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步预计，2022 年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万亿元，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2%左
右、7.6%左右。

这五年，我省综合实力
显著提升，经济社会实现跨
越式发展。全省地区生产总
值连跨两个万亿元台阶，年
均增长 6.4%左右、居东部地
区第一位；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连跨四个万元台阶，突破
12万元，跃升至全国第四位，
是唯一所有设区市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都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跨上 2
万亿元台阶，出口总额突破1
万亿元。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全面建成“两纵三横”综
合运输通道，综合交通路网
总规模达到 11.7 万公里，基
本建成东南沿海现代化港口
群、亿吨大港达3个，机场、水
利、能源等建设实现重大突
破，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
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取得积极成效。提前完成脱
贫攻坚的历史任务，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现 行 标 准 下
45.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2201 个建档立卡贫
困村全部退出，23 个省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摘
帽。如今的福建，经济更具
实力、发展支撑有力，站在了
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突出发挥福厦泉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集聚效应，继续建好厦门
科学城、泉州时空科创基地；
加快“一带一路”物流通道、
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建设，壮
大厦门集装箱枢纽港。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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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推动中国土楼云
谷数据、厦门数字工业

计算中心等争创国家新型
数据中心；发挥福州、厦门国
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带动
作用；加快“电动福建”建
设；高标准建设“1 号滨

海风景道”。
加快综合立体交

通网络建设，全面建成
福厦高铁、厦门第二东通

道等，全力推动厦门新机场
建设、厦福泉国家综合货运
枢纽补链强链，提速厦门港
后方通道等前期工作。

探索开展厦门与
金砖国家、RCEP 国家

跨境贸易相关单证互联互
通、信息共享与联网核查，以

“联”促便利。支持厦门争创
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
范区。

加快区域性股权
市场“台资板”建设，深

入推进与金马地区通水通
电通气通桥，加快建设厦金
共同生活圈、福马共同家园，
深化两岸标准共通，扎实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

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 50 万人以上，新增

300个长者食堂、50个嵌入
式养老服务机构，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办好第36届
金鸡奖，积极推进厦门申报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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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产业体系
继续建好厦门科学城

来自厦门的省人大代表建议：
探索轨道交通网络
融合发展新路

本报特派记者 詹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交通建设是民生保障的客
观需要，也是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力
量，而轨道交通是解决交通问题的重要出
路。来自厦门的省人大代表郑金泉建议，
打破壁垒，推动闽西南轨道交通体系协同
发展。

郑金泉说，闽西南协同发展是落实中
央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重要举措，是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历史使
命。通过双边多边、多层次、多形式的“山
海协作”，不断探索轨道交通网络的融合
发展新路，陆海统筹、山海联动、城乡融合
成为闽西南轨道交通协同发展区的基本
形态。

不过，在调研分析中，他发现，目前闽
西南轨道交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瓶颈问
题，比如，跨部门、跨区域对轨道交通建设
进行通盘考虑、一体谋划仍存在“屏障”，
长期持续运营存在资金缺口，闽西南以

“高铁+城铁+地铁”纵横链接为基础发展
TOD综合开发与区域发展布局还存在脱
节现象。

建立强有力的区域协调机制

郑金泉建议，建立强有力的区域协调
机制，完善制度保障，打破轨道交通的主
体壁垒，实现区域轨道交通“多网融合”。
通过交通基金驱动等模式，进行市场化运
作，实行多元化经营，探索收益反哺轨道
交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做好网络
化运营规划与运营计划衔接，建立发展区
内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的协调机制，实现
电子票务一体化。

“以多渠道融资弥补短板，激发动能
持续创新。”郑金泉建议，通过政府资金投
入、引入社会资本、实施直接融资等多种
渠道相结合，既实现财政的精准补助，又
疏通政策红利“堵点”，进一步完善有关税
收政策，全力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并
因地制宜发行资产证券化项目，盘活存量
资产，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资金压力。

