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每100
件泳裝就有30

件來自福建晉江，全球每3把傘就有
1把在晉江誕生……福建晉江，這個
土地面積僅649平方公里的縣級市，
是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製造業最
發達的地區之一。

當前，產業競爭的加劇令不少
製造業重鎮都面臨着企業外遷、產
業空心化的壓力，而晉江卻展現出
「我們的產業鏈是轉不走的」 自
信。有這樣一種說法：來晉江創業
是最簡單的，以運動鞋為例，方圓
50公里範圍內能集齊從研發、生產
到銷售所需全部要素。完善的產業
鏈、良好的營商環境已經成為晉江
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 「金字招
牌」 。

可以說，福建晉江，是中國縣域
經濟發展的典範。2002年，習近平相
繼在《人民日報》和《福建日報》發
表署名文章總結提出 「晉江經驗」 。
彼時，新世紀初的晉江地區生產總值
突破300億元，對比1978年經濟總量
翻了七番之多。習近平當時就曾寄

望， 「如果福建在近幾年內能夠湧現
10個或者更多的晉江這樣的縣市，全
省經濟發展必然會實現一個新的跨
越。」 2019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參
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福建代表
團審議時指出： 「福建省如果有若干
個晉江，福建就不一樣了。應該說，

『晉江經驗』 現在仍然有指導意
義。」

始於晉江，但不止於晉江。
在 「晉江經驗」 引領下，作為民
營經濟大省、製造業重鎮，福建
的 「一雙鞋」 、 「一張紙」 、
「一片玻璃」 、 「一塊電池」 等
傳統產業，在服務國民經濟發展
和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方
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公報實習記者馮一笑

▼

學子們探訪國產體育品牌361°的5G智
慧工廠。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走進 「晉江經驗」 館，探尋晉江從農業窮縣到全
國縣域經濟四強的蝶變密碼。

「這裏
的山山水水、一草一
木，我深有感情。離開福建
以後，我也一直關注福建。在這裏工作期間的一些
思考和探索，在我後來的工作中仍在思考和深化，
有些已經在全國更大範圍實踐了。」 習近平曾在福
建工作了17年半，開創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
念、推進了一系列重大實踐。八閩大地的山山水水
和父老鄉親，總書記始終牽掛在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福建發展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4年11月赴福建調研時，
總書記為福建擘畫了 「建設機制活、產業優、百姓
富、生態美的新福建」 宏偉藍圖。八閩兒女牢記囑
託，大力發揚 「敢為人先、愛拚會贏」 精神，埋頭
苦幹、勇毅前行，全方位推進高質量發展超越，奮
力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福建篇章。

探索實踐的點點滴滴，正是波瀾壯闊的時代縮
影。恰如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時賦詩： 「挽住雲
河洗天青，閩山閩水物華新。」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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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實習記者 馬見穎、馮一笑、薛卓穎、李博池

時間是最忠實的見證者和書寫者。回眸2014年的秋天，習近平總書記在閩
考察期間深情寄語，要努力建設 「機制活、產業優、百姓富、生態美」

的新福建。展望2024年，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擘畫新福建宏偉藍圖10周年。
在此之際，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走訪福建6城，了解福
建十年深化改革的成效與經驗，挖掘背後的故事，親身領略新福建從宏偉藍
圖變為美好現實，展示一個開放包容、創新進取、綠色發展的新福建。經過7
天行程，有港生由衷表示，如今一幅 「活優富美」 的壯麗畫卷正在八閩大地
徐徐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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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活 產業優 百姓富 生態美宏偉藍圖變美好現實

活優富美 10年繪就新福建壯麗畫卷

福建省名有 「福」 ，
飽含福建人民對幸福生活

的期盼和追求。日前， 「2024范長江行動福
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跟隨習近平總書記昔日
足跡，在莆田雙福村、湄洲島及泉州蟳埔村，
見證了 「發展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要惠及人
民」 的生動實踐。

莆田市的雙福村距今已有900多年建村
史，村內河道縱橫，荔林遍植，村中古巷、古
建遍布，被評為 「中國傳統村落」 、 「中國美
麗休閒鄉村」 。依託當地優勢，雙福村演繹了
「百姓富」 的美 「荔」 故事。近年來，雙福村

