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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改革發
展的成功實踐。」
「我國發展要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必須順應經濟全球
化，依託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
略。」 ──習近平

開放開發，是一條摸索之路。習近平站
位很高，考慮也很長遠，他曾用一則童話故
事來比喻：誰得到了 「金鑰匙」 ，誰就能打
開封閉的大門，獲得所需要的財富。

上世紀90年代，時任福州市委書記
習近平說，我們也在尋找打開開放大門的金
鑰匙，那就是在招商引資上 「引大促小」 ，
通過海外知名人士、著名企業家和大客商的
帶頭牽引，影響帶動一批中小客商來福州投
資興業。

時任福清市委書記練知軒對1991年
習近平在印尼拜訪著名僑領林紹良時說的話
記憶猶新。習近平將林紹良在過去國內暫時
困難時期給鄉親們寄回來的米、麵、油比喻
成雞蛋，希望林紹良與政府合作建設工業園
區，一起給鄉親們送隻 「雞」 ，教他們懂得

「養母雞生蛋」 。習近平說，不能光是直接
送 「蛋」 給他們吃，吃完了仍然是 「窮光
蛋」 ，要教會他們 「養母雞」 ，這樣就不斷
有 「蛋」 吃了。

此後，林紹良和另一位著名僑領林文鏡
的林氏集團與福清市政府簽訂開發50平方公
里元洪投資區的協議。

1992年5月17日，經國務院批准，當時
全國最大的外商成片開發區──元洪投資區
成立。投資區破土興建之時，在全國曾引起
極大轟動，躍然登上《人民日報》頭版頭
條。元洪投資區也成為習近平在福州工作期
間推動建立的全國第一個印尼華僑合作開發
區。

資料來源：共產黨員網、
《閩山閩水物華新 習近平福建足跡（上）》

尋找金鑰匙打開開放大門

對外開放興，福建興；對外開放步伐加快，福建興旺繁榮的機會越
大。」 2001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在 「9．8」 投洽會接受中

外記者採訪時談的一番話，至今仍激勵着福建人民。從1985年6月到2002年
10月，習近平在閩工作的十七年半，恰恰是福建由曾經的海防前線成為我
國對外開放前沿的重要時期。無論在交通落後、信息閉塞的寧德地區，還是
在沿海開放地帶的省會福州，主政期間，習近平堅持開放發展的道路，堅持
「引進來」 與 「走出去」 結合，堅持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並重，在開放浪潮
中不懈探索與實踐。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 「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
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託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
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這釋放
了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明確信號。

回望來路，追尋足跡，日前，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
學子走進福州、寧德、平潭、廈門等地，了解在習近平引領下，以開放促改
革、促發展的福建 「開放之路」 。

走進福建長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
產車間，學子們見到工人正有序地將一箱
箱鮑魚搬上操作台。加工工序全部由機器
完成，隨後進入包裝階段，製成鮑魚凍
品。而在福建豐大集團控制室內，大屏幕
上高速滾動的冷凍產品即時數據同樣令同
學大開眼界。這種「交易在元洪、交割在全
球」食品交易流通現代化模式在中印尼「兩
國雙園」元洪投資區內已形成發展態勢。

親自帶隊招商 引僑商回國投資
這個元洪投資區正是習近平擔任福州

市委書記期間親自推動建設的。上世紀90
年代，習近平提出 「以僑引僑、以僑引
台、以僑引外」 。為了吸引僑商回國投
資，他親自帶隊去招商。

誠意和汗水換來纍纍碩果。那幾年，
習近平帶着大家促成開發建設元洪投資
區，並在投資區內籌建鋼鐵廠、造紙廠等
一批企業；全面推進深水碼頭、高速公
路、電力能源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推動
首屆 「福州國際招商月」 順利舉行，22個
國家和地區的6000多名客商參會……

就這樣，開放的 「金鑰匙」 打開了福
建走向世界的大門。 「走出去」 的步伐鏗
鏘有力──中歐班列、中老班列、中亞班
列接連開通，助力福耀玻璃、冠捷電子等

本地龍頭企業開拓歐洲市場；福建累計對
95個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投資項目近
1400個，實現了產業鏈全球布局。

「引進來」的成效有目共睹──中印尼
「兩國雙園」圍繞海洋漁業、熱帶農業等產
業重點推進合作項目62個，總投資近800
億元，中方園區進駐商貿企業646家。

加速打造制度型開放新高地
「越發展越開放，越開放越發展。」

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省份，福建還擁有經
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峽兩岸融合
發展示範區、 「海絲中央法務區」 、金磚
創新基地等制度型開放載體，加速打造制
度型開放新高地。

全國首創國際貿易單一窗口、 「一照
一碼」 引領全國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時
下，福建自貿試驗區3個片區深化改革開
放的實踐探索卓有成效：福州片區融入福
州新區建設，做大做強跨境電商、數字、
醫療等產業；廈門片區融入廈門經濟特區
開發，服務生物醫藥、集成電路等重點產
業集群發展；平潭片區融入平潭綜合實驗
區 「一島兩窗三區」 戰略藍圖。

「每一聲汽笛轟鳴，每一次車來貨往，
每一趟航班起落，都展示着福建開放發展，
聯通世界決心。」 有港生由衷地感慨道。

港生走訪對外開放前沿地 見證開放產生的巨大疊加效應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 八閩華麗蝶變

