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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5年来，作为中
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
一，大湾区科创产业加速发展，软硬联通不
断拓展，协同融合纵深发展，有力推动港澳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一新时代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
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正取得丰硕成果。

科创产业加速进展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以及广东广州、深圳、珠海等珠三角九市。

去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3
年版全球创新指数“科技集群”排名榜上，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已连续第四年排名居
全球第二位。

广东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龚国平表示，跻身
全球顶尖科技集群靠的是大湾区持续完善“基
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
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不断优化区域创新
体系，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努力。

目前，大湾区研发投入强度超 3.4%，研
发经费投入、发明专利有效量、PCT 国际专
利申请量等主要科技指标均保持全国首位。

依托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大湾区产业
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

伶仃洋畔，紧邻深中通道的港资企业鸿
利达中山工厂内，作业机器的指示灯频频闪
烁，几辆机器车正在注塑设备之间穿梭。依
靠数字化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在厂区内沿
着规划路线有条不紊地运行，让这座“熄灯
工厂”实现从上料、零件加工到物流全流程
无人化生产。

鸿利达在广东已耕耘多年。随着广东制
造业的崛起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鸿利达
与合作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协同研发了基
于人工智能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产品
从研发到量产的全流程数字化。

深入参与大湾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进
程，以鸿利达为代表的港澳企业正在发展中
获 得 红 利 。“ 公 司 2023 年 人 均 营 收 比 2018 年 提 升 约
138%，产值大幅增加，利润也有明显提升。”鸿利达集团
创始人、行政总裁蔡俊杰说。

目前，大湾区拥有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
能家电、汽车等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新能源汽车、新
型储能、太阳能光伏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在百行千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下，2023年大湾区经济总
量预计超13.6万亿元，经济规模迈上新台阶。

软硬联通不断拓展

近年来，随着快速交通的连接，大湾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正加快推进。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 2 月 14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口岸在春节期间创下客流车流新高：
单日出入境客流达 14.4 万人次，单日出入境
车流首次突破1.8万辆次，双双刷新纪录。

随着“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
实施，港珠澳大桥成为港澳旅客“北上”出
行的热门通道之一，这座于 2018年正式开通
的超大型跨海大桥变得愈发繁忙。

“大桥通车后，打通了粤港澳三地‘1 小
时生活圈’，扩大了大桥外贸‘朋友圈’。目
前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口货物收发地已覆
盖内地所有省份，市场涉及国家 （地区） 超
过 230个。”中石化 （香港） 有限公司供应链
总监林至颖说。

基础设施快速建设便利了粤港澳三地的
“硬联通”，政策层面的持续发力则为三地
“软联通”打好了基础。

去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为大湾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划定了“时间表”。

“大湾区的国际化要以接轨国际规则为基
础，而第一步就是实现广东与香港、澳门的
规则衔接、机制畅通，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
化水平。”普华永道咨询服务 （广东） 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斌说。

2019 年在香港成立的数藏中国 （香港）
有限公司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公司
联合创始人、CEO付饶说，他的公司申请入
驻香港科学园，获得了创业人才计划的基金
支持，在内地先后获得政府提供的免费办公
地点和给予的税收减免、奖补。

5 年来，广东省以“湾区通”工程为抓
手，积极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便利港澳居民来粤就业创业生活，促进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提

高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取得初步成效。

协同融合纵深发展

春节期间，在澳门旅游塔 59层，伴随着绽放夜空的
烟花，几十名创投者正围绕“横琴封关给澳门青年创业
带来的机遇”这一主题展开热议。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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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20日电（记者严
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自1月26日春运开启以来
至2月19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超3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据统计，2 月 19 日，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 1404.3 万人次。2 月 20
日，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
行，预计发送旅客1330万人次，安
排加开旅客列车1716列。

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

绍，节后铁路探亲、旅游、学生、
务工等客流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
盛，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
12306 预售票情况看，2 月 20 日，
成都、北京、广州、重庆、武汉、
西安、郑州、长沙、上海、杭州等
城市出发客流较多，北京、广州、
上海、深圳、成都、杭州、西安、
武汉、重庆、南京等城市到达客流
较多。

