤，淤泥处理后筑
岸，堆起湖心岛，不仅因此改善了水质，
还大大提升了防汛能力。

1992年，筼筜湖上迎来一场久违的
龙舟赛。“那天，厦门市民聚集在筼筜湖
两岸，不仅为比赛欢呼，更为筼筜湖的
治理成效鼓掌。”张益河回忆说。

30多年来，厦门历届市委、市政府
遵循习近平同志确立的工作方针，接续
开展五轮筼筜湖综合整治工作，共投入
资金约20亿元。

如今的筼筜湖水清岸绿、鱼翔浅
底，被称为厦门的“城市会客厅”，市民
和游客流连湖边，看候鸟翩跹，尽享生
态之美。

筼筜湖是厦门生态环境之变荡开
的第一朵涟漪。从当年那次综合治理
专题会议开始，36年来，厦门渐次开启
了西海域、五缘湾、环东海域、杏林湾、
马銮湾等湾区综合整治及九龙江等流
域协同治理，从山顶到海洋开展全域生
态修复，铺展开一幅高素质高颜值的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厦门画卷”。

路径清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
中保护——

“按照总书记当年的嘱托，我们坚持
在山上绿化造林，才有了现在的绿水青
山。”谈起习近平同志两次来到军营村的
情景，71岁的高泉国老人记忆犹新。

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位于厦门市
最为偏远的西北部，海拔近千米，曾是
厦门最贫穷的村庄之一。20世纪80年
代，为了炒制茶叶、发展茶产业，村民们
纷纷上山砍伐森林，山上成了一片片光
秃秃的“癞痢头”。

1986年，习近平同志来到这个山村，
经过一番深入调研，给当地提出了要多种
茶、多种果，保持水土不流失的要求。

让高泉国想不到的是，时隔11年，
已经担任省领导的习近平同志再次来
到这个偏远的山村，进一步提出：“多种
茶、种果，也别忘了森林绿化，要做到山
下开发，山上‘戴帽’。”

“山上‘戴帽’”就是限制人为乱砍
滥伐，而“山下开发”则是利用当地高山
地理条件，发展多种特色生态农业。

坚持绿化造林，把绿色资源作为发
展资源。村里生态环境好了，高山茶的
品质更优，再不愁销路。村里开起了农
家乐、民宿，发展了星空营地、拓展基地
等，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的军营村，潺潺溪水穿村而
过，山上茶园满目青翠，成了游客们争
相打卡的“网红村”。

从在厦门治理筼筜湖，到在省里工
作期间提出“生态省”建设，再到后来提
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路
走来，习近平同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
考逐步深化，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
有感情。离开福建以后，我也一直关注

福建。在这里工作期间的一些思考和
探索，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仍在思考和深
化，有些已经在全国更大范围实践了。”
2021年在福建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动情地说。

放眼未来，以历史担当谋划长远发
展——

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主持编
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是我国地方政
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规划。在其中，习近平同志
深深思考这座城市的永续发展之路。

这份在近40年前制定的战略，专
设了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专题，并将良
好生态作为厦门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
这在全国开了先河。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
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工作，提出了
一系列至今看来都十分先进的理念。

到省里工作后，习近平同志依然牵
挂着厦门的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提出厦
门要实行跨岛发展战略，成为生态省建
设的排头兵。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始终对
厦门充满深情、寄予厚望，作出的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厦门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厦门的发展理念之
变、发展方式之变指明方向。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36年来，厦门以久久为功的战略定

力，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共建共享生态城市，探索出一条
促进人海和谐的生态文明实践路径。

坚持系统观念：
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
厦门市是一个典型的海湾型城市，

全市陆域面积16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仅333平方公里，尤其是厦门岛更是以
158平方公里的面积承载了全市近一半
人口。长期以来，“地少人多”的市情，决
定了厦门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航
运、养殖、旅游等各种用海矛盾突出。

2002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
长的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厦门城市规
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路。

