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通讯员
林丽平） 福建清洁能源发电加速跑。
20 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至 2022
年末，我省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 4541
万千瓦，占全省发电装机的比重首次
超过 60%，达 60.3%。

14 日，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福
建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 2022 年福建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 ，2022 年 末 ，全 省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7531 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 7.8%。其
中，水电、核电、并网风电、并网太阳
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 1538.3 万千
瓦、1101.2 万千瓦、742 万千瓦、464.9
万千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充分利
用自然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核电、风

电和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装机已成
为电力新增装机的主体。”省发改委
能源综合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省
清洁能源装机增加 1173 万千瓦，占
全 部 新 增 电 力 装 机 的 75%。清 洁 能
源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比 重 由 2015 年 的
49.7%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55.87%。“ 十
四五”头两年，随着一批重大电源项
目的投产，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增加
916 万 千 瓦 ，占 全 部 新 增 电 力 装 机
的 88%。

核 电 装 机 容 量 全 国 第 二 。2021
年 1 月 ，“ 华 龙 一 号 ”全 球 首 堆 ——
装 机 容 量 116 万 千 瓦 的 福 清 核 电 5
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2022 年 1 月 1

日 ，福 清 核 电 6 号 机 组 首 次 并 网 成
功 。2022 年 全 省 核 电 装 机 容 量 达
1101.2 万千瓦。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全国第三。随
着一批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的并网
投 运 ，并 加 速 从 近 海 走 向 深 远 海 ，
2022 年底，福建海上风电并网规模达
321万千瓦。

光伏发电增势迅猛。在分布式与
集 中 式 光 伏 发 电 并 举 推 进 之 下 ，
2021、2022 年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
量分别增长 36.9%、67.8%。

2022 年，全省清洁能源发电量占
比 54.5%，比上年提高 6 个百分点。清
洁能源上网电量 1507亿千瓦时，清洁
能源消纳率始终保持 100%，稳居全
国前列。

作为国家电网新型电力系统省
级示范区之一，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能源体系正加快推动“清新福建”建
设。2022 年，“电动福建”三年行动计
划顺利完成，累计推广应用新能源汽
车标准车 62.9 万辆，电能占终端能源
消费比重提升至 32.6%。

国网福建电力还立足新型电力
系统应用应对气候变化，在莆田湄洲
岛建设全国首个“零碳”海岛，截至
2022 年底，全岛通过接入可再生能源
实现全年减碳 1.87 万吨，年生态碳汇
能力提升至 4829吨，项目获得联合国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最佳实
践”荣誉，全省已有超 20 个海岛借鉴

“湄洲岛模式”，年度减排二氧化碳量
超 3.5万吨。

核电、海上风电装机分别位居全国第二、第三

福建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首超六成 本报讯（记者 林侃） 近日，由省工信
厅、三明市政府指导，福建省纺织行业协
会、三明市工信局主办的福建省纺织服装
大会暨“手拉手”活动在三明举办。

纺织鞋服是我省传统支柱产业，省委、
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制定出台一系列政
策举措，成立了由省领导挂帅的产业发展
工作专班，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 年，
省工信厅在全国率先设立 50 亿元纺织鞋
服产业纾困贷，推动举办了数十场市场开
拓、供需对接“手拉手”活动，促进我省产业

在逆势中实现稳中有进。全省纺织服装产
业 全 年 实 现 营 收 882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体量升至全国第三。

活动邀请了普华永道、阿里巴巴、厦门
银行专家作金融、数字化转型、外贸等方面
的主旨演讲，361 度、经纬新纤、东龙针织
等企业分享创新成果及开发应用经验。活
动现场，23 家纺织企业达成产品采购及投
资意向，其中供需采购签约 12.7亿元，投资
签约 6.9亿元，现场集中签约银行授信金额
7.1亿元。

福建省纺织服装大会举办
达成投资签约6.9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温连
光） 连日来，龙岩市新罗区天宫山景区人
头攒动，停车场内车辆爆满，22 个缆车轿
厢来回奔忙，一片火爆。据悉，今年以来，新
罗区抓住“百万老广游龙岩”活动契机，共
接待游客 233.16 万人次，旅游消费约 30.53
亿元，其中广东籍游客 25.6万人次，约占来
新罗旅游人数的 10.98%。