吸引更多的社会主体共建TOD

TOD是指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
模式，通过土地使用和交通政策来协调城
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交通拥堵和用地不
足的矛盾。郑金泉建议，以TOD建设为
契机，促进发展区的产业发展由“交通追
随型”向“交通引导型”转变，以全域TOD
重塑城市空间。谋划基础设施相连相通、
资源要素对接对流的“轨道+产业”网络，
从而实现重点突出、错位发展，联系紧密
的协同化产业空间发展格局，使TOD与
产业融合。以轨道车站作为城市的开发
中心，构建最佳“居住地+轨道+就业地”
出行组合，实现紧凑型城市发展，使TOD
与城市融合。引导、吸引更多的社会主体
共建TOD，凝聚更多社会力量，从开发到
消费，将“人流”变为“留人”，使TOD与社
会融合。

这五年，我省民生福祉持
续增进，人民生活品质大幅度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万元、年
均增长 6.2%；城镇新增就业
282万人，104万失业人员实现
再就业；160万群众通过保障
房、棚改房解决了住房困难。

报告提出，今年我省要全
面发展民生和社会事业，继续

帮扶困难群体就业，全年城镇
新增就业 50 万人以上，新增
300个长者食堂、50个嵌入式
养老服务机构，着力降低生育、
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办好第36届金鸡
奖，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积极推进厦门申报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

这五年，闽台融合走深走
实，第一家园建设取得新成
效。海峡论坛等品牌效应日益
彰显，经贸合作更为密切，62家
台湾百大企业在福建直接投资
布局，来闽实习就业创业台湾
青年超4万人。未来五年，我省
要持续深化闽台融合发展，建
好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
园，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报告提出，今年我省要加
快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精心筹办第十五届海峡论
坛，加快区域性股权市场“台资
板”建设，深入推进与金马地区
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加快建设
厦金共同生活圈、福马共同家
园。深化两岸标准共通，扎实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
化便捷化，打造政策开放、服务
贴心的第一家园。

闽台融合
加快建设厦金共同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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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福祉
推进厦门申报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这五年，我省改革开放纵
深推进，发展潜力空间得到新
拓展。发挥多区叠加政策优
势，自贸试验区推出146项全
国首创举措，“丝路海运”等标
志性工程影响力不断扩大，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
贸合作、人文交流更加紧密，外
贸外资量质齐升，进出口总额
年均增长11%，66种商品出口
规模居全国第一，新设外资企
业超1万家，高技术产业吸收外
资年均增长12%。

报告提出，未来五年，我省
要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高质
量建设海丝核心区，高标准打
造金砖创新基地，高水平推进
自贸试验区扩区提质，积极探

索实施部分自由贸易港政策，
提升贸易投资合作水平，加快
建设开放强省、贸易强省、引资
强省。

今年我省要扎实推动改革
攻坚新突破，探索开展厦门与
金砖国家、RCEP国家跨境贸易
相关单证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与联网核查，以“联”促便利。
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支
持厦门争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示范区。更大力度释放多
区叠加效应，扎实推进厦门经
济特区改革开放，建好金砖创
新基地，办好金砖国家新工业
革命伙伴关系论坛等活动，引
进更多头部企业，打造一批标
志性合作项目。

这五年，我省城乡加快融合
发展，区域一体化建设进程提
速。城市更新行动滚动实施，累
计改造老旧小区81.2万户，全省
城镇化率达70.4%，闽东北、闽
西南两大协同发展区齐头并进。

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我省
要全面实施新时代山海协作，
高水平打造福州都市圈、厦漳
泉都市圈，带动闽东北、闽西南
协同发展区建设。

今年我省要着力提高区域
联动发展水平，推动闽东北、闽

西南两大协同发展区建设取得
更大进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
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加快
建设厦漳泉都市圈，支持厦门
打造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
要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
设，全面建成福厦高铁、厦门第
二东通道等，全力推动厦门新
机场建设、厦福泉国家综合货
运枢纽补链强链，提速厦门港
后方通道等前期工作；加快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做好闽西南
等水资源配置工程前期论证。

报告指出，今年我省要奋
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提
升“四大经济”质量是我省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所在。
这四大经济包括：数字经济、海
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

