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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风轻拂，万物勃发。
项目建设蹄疾步稳，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景

区景点游人如织……行走在岚岛大地，处处洋
溢着昂扬奋进的活力，时时涌动着高质量发展
的热潮。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在这非凡之年，如何拼出发展新气象？

百舸争流，奋勇者先。今年以来，平潭紧紧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一岛两窗三区”战
略蓝图，稳扎稳打、敢闯敢试，不断抢占发展先
机，营造昂扬向上、朝气蓬勃、比学赶超的干事创
业氛围，一幅高质量发展的海岛城市画卷正徐徐
展开。

党建引领激活力

6 日 ，在 莱 泽 国 际 物 流 平 潭 快 递 分 拨 中
心 ，分 拣 、卸 货 作 业 区 内 工 作 人 员 忙 前 忙 后 ，
跨 境 包 裹 在 流 水 线 上 飞 速 流 转 。自 投 入 运 行
以来，中心每日快递数量达 6 万件，出区商品达
4 万件。

据了解，该中心由福建莱泽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运营，该集团致力于整合实验区内多家物
流及快递行业资源，打造集快递分拨中心、出口
集运仓等于一体的电商物流集散中心。仅去年，
公司跨境电商业务出口约 1243 万件，货值达 130
亿元。

在总经理陈鸿翔看来，公司有此发展，离不
开高质量的党建引领。“去年 9 月，我们在实验区
党工委党群工作部的指导下，正式成立了党支
部，政府部门还选派了一名处级干部挂钩联系，
驻点式开展帮扶服务，帮助我们解决了市场推
广、金融服务等难题，助力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他介绍说，目前公司正积极推动党建文化走廊建
设，有效夯实党史学习教育阵地，打造富有特色
的党建新品牌。

站在发展的最前沿，党建正成为引领经济社
会发展的强力引擎。

去年以来，实验区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抓党
建促治理、抓党建促振兴，有机推进党建示范点
创建、模范机关建设、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等
工作，充分激励基层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为新一
轮开放开发凝聚巨大力量。

唱响党建“大合唱”，激活发展新活力。通过
创新组织模式、整合资源力量、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等方式，平潭推动联合党委共建协作，
统筹人才、产业、土地等区域资源，赋能城乡区
域化党建发展。目前，全区共成立了 31 个联合
党委。

小暑时节，艳阳高照。记者来到君山片区大
坪村，在一片片高标准农田里，一垄垄西瓜、甜瓜
等长势喜人，一幅生机盎然的新农村图景。

瞄准特色农业现代化，大坪村不断丰富“党
建+”模式内涵，采取“政村企”合作形式，发展红
色旅游、农耕体验、绿色农业等多种业态，有效盘
活土地资源，带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数据显示，
2022 年，该村村集体收入突破 50 万元，人均纯收
入达 3.3万元。

纵观平潭，包括大坪村在内，一共有 192 个
村成立了村经济合作组织，各村党组织千方百计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目前，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均超过 10 万元，其中 43 个村的集体经济年收入
超过 50 万元，有力增强了基层党组织自我保障
和服务群众能力。

产业发展步步高

步入暑期，平潭旅游迎来一年中的最旺季。
近日，华灯初上，平潭龙王头海洋公园人头

攒动。逛夜市、听音乐、品海鲜……伴着夏日晚
风，众多游客结伴而来，打卡“夜生活”。

6 月 30 日到 7 月 2 日，“星辰大海浪漫一夏全
国最浪漫海岛渔村‘村晚’”活动在岚举办，连续
三晚推出“四季村晚”“百姓大舞台”“街头艺术达
人”三项主题文旅活动，将年轻潮流元素与海岛
风光融为一体，点亮最美夏夜。“晚上的龙王头霓
虹闪烁，在这里吹吹海风，观赏民俗演艺，别有一
番风味。”广东游客李欣然说。