龙 岩 市 旅 行 社 同 业 公 会 会 长 、龙 岩
康 辉 国 际 旅 行 社 总 经 理 邱 霞 介 绍 ，自 2
月 16 日 新 罗 赴 广 州 对 接 之 行 结 束 至
今 ，当 地 旅 游 业 加 快 复 苏 ，城 区 内 部 分
中 高 端 酒 店 住 宿 率 高 达 80%以 上 ，旅 游
大 巴 供 不 应 求 ，一 线 导 游 等 从 业 人 员 出
现紧缺。

当地旅行社抓住龙岩、广州对口合作
的契机，针对广东游客市场，重新设计了包

机团、专列团、美食团等旅游产品，提高新
罗旅游产品对广东游客的吸引力。“有时我
自己一天就接到 8 个团队订单，电话接个
不停。”邱霞说。

邱霞表示，目前，同业公会已接待 10
余拨广东籍旅行商，并与广州地区 50 家旅
行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同业公会组织各
大旅行社已设计出 3 条以上针对广东地区
游客的旅游线路。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
新罗区各旅行社共接待广东旅游团队 178
批 8019人次。

得益于基础完善的交通条件，广东籍
游客出行以自驾车游为主，旅游消费需求
趋势呈现多样化，线路以三天两夜的休闲
度假、红色朝圣游较为热门，景区景点以天
宫山、中央苏区金融街、中央苏区（闽西）历
史博物馆最具吸引力。

“百万老广”火爆游新罗

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康
庆平 文/图） 诵读《茶经》、鸣锣开茶、醒
狮采青……21 日，正值春分，永春佛手
茶核心产区苏坑镇举办首届佛手茶开茶
节（如图）。

永春县种植佛手茶已有 300 多年的
历史。永春佛手茶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入选农业部名优农产品名录、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作为永春佛手茶
的核心产区，苏坑镇拥有佛手茶园 1 万
多亩，茶叶初制加工厂 128 家，茶产业从
业农户 1220 户，从业人员达 3830 人，年
产值约 5亿元。

当天，苏坑镇政府分别与福建农林
大学、永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相
关合作协议。下阶段，苏坑镇将秉持“科
技+传媒+产业”理念，持续做大做强佛手
茶品牌文化价值。

永春苏坑佛手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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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李进
萍 蔡晶寅） 22 日，记者从福州海关所属
莆田海关获悉，今年前 2 个月，莆田市外贸
进出口 117.7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30.5%。其中，进口 66.7亿元，增长 104.5%。

数据显示，今年前 2 个月，莆田市一般
贸易进出口 91.8 亿元，增长 48.5%，占同期
莆田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78%，比重较去
年同期提高 9.4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 57.8
亿元，增长 158.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 2 个月，莆田市
民营企业进出口 57.5 亿元，增长 42.2%，占
同期莆田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48.9%，比
重较去年同期提高 4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
26.2 亿元，增长 643.1%。同期，国有企业进

出口 43.5亿元，增长 38.9%。
据统计，今年前 2 个月，东盟、巴西和

澳大利亚为莆田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
进出口 37.9 亿元、15.6 亿元和 14.7 亿元，同
比增速分别为 52.9%、202.5%和 509.4%，合
计占同期莆田市进出口总值的 57.9%。同
期，对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 57.3亿元，增
长 89.8%。

此外，今年前 2 个月，莆田市铁矿砂进
口 30.5 亿元，增长 232.4%，拉动同期莆田
市外贸进口增长 65.3 个百分点，占同期莆
田市外贸进口总值的 45.7%，比重较去年
同期增长 17.6个百分点。同期，天然气进口
27.5 亿元，增长 84.9%，拉动同期莆田市外
贸进口增长 38.7个百分点，占 41.2%。