各地铁路部门充分挖潜扩能，

在主要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投
放，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寒潮天气影
响，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努力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公司安排加开北京、杭州、广
州、上海、齐齐哈尔、牡丹江等方
向旅客列车92列；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 245 列，优
化北京地区各大车站出站通道，在
站台、扶梯、出站口等关键部位加
强引导，方便返京旅客安全快速离
站；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积极
应对降雪降温天气，储备热滑、刮
冰车及打冰应急人员，随时上线打
冰除雪。

春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新华社上海2月20日电（记者
贾远琨） 记者20日从中国商飞公司
了解到，在20日开幕的新加坡国际
航空展览会上，西藏航空与中国商
飞 签 署 40 架 国 产 大 型 客 机 C919

“高原型”飞机订单，成为这一机
型的启动客户。

C919“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

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
实施高原改装，满足高原地区运输
要求。座位数为140至160座，起降性
能满足中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

此外，西藏航空还与中国商飞
签署了10架国产新支线客机ARJ21

“高原型”飞机订单。ARJ21“高原

型”最大起降高度为 14500 英尺，
具备良好的高原机场起降性能和抗
侧风能力，能够覆盖中国区域内大
部分高高原机场。

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是国产商
用飞机的重要方向，除“高原型”
外，多种衍生机型在同步推进，并
已敲开市场大门。

当日，河南航投与中国商飞签
署 6 架 ARJ21 衍生机型订单，包含
ARJ21 灭 火 机 、 ARJ21 医 疗 机 和
ARJ21应急救援指挥机。

“ 高 原 型 ”C919 启 动 订 单 签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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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目远眺是蔚蓝的海，环顾四周
是怡人的景。苍翠的红树林，洁白的
白鹭，火红的三角梅……走进福建厦
门，就走进了一幅多彩画卷。

经济高质量发展成绩单同样亮
眼 —— 以 占 福 建 省 1.4% 的 土 地 面
积，厦门创造出占全省 14.8%的地区
生产总值和48%的外贸进出口总值。

“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高颜
值的生态花园之城”，这幅新画卷，
从何处起笔？

走岸线，登海岛，进园区，上高山，访村庄，向
厦门人寻答案，大家总会从30多年前讲起——

1985 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
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全岛。同年 6 月，
习近平同志从河北正定赴厦门履新，成为厦门
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领导者、拓荒者、建设者。

从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筼筜湖综合治理，
到要求厦门成为生态省建设排头兵；从寄予厦
门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殷
切嘱托，到赋予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重大使命……在厦门经济特区发展的每个
重要阶段和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都把脉定
向，为厦门树牢“生态立市”之志、高水平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

“如今，32 年过去了，海风海浪依旧，
厦门却已旧貌换新颜”，2017年9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欢迎晚宴
上深情地说。

昔日的海岛小城，如今已是扬帆世界、
拥抱全球的海湾型都市，“山、海、产、城、
人”相融共生。

实践，书写厚重答卷；时间，见证鹭岛蝶变。

一个湖
始终遵循筼筜湖综合治理“20

字方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昔
日“臭水湖”蝶变为“城市会客厅”

空中俯瞰，筼筜湖一湾碧水，如同一条绿
丝带飘入岛内。白鹭洲上草木繁茂，白鹭翩飞。

筼筜湖从人人掩鼻的“臭水湖”，蝶变为
“城市会客厅”，映照30多年来，厦门人生态
优先的自觉和绿色发展的担当。

筼筜湖的前身为筼筜港，入夜后渔船灯火
闪烁，形成当时的厦门一景——“筼筜渔火”。到
上世纪70年代，筑堤围湖，向海要地，筼筜从海
港变成内湖，水域面积缩减到1.6平方公里。