发展夜间旅游，是丰富文旅新业态的重要一

环。今年以来，平潭紧贴旅游市场需求，深挖在地
海洋旅游资源，重点推出“追泪”、观星、玩海等主
题旅游活动，不断丰富夏季旅游玩法，力求改变
以往“白天看景，晚上睡觉”的旅游模式，为当地
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得益于此，实验区文旅场景日趋丰富，游客
纷至沓来。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平潭接待旅
游人数 67.83万人次，同比增长 118.7%；实现旅游
收入 5.47亿元，同比增长 127.9%。

欣欣向荣的旅游业，折射出平潭特色产业崛
起向上的整体趋势。

着眼于深化“腾笼换鸟”，这些年，实验区围
绕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
济，坚持固基础、扬优势、补短板、调结构、提质
效，持续促进特色产业扩大优势、新兴产业蓬勃
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抢占发展先机。当地密集出
台《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发展的若干措施》《促进现
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关于促进金融
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等一系列举措，创
新“税收优惠+科技补助”模式，积极推动资源要
素聚集。

从“捡进篮子都是菜”到“提着篮子去选菜”，
实验区正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
展的现代化产业格局——

金融产业迈出新步。推动两岸金融产业融合
发展，打造金融业态丰富、区域特色突出的平潭
金融港，截至目前，入港企业超 1000 家，资产管
理规模超 3000亿元。

影视产业扬帆起航。启用占地 545 亩的竹

屿湾影视基地，举办 IM 两岸青年影展等品牌
活 动 ，累 计 吸 引 超 200 家 影 视 企 业 落 地 ，包 含
影 视 拍 摄 、制 作 、发 行 等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吸 引

《守岛人》《我为你牺牲》等近百个剧组来岚拍
摄取景。

跨境电商高速增长。依托港口优势，初步形
成面向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物流通道，保税进口
业务形成“一仓发全网”布局，在刚结束的“6·18”电
商大促活动期间，平潭口岸合计发出 316.18 万
单，货值约 5.38亿元，居全省首位。

……
招商引资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年

以来，实验区加快整合全区各级部门的招商力
量，设立实验区投资促进集团，通过“一把手”招
商、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等方式，抱回一个接
一个“金娃娃”。据统计，今年前六个月，新增签
约项目 27 个，计划总投资约 202 亿元；推动两岸
物流集散中心等 16 个项目落地，计划总投资约
10.8 亿元。

夯实幸福安康之基

就在前段时间，平潭城乡供水一体化巩固
提升工程二阶段正式通水苏平片区看澳村，结
束了该村不通自来水的历史。“终于喝上了干净
水、放心水，再也不用担心用水问题！”看着清水
从水龙头中汩汩流出，看澳村村民李花玲笑得
合不拢嘴。

上 述 工 程 总 投 资 2.9 亿 元 ，计 划 对 实 验 区
111 个建制村及 10 个景区开展配水管网建设，建

成后可满足 24 万人的日常用水。项目总共分为
三个阶段，目前一、二阶段已基本完工，正逐步
推进通水工作，已累计通水 30 多个建制村、10 个
景区。

小水源，大民生。作为一个海岛城市，平潭岛
内水资源严重匮乏，基本依靠岛外调水。实验区
成立后，通过引水工程、蓄水工程优化提升、雨污
水管网改造等方式，大力疏通城市地下水动脉，
实现水资源扩容提质。

改善居民用水条件，是平潭着力补齐民生短
板的一个缩影。

平潭曾是偏安一隅的贫穷海岛，民生底子
薄、欠账多。如何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改造提升硬件设施、完善兜底保障措施、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平潭坚持民生优先导向，切实做好医疗卫生、
养老、社会保障等各项工作，推动社会民生福
祉持续改善，将一份份“民生清单”变为“幸福
图景”。

以养老工作为例，平潭创新试点“嵌入式”养
老服务，加快完善养老服务设施，打造了 6 个老
年人爱心助餐点，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新模式，城市
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 100％。

在海坛街道红山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每天上午 11 点多，社区里的孝老食堂便热闹起
来。三五成群的老人结伴而来，刷卡点上一份营
养午餐，吃出“幸福滋味”。“都是家常菜，味道也
不错，我几乎天天来。”77 岁的独居老人翁祖雄