前两个月莆田进出口增长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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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凝心聚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厦门厦门：：赋予城市更高素质赋予城市更高素质、、更高颜值更高颜值

入脑入心
持续提升创建内涵

在回到基层工作岗位后，党的二
十大代表、厦门城建市政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嵩屿市政管理站环卫组长蔡月
英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从自身
体会出发，畅谈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的心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
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我们要把学习转化为
工作动力，爱岗敬业、勤劳奋进，让市
民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在她作分
享后，现场掌声阵阵，互动热络。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像这样
的学习宣传场景迅速在厦门的各个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遍 地 开 花 。思 明
区 大 同 社 区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内 ，

闽南话“读报小组”志愿者施金奶奶
用 亲 切 的 闽 南 话 ，将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内容娓娓道来，和社区群众分享；
厦门市委讲师团骨干教师走进同安
区 凤 山 社 区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党的二十大报告
讲清讲透……

以坚定的信仰为创建文明典范城
市定向，厦门高举思想旗帜，持续发
挥 6 个 区 级 实 践 中 心 、45 个 实 践 所 、
542 个实践站，以及乡风文明联系点、
公民思想道德教育馆等阵地和理论宣
传轻骑兵、“新时代宣讲师”等师资作
用 ，综 合 运 用“ 月·阅·谈 ”“ 故 事 会 ”

“微宣讲”“云宣讲”等形式，深入开展
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对象化、分众
化、互动化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

依 托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所 、
站），厦门还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广泛
开展洁净家园、科普宣传、疫情防控、

爱心帮扶、法律服务等志愿服务，推动
文明实践融入基层治理。2022 年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文
明实践活动 40271 场，累计受众超 346
万人次。

以文明春雨润物于无声，厦门持
续 推 进 道 德 建 设 ，在 全 社 会 激 发 向
上 向 善 正 能 量 。十 余 年 来 带 队 冲 锋
救 援 防 灾 减 灾 第 一 线 ，用 行 动 守 护
生 命 通 道 的“ 水 草 ”陈 素 珍 ；热 衷 学
雷锋做好事，26 年来资助 600 多位孤
儿贫困生和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的
游 文 晃 …… 厦 门 深 入 开 展 道 德 模 范
推选、“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
推典型、树榜样活动。持续强化未成
年 人 思 想 道 德 建 设 ，厦 门 广 泛 开 展

“清明祭英烈”“童心向党”歌咏活动
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新时代
好少年”推荐学习宣传活动，在全社
会 广 泛 营 造 崇 德 向 善 、见 贤 思 齐 的
浓厚氛围。

精益求精
以绣花功雕刻城市

近日，厦门市海沧区新华园东侧
的口袋公园完工投用，为市民呈现了
一座小巧精致的口袋公园。今年，市民
惊喜地发现，不少街头闲置空间和城
区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了小而美、设施
齐全的街道交往空间、口袋公园。

以群众需求为切入点，今年以来，
厦门持续“精耕细作”，对一批城市“微
空间”进行艺术化、本地化、专业性、实
用性改造，兜起城区“方寸之美”，让居
民在推窗见绿中共享文明成果。

镜头转向同安区新民街道，这里
的城中村区域，房前屋后的杂物被清
理一空，街道干净平整，村民占用的公
共区域由菜地变成停车场。众多变化
让再次到新民街道的人不住感叹：这

里的颜值提升了不少！
赋予城市更高素质、更高颜值，厦

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绣花功夫持续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完善城市管
理和基层治理体系。特别是去年以来，瞄
准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聚焦文明创
建和城市管理薄弱环节，厦门推动市容
市貌、交通秩序、市场秩序、公共设施、村
镇环境五大专项整治和老旧小区、空中
缆线、电动自行车三大重点攻坚行动，取
得了可观成效。2022 年，共查处各类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336.5万起，纠正“门前
三包”不落实行为 42万余起，检查市场
经营户 2.47 万家次，累计修复各类市
政近 10 万处，改造农贸市场 85 个、老
旧小区 5.1 万户，捆扎电缆线 560 多万
米……在一桩桩一件件为民办实事中，
文明创建清单被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
在的幸福感，彰显厦门的城市温度。