深化数字福建建设，推动
中国土楼云谷数据、厦门数字
工业计算中心等争创国家新型
数据中心；布局人工智能、量子
科技、元宇宙等未来产业，打造
大数据、物联网、卫星应用等千
亿产业集群，实现数字经济增
加值2.9万亿元以上。

深耕“海上福建”，发挥福
州、厦门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带动作用，实施海洋渔船

“宽带入海”工程，培育壮大海
工装备、海上风电、深海养殖、
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海洋生
产总值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深入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行
动计划，加快“电动福建”建设，
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
清洁能源等产业。

深入实施文旅经济高质量
发展十大行动，依托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打造世界级旅游景
区，高标准建设“1号滨海风景
道”。该风景道途经宁德、福
州、平潭、莆田、泉州、厦门、漳
州7个滨海城市，全长约1886
公里，沿线山海景观叠加，人文
积淀深厚，旅游资源荟萃。

这五年，我省创新动能加
速释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
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速提效，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47%；国家A级物流企业数居
全国第五位，厦门、福州、泉州列
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经济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报告提出，
今后五年，我省要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奋力打造富强福建。

今年，我省要坚持科技自
立自强，突出发挥福厦泉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集聚效应，继续建
好厦门科学城、泉州时空科创基
地等，支持现有平台建实建强、
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要提升服
务业规模质效，比如突出“畅”，
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大力发
展公铁联运、海铁联运、海空联
运，加快“一带一路”物流通道、
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建设，壮大厦
门集装箱枢纽港。

本报特派记者 詹文
昨日，省长赵龙所作的省

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现厦门元
素，多处提及厦门成绩、厦门
经验、厦门项目，并对厦门未
来发展提出新期许、新支持。

回顾2022年和这五年工

作时，报告中提及福厦高铁全
线贯通、全球首个“鼻喷疫苗”
获批在国内紧急使用、厦门天
马AMOLED项目点亮投产、
厦门入选中央财政支持普惠
金融发展示范区、列入国家物
流枢纽建设名单、金鸡奖长期

落户厦门、海峡论坛品牌效应
日益彰显等诸多厦门的建设
发展成果。

谋划今后五年和2023年
工作中，报告对扎实推进厦
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支持
厦门打造高质量发展引领示

范区、高标准打造金砖创新
基地、继续建好厦门科学城、
支持厦门建设海峡两岸创新
创业领军人才基地、发挥厦
门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带动作用、推动厦门数字工
业计算中心争创国家新型数

据中心、积极推进厦门申报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力
推动厦门新机场建设、壮大
厦门集装箱枢纽港、加快建
设厦金共同生活圈、高水平
打造厦漳泉都市圈等提出新
期望。

四大经济
推动厦门争创
国家新型数据中心

关 键 词

2

城乡融合
全力推动厦门新机场建设

改革开放
高标准打造金砖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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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厦门集装箱枢纽港
加快建设厦漳泉都市圈

报告频现厦门元素，支持厦门打造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

省政府
工作报告
解 读

展望

2023年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今年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
目标是：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6%左右，一般公共预算
总收入增长6%左右，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6%，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增长7%、7.5%。

（上接A01版）
赵龙最后说，伟大思想引领伟大时

代，伟大时代呼唤伟大奋斗。我们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省委领导下，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
篇章，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更大贡献!

大会还审查了福建省2022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福建省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3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2023年预算草案。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省领导严可
仕、郑建闽、康涛、林文斌、李建成、常斌、
林瑞良、张兆民、杜源生、洪捷序、薛卫
民、王光远、阮诗玮、刘献祥、许维泽、林
钟乐，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金银墙、侯
建军，全国政协专委会领导张帆，全国人
大、全国政协专委会委员叶双瑜、陈义
兴，全国政协委员雷春美，驻闽部队领导
武仲良、郑福源，省级老同志黄琪玉以及
部分港澳地区闽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等。

十三届省政协委员、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在闽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部分海外闽籍华
侨在现场列席会议。省政府组成人员、
副秘书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省法院副院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省
直、中直驻闽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通过视
频列席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