落实这一重要指示要求，厦门市
2002 年以来相继开展海沧湾（西海
域）、五缘湾、杏林湾、同安湾、马銮湾等
5个湾区综合整治与开发工程，打造环
绕厦门的“美丽蓝湾”。

全市海域养殖退出25.8 万亩（约
172平方公里），推动传统渔业生产转型
升级，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
空间，取得良好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6年来，厦门坚持系统治理，营造
优美海湾人居环境。根据全市海域“湾
中有湾”的特点，在国内沿海地区率先
提出湾区综合整治理念，在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上累计投入1056亿元，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湾型城市。

每到周末，位于厦门西海域西北端
的马銮湾生态三岛公园和南岸带状公
园里，前来休闲的周边居民络绎不绝。
他们有的席地野餐，有的放飞纸鸢。偶

有鱼儿跃出水面，尾鳍荡开粼粼水波，
便会引来摄影爱好者快门“咔咔”作响。

在马銮湾湾区内，类似的“口袋公
园”并不鲜见，总绿地面积超过4平方公
里。马銮湾环湾岸线形成了“万株凤凰
木、千米花廊、百景共赏、十里花道”的
亮丽风景线，生态与景观兼备的城市自
然系统逐步形成。

很难想象，这片人在景中、景在海
上的湾区美景曾经“鱼塘密布、泡沫翻
天”。“20多年来，我们通过退垦还海、流
域治理、生态补水等方式，完成了马銮
湾的生态修复工程。”马銮湾新城片区
指挥部常驻副总指挥蔡德进说，如今的
马銮湾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8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大于50%，已成为厦门市民
和游客新的“网红打卡点”。

因海而生、凭海而兴、与海共荣。
36年来，厦门坚持充分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宜林则林、宜草则草、
宜沙则沙、宜湿则湿，正着力构建从山
顶到海洋的全域保护治理大格局。

2023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实地察看红树林长势和周边生态环境时
强调：“红树林保护，我在厦门工作的时
候就亲自抓。党的十八大后，我有过几
次指示。这是国宝啊，一定要保护好。”

红树林，素有“海上森林”“海洋卫
士”之称，具有极高的生态服务价值。
如今，漫步厦门环东海域的下潭尾红树
林公园，一片片红树林枝叶繁茂，如同
一块块镶嵌在海面上的翡翠。然而，这
片近85公顷的人工红树林，是在消失
20多年后才得以重现这片海域。

回忆起20多年前的下潭尾，厦门
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盛昌感
慨说：“那时候，人来了都会被海水的臭
味熏走。”由于盲目围海、无序养殖，这
片海域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当地原生的
红树林一度消失殆尽。

2005年，在厦门市政府的委托下，
厦门大学红树林科研团队开始在下潭
尾种植试验林。经过10多年的持续努
力，终于让这里的红树林重新扎根繁盛
起来。如今，这里的动植物多样性显著
提升，更是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亲近自然
的海洋科普教育基地。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彼得·
汤姆森曾两次到访下潭尾公园，对这里
红树林保护和复种“印象非常深刻”，并
将其作为典范在世界各地的演讲中多
次引用。

“厦门是属于祖国的、属于民族的，
我们应当非常重视和珍惜，好好保护，
这要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好。”在厦门工
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从全局高度提出切
合厦门实际的具体措施。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体现在海里，
根子在陆上”。36年来，厦门历届市委
市政府通过系统治理、协同治理，打通
上下游、协调左右岸，不断塑造厦门生
态“高颜值”。

位于厦门岛外的翔安区大宅村，历
来是被称为“风头水尾”的干旱缺水地
区。这里的村民却发展起了火龙果等
种植产业。

记者看到，村民家里厨房、厕所、洗涤

用水等原本直排海湾的污水，统一被集中
净化处理，处理后的尾水顺管道流进村旁
的几个池塘中。在这里，多种水生植物持
续净化水体，远程控制智能灌溉系统从这
里抽取水源，浇灌村里火龙果田。