到上世纪80年代，环筼筜湖数十万居民
的生活污水，以及工厂的废水，直接排放入
湖，导致水质迅速恶化。

“湖水泛出臭味，沾在衣服上很长时间都
散不掉。”从小就住在湖边的市民陈志毅记忆
犹新。不堪重负的筼筜湖，成了厦门可持续

发展的一块“绊脚石”。
“筼筜湖何时不再黑臭？”对人民群众的

呼声，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
习近平同志牵挂在心，思虑深长。

1988年3月30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专
题会议，确定治湖方略，开启了筼筜湖的蝶变。

翻开留存的会议纪要，治湖决心跃然纸
上——针对“九龙治水”难题，会议提出“市长
亲自抓治湖”；针对治湖资金难题，会议明确

“市财政今明两年每年拨 1000 万元”，这相当
于当年全市一年基本建设投入的 1/10，比之
前十几年的投入总和还多。

习近平同志创造性提出的治湖思路总结
为“20字方针”：“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
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

会后，厦门市成立了筼筜湖治理领导小
组。“20 字方针”精准施策、对症下药，一
场治湖大仗、硬仗全面打响！

依法治湖，为综合治理保驾护航。
“30 多年前，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还

比较薄弱。习近平同志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
提出依法治湖理念，成为筼筜湖治理成功的
关键。”厦门市市政园林局总工程师王艳艳说。

从 1989 年市政府颁布《筼筜湖管理办
法》，到后来的升级版《厦门市筼筜湖管理办
法》，再到实施地方性法规《厦门市筼筜湖区管
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筼筜湖区保护办法》，
厦门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治湖。1994
年获得经济特区立法权后，厦门制定的首部实
体性地方法规就是《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制
度体系不断完善，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里到
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转变。

截污处理，为改善水质祛除“病根”。
“污染症状在湖中，病灶根子在岸上，截

污处理是治理筼筜湖的治本之策。”厦门市政
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小青说，
1989年，福建省首座污水处理厂——厦门市
污水处理厂建成，“当时在筼筜湖南岸禾祥路
一带，就有上百家企业。我们一家家摸排、
动员，进行污水管道改造。”

1988 年以来，厦门市在环湖周边关停、
搬迁 210 家污染企业，高标准建设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对周边 855 个小区实施雨污分

流，从源头提升筼筜湖流域水质。
清淤筑岸，在治理中化害为利。
白鹭洲，筼筜湖最大的湖心岛。很多人并不

知道，白鹭洲是由治湖时清除的淤泥堆积而成。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筼筜湖进行

了5次全湖清淤工程，累计清淤约560万立方
米，将淤泥用于修筑白鹭洲、白鹭岛等。”筼
筜湖保护中心主任张炜鹏说。

搞活水体，让筼筜湖畅通“经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筼筜湖上陆续修建了西
堤闸口、引潮堤。每天涨潮时开闸纳潮入
湖，退潮时打开泄洪口，实现湖水更新。

“利用自然潮差纳潮吞吐动力，是筼筜湖
治理中极具创造性的举措，是一项尊重科
学、高瞻远瞩的决策。”张炜鹏说。

美化环境，让优美生态造福于民。
65 岁的厦门市民卢和，观鸟、摄影多

年，用镜头记录了筼筜湖的变迁，“从污水横
流、鱼虾绝迹，到水清岸绿、鸟翔鱼跃，湖
边人们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
来，厦门加大投入，在筼筜湖周边建设多个“口袋
公园”，居民们出门15分钟内即可到达附近公园。

“筼筜渔火”消失在城市变迁中，“筼筜
夜色”却成了更加耀眼的厦门新景。筼筜湖
片区，已是厦门标志性的行政、金融、商
贸、旅游、居住中心。化茧成蝶的筼筜湖，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筼筜湖综合治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重要发端之一。

在厦门人心目中，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
带来的生态财富、绿色福祉，无比厚重。

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制《1985 年—2000 年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地方政府
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规划，其中设置了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专
题，并将良好生态作为厦门发展战略的重要
目标。习近平同志为这座城市的永续发展深
谋远虑，作出长远的科学规划。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生态环境工作
“历来看得很重”。