大公報實習記者 王約、蔡安培

2024年

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福建行

之20

來源：求是網

福州3820裏的開放密碼
從空中俯瞰福州，江陰港口來

往輪船星羅棋布，國際機場航班搭
載旅客繁忙起落，中歐班列滿載商機呼嘯而過……蛛網般
的國際線路勾勒出福州聯通世界的生動實踐。

上世紀90年代，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以高瞻遠
矚的戰略視野和開放包容的宏大格局，提出了 「3820」
戰略工程，科學謀劃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發展目
標。開放，成為福州鮮明的城市底色。

隨後，福州開啟了以海岸帶、海域等為重點的全方位
綜合開發。海洋運輸、臨港產業等蓬勃發展，海洋生物醫
藥、海上風電高端裝備製造等新興產業大力布局。依託裝
備化、智能化，傳統的近海養殖業也正在向深遠海延伸。

在昔日的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區，福州高新區作為中國
首批國家級高新區之一，於1991年獲批成立。高新區下
轄海西高新技術產業園、生物醫藥和機電產業園兩個主體
園，地處福州市中心的西南方向，靠近福州大學城；橘園
洲、浦上、灣邊三座大橋與市區相連，福州地鐵2號線、
三環、福銀高速、福詔高速等城市快線環繞周邊，與機
場、港口形成便捷的 「一小時交通圈」 。

「每一處風景，每一次體驗都讓我深深感受到福建這

個有 『福』 之地的文化底蘊以及澎湃發展動力。」 港生李
銳敏發出感慨。過去30多年，高新區利用其 「高」
「新」 特色，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
展，這裏聚集了數十萬名青年人才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超
過2.5萬家企業，吸引眾多國內外院士和高水平的創新平
台，上千家高新技術企業在這裏發展壯大。

站在當下回顧往昔，發展的背後是思想的指引。遵循
「3820」 戰略工程思想精髓，福州堅持 「一張藍圖繪到
底」 的長期規劃，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獨特的福州樣
本。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約

學子觀察

平潭一件事套餐服務 提升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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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來
平潭調研，第一站便是平潭綜合實

驗區二線卡口。在卡口二層海關監控中心，他向海關和檢
驗檢疫部門負責人詳細了解卡口監管設施功能、環島監控
設置、信息化管理輔助系統、電子賬冊管理等有關情況，
鼓勵工作人員再接再厲，為平潭開放開發貢獻力量。

「平潭綜合實驗區是閩台合作的窗口，也是國家對外
開放的窗口。」 習近平總書記賦予了平潭綜合實驗區更大
的使命與擔當。這為平潭開放開發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強
勁動力。

如果說改革創新是貫穿開放開發的一條主線，那麼提
升營商環境則是深化制度改革、啃下硬骨頭的先手棋。

開一間便利店，需要走多少道手續流程？在平潭，這
個問題的答案是 「一」 。在平潭綜合實驗區行政服務中心
二樓辦事大廳，記者見到了 「一件事」 集成套餐服務的方
櫃。按照服務指南整理材料、填寫申請表後，僅需一次性
操作即可完成營業執照和經營許可證的辦理。

近年來，平潭全面推行 「一件事」 套餐服務，推動相
關事項入駐省網上辦事大廳，按照 「只跑一次窗口、提交
一次材料」 的原則，分別推出多個涉企服務、不動產登記
和項目審批 「一件事」 主題套餐服務。如今，平潭綜合實
驗區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走在前列，累計推出18批221項改
革舉措，其中全國首創102項，13項成果被國務院複製推
廣，4項成果被評為全國最佳案例。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約

政務創新

大廈之門再開大些 築牢金磚合作橋頭堡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廈門

是一座充滿閩南風情、海濱風
光、文化底蘊的旅遊城市，因其 「海在城中，城在
海上」 的獨特空間布局而頻頻出圈，被譽為 「初代
網紅城市」 。其實， 「網紅」 不足以概括其全貌，
「高顏值」 的另一面是 「高素質」 ，是改革、開

放、包容、創新共同鑄就的現代化國際化城市。
作為廈門經濟特區初創時期的領導者、拓荒

者、建設者，1986年6月，習近平在廈門發表題為
《發展橫向聯繫，加快特區建設》的講話指出：
「廈門，寓意 『大廈之門』 ，我們也可以把它理解

為對外開放之門，衷心希望把這個對外開放之門建
設得更快些更好些。」

廈門市憑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位居東
亞海運要衝，不僅是 「一帶一路」 倡議中不可或缺
的關鍵節點，更是連接亞歐大陸橋的重要陸海樞
紐，近年來更是金磚國家間深化合作、共創繁榮的
橋頭堡和紐帶。

廈門借助先行改革的體制機制優勢，近年在高
水平對外開放上先行一步：首創的 「跨境電商＋中
歐班列＋絲路海運」 新模式，成為全國 「最佳實踐
案例」 之一；而跨境貿易投資高水平開放試點，帶

動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及可持續貿易的
蓬勃發展。

此外，啟動建設中國──金磚國家新時代科創
孵化園、新工業革命領域賦能平台服務水平實質化
提升等一系列舉措，都表明廈門正堅定不移構建高
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近年來，廈門與其他金磚國
家的合作日益深入。截至2023年底，廈門金磚國家
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創新基地建設已簽約77個金磚
合作項目，投資額達385億元；而去年廈門與金磚
國家的進出口達1092.5億元，比上年增長14.4%。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博池、馮一笑

學子手記

▲傳媒學子參觀豐大集團。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傳媒學子參觀中歐班列車站。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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