更是 「火荔全開」 ，發展旅遊業。如今，慕名
而來的遊客在此泛舟、體驗水上採摘荔枝、品
古荔賞古厝， 「荔枝遊」 風生水起。

另一邊，泉州蟳埔村，在 「流量變現」 的

時代也迎來潑天的富貴。操着四方口音的遊
客、化妝師和攝影師湧入蟳埔村，旅遊拍寫真
照儼然成了這個原本以打魚和灘塗養殖為主的
小漁村的新興產業。蟳埔讓學子們見證了傳統
民俗文化的現代轉型，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繁
榮。眾多村民從售賣魚貨轉入民俗、文創、餐
飲等領域，成為新時代浪潮中的新 「討海」
人。蟳埔村的轉變，讓學子們深刻體會到，文
化賦能鄉村振興的巨大潛力。

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到閩考察時強
調，要在創造高品質生活上實現更大突破。這
些村落故事，是福建眾多鄉建鄉創實現共同富
裕的縮影。學子們紛紛表示，這些變化讓他們
深刻感受到了 「百姓富」 不僅僅是口號，而是
實實在在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幸福故事。

大公報實習記者薛卓穎

2014年10
月30日至11月2

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福建，擘畫
了福建發展的新藍圖： 「希望福建
的同志抓住機遇，着力推進科學發
展、跨越發展，努力建設機制活、
產業優、百姓富、生態美的新
福建。」 這當中， 「機制活」
可謂發展的根本保障。

尤其是祖國大陸距離台灣
島最近的地方──平潭，更是
如此。習近平有着深深的平潭
情結。特別是平潭綜合實驗區
建設以來，習近平十分關注，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大力支持
平潭開放開發。2014年11月1
日上午，他專程驅車前往平潭
綜合實驗區實地考察。習近平
指出，平潭綜合實驗區是全國

獨創，要繼續努力探索，真正把平
潭建設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

近日，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
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走進平潭綜合
實驗區，深入了解其在推進兩岸融
合發展展示區建設中的創新機制。

「平潭致力於打造台胞台企登
陸第一家園先行區，在改革創新中
不斷增進台胞福祉。」 福建省（平
潭）台胞職業資格一體化服務中心
對台服務專員朱小姐介紹，平潭綜
合實驗區不斷優化 「對台一體化政

府服務平台」 ，通過創建、關
聯、合併台灣居民居住證和台
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信息，
率先實現台胞身份 「兩證」 互
認，讓台胞在大陸安居樂業。
得益於這些靈活創新的政策，
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在福建找
到了 「第二個家」 。

朱小姐指出，構建高效靈
活的體制機制是改革之要、群
眾之盼、發展之需，更是 「綜
合實驗」 的題中之義。

大公報實習記者馬見穎

「希望福建的同
志抓住機遇，着
力 推 進 科 學 發
展、跨越發展，
努 力 建 設 機 制
活、產業優、百
姓富、生態美的
新福建。」

─ 2014 年 10 月
30日至11月2日，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考
察 福 建 ， 擘 畫 了
福 建 發 展 的 新 藍
圖。

▲學子們與在平潭工作的台胞合影留念。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十年來，福建全省經濟總量連跨3個萬
億元台階，從2.5萬億元增加到5.4萬億
元，居全國第八；人均GDP從6.4萬元增加
到13萬元，居全國第四。從這組數據中可
以看出，新時代新福建建設，邁上了新台
階。

從縣域經濟 「領頭羊」 ──晉江的發
展軌跡 「管中窺豹」 ，可見一斑。上世紀
80年代初，晉江依靠 「三來一補」 起家，
雨後春筍般辦起了許多企業，民營經濟發
展駛入 「快車道」 。如今的晉江，平均
每7個人就有1個老闆，每21個人就有1
家企業。晉江的土地面積僅佔福建全省
的1/200，卻創造了全省1/16的經濟總量，
成為馳名中外的品牌之都。

