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岛内大提升落实岛内外联动“一盘
棋”理念，实现“保护-挖掘-传承”和
“疏解-创新-提升”的有机统一

有机
统一

岛内大提升借鉴先进城市先进经验，
不断开拓创新，依据城市发展阶段特
点，探索发展新模式、建设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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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岛内大提升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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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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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岛内大提升落实岛内外联
动“一盘棋”理念，抓发展空间、产业转型
升级、配套完善、生态提升，为高品质发
展、高质量建设绘好蓝图。坚持先谋后
动，实现“保护-挖掘-传承”和“疏解-创
新-提升”的有机统一。

腾笼换凤，加速本岛产业有机更
新。珍珠湾畔发源，虎仔山下拓展，经过
十年耕耘，美亚柏科、咪咕动漫等一大批
企业在软件园一期、二期生根发展。如
今，厦门软件园已成为最重要的千亿产
业园区，做强做优本岛园区的同时，布局
集美联动发展三期。大宗散货泊位疏解
至海沧港，整合优化连片发展集装箱作
业区，东渡港区实现升级换代……

科学定位，合理规划新功能。充满
乡愁记忆的城中村古地石，被打造成逆
生长出圈的“年轻经济”，发挥商圈“酵母
效应”，探索出“主题 IP+共享街区”模
式，厦门东部片区宜居宜业蓝图正逐渐
丰满。拆违复绿治理，东坪山建成福建
省首个近零碳排放示范区，打造成市民
休闲度假空间。

绿色发展，实现“城市美”与“自然
美”有机融合。依据本岛“山、海、城”自
然环境特点，形成山海健康步道“一环三
水两横两纵”的总体建设格局。“云海线”

“林海线”等陆续建成投用，165公里长
的步道与城市山水景观相融，实现生态
改善、休闲健身、观景旅游等多功能汇
聚，集BRT、地铁、公交、慢行系统、自行
车道为一体的多元化绿色出行系统已然
成形……

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着眼市民高
品质生活需求，聚焦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诉求，正
是大提升的根本要义。十年来，岛内大提升聚焦
热点、呼应民声，实实在在托起“稳稳的幸福”。

一砖一瓦均系民生。2015年，厦门率先全国
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完成
近500个老旧小区的改造。高标准规划、高品质
建设，随着旧城旧村成片改造推进，一大批居民搬
进媲美商品住宅的安置房。目前，岛内23个安置
房项目正加速建设，建成后可提供3万余套新房。
从安居到优居，提升居住品质不再是梦想。

提升建设标准，强配置补短板。坚持学校与片
区改造同步配套优先建设，近十年本岛幼儿园、小
学、初中新增学位超5.5万个。2022年9月，大同小
学岭兜校区、金尚学校、华东师范大学希平双语学
校等陆续建成投用，就学难问题得到极大缓解。

“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复旦中山
厦门医院、弘爱医院等一批三级医院相继建成投
用，引进国内优质医疗资源；新建、扩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配齐和补足社区基础设施，“15分钟健
康圈”逐渐成形；新建住宅小区与养老服务设施同
步规划建设，家门口就能安心养老。

推动近邻运动场所建设，满足全民健身需求。
今年以来，湖里区射箭场、蔡塘运动中心、金榜公园
健身房建成投用，白鹭洲西公园健身步道、袁厝小
游园等场所完成改造提升……运动场所布点更完
善，功能更贴近大众需求，让市民尽享运动快乐。

又踏层峰辟新天，更扬云帆立潮头。岛内大
提升将以更高站位谋划、更实作风推进、更大手
笔建设，推动城市更新活力不断释放、百姓幸福
指数不断攀升，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十年来，岛内大提升重视学习借鉴先进城市
先进经验，不断开拓创新，依据城市发展阶段特
点，与时俱进，探索发展新模式、建设新思路，抓项
目建设带动，实现城市功能品质不断提升。

城市轨道交通放大了城市，链接了生活。随
着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3号线陆续建成投用，
依托轨道建设的TOD成片开发把站点周边闲散
土地资源串联起来，五缘湾湿地公园TOD成片开
发打造新城市综合体，城市空间品质有效提升，实
现“人-城市-地铁”完美融合。发挥滨北片区本
岛核心区的区位优势，开展超级总部基地建设，吸
引字节跳动等世界500强高端企业入驻。

“旧瓶装新酒”，因地制宜，赋予老旧工业园区
新功能、新生命。近年来，特区发祥地湖里工业区
变身文创梦工厂，“特区·1980”湖里创意产业园成
功打造文艺范“夜商圈”，老厂房焕发新商机。2022
年，依托老开元工业园全新打造的开元创新社区，
正式划入火炬“一区多园”，聚焦智能经济、新一代
数字科技等新产业，与邻近的软件园二期、观音山
商务营运中心、会展北片区等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螺蛳壳里做道场，就地取材打造“15分钟健身
圈”。推动采用“公园+体育”模式，充分利用土地

“金角银边”，挖掘社区“边角料”空间，建设口袋公
园和普惠性全民健身场所，美仁园、金海园、祥店
园等一大批项目已建成投用。

加快功能修补，让城市有“面子”更有“里
子”。设立社区规划师，社区规划、建设、管理等方
面有了专属技术顾问，“陪伴式”社区空间治理服
务，老旧小区改造更科学，城市微更新和治理更加
精细化；实施“正本清源”改造，污水全收集、全处
理，源头改善环境品质；老旧燃气铸铁管网全面更
新换代，城市安全更有保障。

传承文脉，让老建筑“可读”、风景“可看”、街
巷“可逛”，让居民记得住“乡愁”。2022年9月底，
湖里五通社区历史风貌建筑张文裕宅通过“平移”
修缮技术，实现就地保护。沙坡尾片区渔港遗存
保护与文创开发并重，打造成商业网红打卡地和
热门影视取景点。中山路整合南洋华侨文化与闽
台风俗文化特色，打造可阅读、可感受的历史文化
街区。

本版文/本报记者 许晓婷
通讯员 黄丰 邓坚 柯雯靖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厦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深
入贯彻“提升本岛、跨岛发展”重大战略部署，
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咬定青
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年来，本岛格
局不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民生保障不
断提升，岛内大提升不断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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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厦门率先全国开展老旧
小区改造试点工作，截至目前累计
完成近500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当
前，岛内23个安置房项目正在加速
建设，建成后可提供3万余套新房。

●坚持学校与片区改造同步配套优
先建设，近十年本岛幼儿园、小学、
初中新增学位超5.5万个。今年 9
月，大同小学岭兜校区、金尚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希平双语学校等陆续
建成投用，就学难问题得到极大缓
解。

中山路片区着力提升业态，活化利用历史
文化遗存。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岛内大提升聚焦民生，推动近邻运动场所建
设，更加贴近大众需求。图为筼筜湖健康步道。

（本报记者 张江毅 摄）

岛内大提升持续改善环境品质。图为风景优美的筼筜湖。（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岛内安置房项目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站在
金林湾花园B区安置房楼顶，美景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王协云 摄）

岛内大提升抓发展空间、产业转型升
级、配套完善、生态提升，为高质量发展绘
好蓝图。图为厦门本岛全景。

（本报记者 黄嵘 航拍器摄）

厦门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一期全长约17.9公里，主线长约8.2公里。图为厦门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
东山水库节点。 （本报记者 王协云 摄）

古地石发挥商圈“酵母效应”，探索出“主题
IP+共享街区”模式。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