促创建工作久久为功、常态长效，
厦门持续巩固文明创建的制度保障。
在全国出台首部专题促进社会文明的
地方性法规《厦门经济特区促进社会
文明若干规定》、率先制定的《厦门经
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全省
首个针对分餐制管理的团体标准《餐
饮业分餐制管理规范》、为志愿服务精
神保驾护航的《厦门经济特区志愿服
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度条约的助力
下，厦门进一步将创建工作注入日常，
抓在平常，走出一条具有特区特色的
城市文明治理之路。

值得关注的还有，今年，厦门创新推
行文明创建测评与城市综合管理考评

“合二为一”，打破壁垒，充分利用城市综
合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文明创建问题派
发、处置、督办闭环管理，进一步提高了
问题整改率、有效率。此外，由厦门市委
文明办联动媒体开设的“不文明曝光台”
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问题曝光，在社会
引起广泛关注，助力健全完善“晒比问”
工作机制，有力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

全员参与
持续深化文明实践

在同安区各镇街，“920”志愿者联

盟的志愿者们行走在街头巷尾，深入
开展“随手做志愿时时讲文明”洁净家
园行动，让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集美区上头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携手社区便民服务队党员志愿
者，一起走进社区生活困难的残疾人
家中，为他们送上关怀和问候；

翔安区文化文艺服务志愿服务队
联合多方组建“爱心运书队”，定期为
偏远学校的“流动图书站”配送、更换
图书……

春日的鹭岛花团锦簇，但映入眼
帘，更热烈、温暖的，还属无处不在的

“志愿红”。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在厦门，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
“红马甲”开展主题宣讲、文明实践、文
明倡导等志愿服务活动的身影。目前，
厦门全市已有 95万余名实名注册志愿
者、7000多个志愿服务团体。

充分发挥好文明创建的群众力量，
近年来，厦门市委文明办还以举办项目
大赛、选树先进典型、拓展技能培训等工
作为抓手，加强典型培育，突出示范引
领，在全市发现、培育、扶持、壮大了一批
志愿服务骨干队伍和品牌项目，推动厦
门市志愿服务事业在常态化、规范化的
基础上，向着制度化、品牌化不断发展。

开展“做文明有礼的厦门人”精神
文明教育暨第八届文明行为示范月、
寻找厦门“最干净小区”、“洁净家园
共创文明”、“清静车厢”创建等活动，
发出《电动自行车文明骑行倡议》，曝
光不文明交通行为，深入推进文明交
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文明上网等
行动……丰富多样的文明倡导活动渗
透群众生活方方面面，带动全民共同
参与、共同培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文明风尚。

文明风尚润泽鹭岛，厦门还将更
多目光投向最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
如今，爱心助残、爱心敬老、爱心济困、
爱心扶幼、关爱特殊岗位工人“五大行
动”持续在铺开。“看见幸福”“爱心义
诊”“爱心餐饮”等“十大爱心行动”逐
步推进，厦门正在着力打造“爱心厦
门”建设工作特色品牌，将爱心镌刻在
城市精神的最深处。 （杨珊珊）

斑马线前，车主招手礼让，行
人挥手点头致意；街头巷尾，参与

“净走”洁净家园的身影重复弯腰，
拾起垃圾；做客厦门，如您需要帮
助，不论在火车站还是景区，都有

“红马甲”主动迎来；社区里弄，奉
行“远亲不如近邻”的人们凡事有
商有量、互帮互助……

在为人称道的高颜值之外，文
明是厦门递出的又一张温暖名片。

从 2005 年荣获第一届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至今，厦门已连续六届
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久久为功，浸
润民心，文明已成为厦门最鲜明的
精神底色和城市品格，更持续提升
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如今，在连续六届获评全国文
明城市的基础上，厦门以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为目标，进一步守正
创新，拓展提升，全力打造“更有定
力、更加均衡、更有辨识度、更加高
质量”的文明之城。

▲2022年10月，厦门市委文明办在白鹭洲广场举办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大型骑行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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