「晉江經驗」 的形成源於群眾的首創
精神，也根植於改革開放。 「沒有改革開
放，今天晉江的發展成就是無法想像
的。」 在參觀完晉江經驗館後，有港生表
示。

晉江的發展之路，循着的是福建改革
開放之路。在這十年，福建加快構建現代
化產業體系，擁有41個工業行業大類中的
38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居全國
第四，並呈現以下特徵：向高端化攀升，
電子信息、先進裝備製造、現代紡織服裝
等支柱產業的規模超萬億元，寧德時代、
福耀玻璃、安踏體育等領軍企業享譽全
球；向智能化挺進， 「智改數轉」 讓傳統
產業插上了 「數字的翅膀」 ，全省關鍵業
務環節全面數字化企業佔比居全國第三。

向綠色化轉型，動力電池、新型儲能、海
上風電等新能源產業發展壯大，全省清潔
能源的裝機比重已經達到了63%。

改革之路越走越寬 開放之門越開越大
福建的改革之路越走越寬，十大重點

領域改革深入推進，林改、醫改、科技特
派員等特色改革走向了全國。開放之門越
開越大，海絲核心區、金磚創新基地等窗
口效應加快顯現，自貿試驗區推出275項全
國首創舉措，全省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
6.5%。營商環境越來越好，一體化政務服
務能力位列全國第一梯隊，經營主體數量
從140萬戶增加到761萬戶，增長了4.4
倍。

今天的福建，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富
足，空氣更清新，水質更清澈。十年間新
增城鎮就業人數589萬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從2.3萬元增長到4.5萬元、居全國第
七。全省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78.85歲。設
區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為98.5%，
PM2.5濃度僅為每立方米20微克，比全國
平均水平低10微克。

一個個閃亮的數字、生動的事例，都
讓港生看到了福建十年發展的亮麗成績。
「十年奮鬥，十年輝煌。愛拚會贏、勤勞

勇敢的福建人民，用自己的雙手把一個相
對落後的省份變成了經濟蓬勃發展、人民
安居樂業、對外交往密切的有福之地，走
出了一條高質量發展之路。」 港生由衷地
為福建發展躍升點讚。

生態，習近平總書記稱為
「我最看重的事情之一」 。

1997年，習近平到三明常口村調研時就曾指出：
「青山綠水是無價之寶，山區要畫好 『山水畫』 ，
做好山水田文章。」 2000年，習近平前瞻性率先提
出了建設生態省戰略構想。隨後，福建生態省建設
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擔任領導小組組長。一張藍
圖繪到底，持續落實生態省建設戰略， 「清新福
建」 成為亮麗名片。

從全面截污控源，到定期清淤疏浚，再到落實
「西水東調」 和建設城市公園……歷經多年的不懈
治理，篔簹湖這個廈門曾經的臭水湖蝶變為 「城市
綠肺」 和 「城市會客廳」 。香港學子們看到，篔簹
湖在太陽照射下波光粼粼，白鷺或在湖面上翩翩起
舞，或在湖岸邊的草叢中悠閒覓食。

學子們在莆田的木蘭溪治理展示館了解到，當

地克服了技術，資金，生態等困難，破解了木蘭溪
治理 「豆腐上築堤」 難題。在木蘭溪畔，學子們親
眼見到，當地市民納涼、戲水，木蘭溪早已從水患
「惡龍」 變成了 「生態之河」 。

據當地政府人員介紹，湄洲島近年來大力實施
「碧水、藍天、淨土、碧海」 四大工程，統籌推進
山水林田湖草沙礁綜合保護，推進 「零碳島」 「無
廢島」 建設。如今，這座曾經 「只長石頭不長草，
海風吹着石頭跑」 的海島正以清新宜人的生態環境
吸引着八方遊客紛至沓來。

「這些年，福建更加鬱鬱葱葱了。綠色是福建
一張亮麗名片。要接續努力，讓綠水青山永遠成為
福建的驕傲。」 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3月在福建考
察時說。而今年夏天，來自香港的學子更是在中國
式現代化福建畫卷上，看到鮮亮的綠色底色。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博池

探索新路

愛拚會贏

學子觀察 學子手記

機制活 推進閩台融合發展

經濟總量十年連跨3個萬億元台階

產業優 築牢轉不走的產業鏈

百姓富 為民眾創造高品質生活 生態美 讓綠水青山成為福建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