“通过将污水‘变废为宝、吃干榨
净’，我们收获了环境优美、产业兴旺等
成倍的效益。”大宅村村民、火龙果种植
户陈海云高兴地说，“水质好了，小时候
池塘里常见的田螺这几年又多起来了！”

厦门在海洋生态保护过程中注重“关
口前移”，推进流域治理、城市和农村污水
治理、入海排放口整治等，严控和削减陆
源污染物。着力扩大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推动全市污水处理能力与自来水供水能
力相当；推动全域治理农村污水，完成
1216个自然村的污水提升治理……

经过持续努力，全市海域环境质量
不断向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主要
流域国控和省控断面、小流域省控断面
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入海排放口水
质达标率达到99.3%，“蓝天白云、清水
绿岸、碧海银滩”成为厦门的亮丽招牌。

36年来，厦门人在实践中认识到，
改革创新是破解海洋生态保护、生态文
明建设中矛盾问题的强大动力，坚持改
革创新、树立制度的力量，是提升生态
环境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把
“依法治湖”作为筼筜湖综合治理20字
方针中第一条，探索了以法治理念、法
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

厦门始终坚持法治先行，不断提升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1994
年厦门获得经济特区立法权以后，制定
的第一部实体性地方法规就是《厦门市
环境保护条例》。

此后，厦门先后出台《厦门经济特
区生态文明建设条例》等30余部与生
态环境建设和资源保护有关的法规规
章。2003年组建起全国首支有行政编
制的海洋综合执法队伍，建立了海上联
合执法的机制，进一步筑牢了生态文明
建设的全方位法治保障。

从被动污染治理到资源有偿使用
和建立生态保护补偿赔偿机制，从单一
环境保护到建立生态环境市场化治理
机制，从部门各管一摊到“多规合一”业
务协同平台建立，厦门的多项改革经验
逐步在全国推广。

天蓝海阔、水清岸绿，一座座摩天
大楼拔地而起，夜晚到处是灯火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称赞道：“如今，海风海浪
依旧，厦门却已旧貌换新颜。”

绘就崭新画卷：
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相得益彰

“30多载春风化雨，今天的厦门已
经发展成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
新经济新产业快速发展，贸易投资并驾
齐驱，海运、陆运、空运通达五洲。今天
的厦门也是一座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
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17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厦门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向
全世界推介这座“高素质、高颜值”之城。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

五缘湾位于厦门岛东北角，这里的
湿地公园是厦门最大的湿地生态公园
之一。公园里，三五成群的黑天鹅自由
游弋，不时有游客跟鸟儿“亲密互动”。

十几年前，五缘湾内分布着大片滩
涂，是晒盐场、养殖场、垃圾场。由于人
为筑堤养殖，滩涂淤积严重，加上地处
厦门岛风口处，被认为不适合人居住。

2005年，五缘湾综合治理启动前
期，各方围绕治理方案产生了分歧。厦
门市政协原副主席潘世建回忆说，有人
建议把湾区“一填了之”，卖地搞房地
产，这样“来钱快、出政绩”。

厦门市委、市政府组织多场专家论
证会，反复论证、权衡利弊，最终拍板决
定——把最好的资源留给公众。

五缘湾不仅保留了原生水面，还打
开海堤，引水入湾，清淤活水，实施陆海
环境综合整治，留出大片湿地建设公
园，构建人水对话的亲密空间，为市民
提供了一处“城市绿肺”。

附近居民黄晓红深有感触地说：
“我家就住在湿地公园边上，每天空余
时间都会来公园走走，幸福感满满！”

厦门全市现有园林绿地1.8 万公
顷、林地6万多公顷。自2013年建成第
一条城市绿道至今，每万人拥有城市建
成区绿道长度1.66公里，基本实现“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做到了“四季常
青、四季有花、推窗望绿、移步易景”。

如此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属于幸福
的厦门人，也属于每一个来厦门的游客。

位于厦门环东海域的“滨海浪漫
线”上，常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跑
者。“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的这条‘最美
环湾赛道’，这次专程来‘打卡’，海天一
色，确实很棒！”来自山东的马拉松爱好
者张先生春节前专门休了年假来“拥
抱”厦门的海风。