高兴地说。
平潭，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去年以来，实验

区持续将“真金白银”投向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用
于民生的比例保持在 70％以上，并进一步调增
实验区最低工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城乡低
保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供养等标准。

让城市更宜居，既关乎民生幸福，又关乎高
质量发展。为此，平潭将精致理念融入民生工程，
围绕城市更新、生态连绵、交通通达等方面，大力
实施十大样板工程，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特色街
区等有机更新，全面提升城市形象，打造精致海
岛城市的“平潭样板”。

同时，以“网格化+”为抓手，构建覆盖全面、
配置合理、服务高效的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打
造“零距离”近邻协商议事平台，不断提升城乡社
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岚台共画“同心圆”

“我期待，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带领台籍中医
师来平潭发展事业，共同推动两岸中医药产业协
同发展。”在前不久举办的第十四届闽台中医药
学术论坛上，台湾台北市中医师公会原理事长陈
志芳动情地说。

这是一场精彩纷呈、成果满满的两岸盛会，
200 多名两岸医疗卫生界的专家学者齐聚岚岛，
为推动两岸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当天，还有 4 个名医工作室获授牌，5 家企业签约
入驻平潭海峡医药健康产业园区。

平潭与台湾一衣带水、血脉相连。作为全国
唯一对台综合实验区，平潭承担着积极探索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的重要使命。

以“往来便利、深度融合”为主题，实验区坚
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全面加强与台
湾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台胞台
企“登陆”第一家园先行区。

走进金井片区澳尾村的闽台澳美农业融合
示范基地，基地负责人林素芳正穿梭在田地间，
仔细察看瓜果长势情况。这里种植着 70 多亩台
湾火龙果，包括红心火龙果、黄龙果及燕窝果等
多个品种，预计 7 月下旬迎来丰收季，并一直持
续至 11月。

林素芳来自台湾高雄，是一名农学博士，长
期从事农文旅融合行业。去年初，她经过友人介
绍来到澳尾村勘察，一眼就看中了这里优美的自
然环境以及肥沃的砂质土地。

很快，林素芳与澳尾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共
同 出 资 ，成 立 了 闽 台 澳 美 农 业 发 展（平 潭）有
限公司，采取“村集体+企业+村民”的模式，大
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平潭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 闽 台 农 业 发 展 的 举 措 ，在 此 发 展 精 致 农 业
大 有 可 为 。”林 素 芳 说 ，“ 如 今 ，我 已 和 当 地 村
民打成一片，大家互相拜访、不分彼此，好像一
家人。”

放眼平潭，类似林素芳的故事还有很多。如
今，越来越多台胞台企跨过一湾海峡，来到平潭
逐梦、筑梦、圆梦。

着眼于为台胞提供全周期、全链条式的服
务，平潭率先探索建立对台职业资格、企业资质、
行业标准采信全覆盖体系，创新推出对台职业资
格 采 信“e+”服 务 模 式 ，累 计 发 放 采 信 证 书 超
1300本。同时，实施住房便利支持等惠台政策，为
台胞台企来岚发展搭建更广阔舞台。

持续扩大两岸经贸互通，实验区还在大陆率
先实现与台湾北、中、南部主要港口客货运直航
全覆盖，对台跨境电商出口、台湾农渔产品进口
和对台海运快件均居大陆首位。

上个月，高速客滚船“海峡号”顺利恢复货运
航线，驶向台湾台中港。“海峡号”是大陆首艘对
台高速客滚船，承担着客运、货运业务，并先后开
通了平潭至台中、台北、高雄航线。

受新冠疫情影响，该航线一度停航。此次货
运直航恢复后，“海峡号”初期计划每周开通两个
航次，分别为“平潭—台中”“平潭—台北”航线，
进一步丰富闽台海上货运航线网络。

“我们广大在岚台商台胞都期盼‘海峡号’客
运全面复航，方便更多台胞来往两岸，相信未来
两岸交流会更加密切。”平潭台商协会会长吴政
言对记者说。

平潭：风劲浪涌起新篇
□本报记者 张哲昊 程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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