1986年1月，在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保护自然风
景资源，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我来自北方，对
厦门的一草一石都感到是很珍贵的。”“厦门是
属于祖国的、属于民族的，我们应当非常重视和
珍惜，好好保护，这要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好。”

如何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发展的
关系？习近平同志立场鲜明：“能不能以局部
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
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
其他方面的发展。”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碧海银滩也是无
价之宝。

从 1699 平方公里陆域，到 333 平方公里
海域，厦门奏响激荡人心的“绿色变奏曲”。

一片海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

理大格局，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绘就人海和谐生动画卷

海风吹拂，绿树摇曳。厦门翔安区下潭
尾红树林公园，根系深扎于滩涂的“海洋卫
士”红树林，在海天之间呈现美丽风景。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广东湛江考察时
说，‘红树林保护，我在厦门工作的时候就亲
自抓。’‘这是国宝啊，一定要保护好。’听到
这话，我心情无比激动！”大片红树林旁，厦
门大学教授卢昌义兴奋地说。

卢昌义深耕红树林研究与保护已有40多
年，“厦门的红树林保护工作起步早，我是这
项事业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

发黄的纸张，斑驳的字迹，卢昌义向记
者展示两张珍贵票据，“1986 年 10 月，收到
4000元红树林造林技术研究经费；1987年10
月，收到 6000 元红树林引种驯化研究经费。
那两年厦门市林业局给厦门大学拨了两笔
款，用于开展红树林保护课题研究。”

“1 万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习近平同志极具前瞻性地认识到红树林的巨
大价值，亲自抓红树林保护，政府相关部
门、研究机构也下了大力气。”卢昌义说。厦
门大学科研团队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取得开
创性成果。一系列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成功

实施。在下潭尾，85 公顷红树林重
现海滩。

红树林守护海洋，厦门人守护红
树林。全市红树林面积从 2000 年的
32.6 公顷，提升至 2023 年的 173.9 公
顷，海岸带生态活力和韧性显著增强。

行走厦门，一幕幕为万物谋和谐
的景象让人印象深刻。

“快看！白海豚白海豚！”乘船前往
厦门火烧屿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
的途中，记者与中华白海豚不期而遇。

几头中华白海豚畅游水中，不时跃出海面
呼吸……现场见证“城在海上，豚在城中”美好
景象，人们不由得欢呼雀跃，赶忙拍摄、记录。

中华白海豚是世界上唯一以“中华”命
名的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习近平同志
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省长期间，
对厦门开展中华白海豚保护作出重要批示，
并要求厦门重视自然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2000 年以来，厦门市建立了珍稀海洋
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中华白海豚、文
昌鱼等12种珍稀物种及其生存环境为保护对
象，面积达 7588 公顷。”厦门中华白海豚文
昌鱼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主任蔡立波说。

中华白海豚喜欢在江河入海口的海湾栖
息繁衍，而这里正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
保护难度很大。出台我国首个中华白海豚保
护地方性法规规章，建立首个中华白海豚救
护繁育基地……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华白海
豚在厦门海域的种群数量逐步提升，已由上世
纪90年代初的60头增加到如今的80多头。

“海洋生态环境好不好，中华白海豚是指
示性物种之一，厦门是全国少有的可以在城
区海域经常观赏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自然
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王先艳说。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厦门是一座典
型的海湾型城市。

海湾型城市的生态保护，是一项世界性
课题。人口密集、产业集聚、资源环境压力
大，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降低等难题，往
往会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厦门，如何破题求解，促进人海和谐？
2002 年 6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的习近平同志到厦门调研，从全局视野提出
“提升本岛、跨岛发展”重大战略，并指明了
“四个结合”的跨岛发展战略思路——提升本
岛与拓展海湾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结
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凸显城市特
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结合。

岛内一个“拳头”，伸展为全市一个“手掌”，
城市发展新天地豁然打开。156平方公里的岛内
面积，曾束缚厦门发展步伐；跨越海湾，则是10
倍之多的广阔天地。厦门开启加速跨岛发展、
推进岛内外一体化的进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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