就是这条“滨海浪漫线”所处的湾区，
也曾淤积严重、垃圾遍地，曾有群众说“这
里的垃圾一直延伸到海天相交处”。

改变在悄然发生。2006年开始，
厦门市通过开展环东海域综合整治建
设工程，加快推进养殖清退、滩涂清淤
等工作。在一套综合整治的组合拳下，
环东海域的水“活”起来了，长毛对虾、
黄鳍鲷、中华白海豚等野生海洋生物重
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绿水青
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
财富、经济财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和行动。

党的二十大深刻阐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
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作出“推动绿
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
大部署。

在厦门，从“垃圾海平面”到“滨海浪
漫线”的嬗变中，这座城市的文旅经济、
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海洋经济也在加速
发展，走出了一条“以环境优化增长、以
发展提升环境”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生态好了，厦门依托海湾、海岸等
资源，开发了海钓游、帆船游、游艇游等

多元旅游产品，实现在保护中规范开
发、有序利用的良好生态效益。

2023年，厦门旅游业强劲增长，接
待旅游总人数近1.1亿人次，创历史新
高。今年春节假期，厦门旅游订单同比
增长65%，门票订单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海域综合整治的深入开展，在还碧
海蓝天美景的同时，还换来了城市发展
新空间。

环东浪漫线不远处，厦门科学城的
核心区——同安新城正在拔节生长。

美峰创谷、银城智谷、环东云谷等
科学城核心园区加速发展，美图秀秀、
美亚柏科、腾讯云、网易等一大批行业
龙头汇聚于此……

银城智谷产业园区有关负责人说，
开园两年多来，园区重点围绕引进总部
经济、信息服务、研发设计、文化创意等
产业发力，通过强化产业引领，全力建
设产业发展新高地和产城融合新地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市经济总量
快速增长，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和能级持续提
升。2012年至2022年期间，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外贸进出口总
额年均增长6.9%，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超3600家，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2.2%。

2023年，厦门新业态快速发展，新
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
出口增长1.7倍，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
长65%。

高颜值生态、高品质生活、高质量
发展。

36年来，厦门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坚持先保护后开发，以生态环
境治理、生态系统修复、生态网络构建为
城市发展创造良好生态基底，不断提升
经济绿色化程度，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态势，增强高质量发展潜力和后劲。

如今，一条串联厦门闹市区和山海
湖的“空中巨龙”，正在成为人们领略厦
门生态之美的新选择。

经过6年多的建设，全长200多公
里的“山海健康步道”已初具规模，把

“城市美”与“自然美”有机融合。市民
游客沿着步道，可以“穿林海、登高峰、
赏湖景、瞰海天”，共赏厦门生态宜居之
美，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打造多元交流平台，厦门正在汇聚
海洋环境生态保护的各方力量。2005
年起，国家相关部委和厦门市政府联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等，共同
主办厦门国际海洋周活动。

“18年间，厦门国际海洋周已成为
集海洋大会论坛、海洋专业展会、海洋文
化嘉年华于一体的国际性海洋年度盛
会，吸引了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个重要国际组织参加。”自然资源部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相关负责人说。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崔永
辉表示，下一步将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继续讲好厦门生态保护故
事，努力把厦门打造成为新时代美丽中
国建设的窗口，为国内外城市海洋生态
保护贡献“厦门方案”。（记者齐中熙、康
淼、高敬、王立彬、颜之宏、陈弘毅）

（新华社厦门2月20日电）

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
2074.7 亿元、同比增长
4.6%

全年生态特色产业综合产
值 5200 亿 元 、增 长
5.2%；其中全市食品及农
产 品 加 工 产 业 产 值 达
2581 亿元 、同 比 增 长
4.2%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乡村
休闲农业经营收入分别达
208亿元、1009亿元，同
比增长12%、11.8%

2023 重庆农业
“成绩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