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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政务数 据 超 过
150 亿条，基本建成市级

“三平台一中心”公共数据
资源开发利用体系；深化

“E 通政法”、智慧城管、智
慧旅游云平台等平台应
用，初步实现城市运行“一
网统管”；打造产业数字化
应用示范 200 个以上，5G
创新应用 300个以上，大数
据场景化应用 100个以上，
全力打造海丝数字应用标
杆城市……

昨日上午 11 时许，记
者从泉州市数字办获悉，
近日，市数字办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市
第 十 三 次 党 代 会 精 神 ，
并提出到 2026 年的目标

任务。

积极打造
数字经济新优势

泉州将争做数字产业
化的生力军和产业数字化
的领跑者，深入实施制造
业数字化改造行动、平台
经济“五十百千”行动、数
字经济园区集聚大比拼活
动，加速培育数字经济的
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产业，推动企业“上云
上平台”，积极开展工业大
数据应用，发展一批为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
撑的服务平台。

到 2026 年，每年新增
1000 家 企 业“ 上 云 上 平
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 100%覆盖，生产
线改造达 70%，打造工业
大数据应用平台 30 个以
上，引培企业数字化转型
公共服务平台 50 家以上，
交易额超百亿的数字经济
平台超过 15 个，百亿数字
经济产业园区 20 个以上，
数字经济规模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超60%。

奋力建设
数字社会新篇章

研究制定泉州市政务
数据治理规则，深化政务
数据汇聚治理，分期分批
建设行业（主题）数据库，
构建“6 + N”数据资源体
系。建设政务大数据中
心，发展大数据交易市场，
开展大数据创业，引培一

批大数据企业，大力发展
大数据应用增值服务。到
2026 年，汇聚政务数据超
过 150亿条，向社会公众开
放公共数据资源表 1000张
以上，基本建成市级“三平
台一中心”公共数据资源
开发利用体系。

加速推进“互联网+教
育”，融合发展“互联网+医
疗健康”，推进社区乡村管
理服务数字化，深化“E 通
政法”、智慧城管、智慧旅
游云平台等平台应用，推
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
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
加速建设社会管理服务应
用平台，全面优化数字民
生服务。到 2026 年，数字
生活全民畅享的社会生活
愿景初步实现，公共服务
和社会运行数字化水平大

幅提升，城市大脑基本建
成，初步实现城市运行“一
网统管”。

深入推进数字丝路建
设，加速世界遗产、非遗、
文化场馆等数字化建设。
立足泉州丰富的产业应用
场景，持续推动一二三产
业数字化赋能行动，推进
5G 场景应用，打造产业数
字化应用示范。围绕公共
安全、行政执法、金融信
贷、交通旅游、医疗健康、
文化教育等重点领域，推
进优质、高效、普惠的数字
化应用，打造一批大数据
场景应用。到 2026 年，打
造产业数字化应用示范
200 个以上，5G 创新应用
300个以上，大数据场景化
应用 100个以上，全力打造
海丝数字应用标杆城市。

泉州着力构建数字政府新模式，到2026年初步实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全力打造海丝数字应用标杆城市

福州城区河网密布，
水巷蜿蜒，共有内河 107
条、支流 49 条，总长 244 公
里，是国内水网平均密度
最大的城市之一。经过综
合整治，“垂柳人家夹岸
幽”的水城美景重现榕城。

小郑是一名长跑爱好
者，不论工作多忙，每天晚
上，都会抽出 1 个小时，绕
着西湖跑上几圈。“西湖夜
色很令人陶醉，绿柳婆娑，
湖水清清，每做一次深呼

吸，都让我心旷神怡。”小
郑说。

西湖之美，在于其精
致而大气。作为福州的“城
市会客厅”，西湖水质好
坏，成为福州内河水质的

“晴雨表”。2016 年国庆节
后，福州市打响了新一轮的
西湖保卫战。此次治理，福
州市突破“就水治水”的片
面性，坚持水陆统筹、整体
推进、标本兼治，从系统工
程角度实施综合性治理。

也是这一年，福州市
成立了城区水系综合治理
领导小组，并在全省首创
组建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
心，以西湖整治为范本，对
全市 107 条内河开展“卷地
毯式”攻坚，通过一线工作
法，将房屋征迁、管线迁
改、水体治理、道路改造、
园林绿化、景观提升等各
项工作高度整合、立体作
业。福州只用 3个月时间，
就拆除改造了沿河旧屋区

183 万平方米，创造了水系
征迁的“福州速度”。

如今，在新一轮治水
路上，福州市通过强化污染
源防治，落实“政府河长+
企业河长”双河长制，建立
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保障治
水成果。同时，通过加强数
字化建设，实现以“天地一
体化”监测、大数据分析、
自动化控制为主要内容的
智慧管理，实现从“治水”
到“智水”。

开栏语：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来闽考察、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对福建工作作

出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五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
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高质量完成了省第十次党代会的目标和任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福建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开幕之际，本报推出“喜迎党代会 谱写新篇章”栏目，全面介绍福建
生态环境、数字建设、交通发展、乡村振兴等多方面的成就，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不断书写新时代新福建建设的新篇章。

水清景美生态好 福建河湖美如画
福建持续推进生态省建设，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是全国唯一一个水、大气、

生态环境保持全优的省份

喜迎党代会
谱写新篇章

生 态 治 理 ，久 久 为
功。“旧貌焕新颜”的故事
在福建持续谱写，精彩纷
呈。

作 为 厦 门“城 市 绿
肺”，筼筜湖历经四期综合
整治、历时 30 多年，从曾
经的黑臭水体变为水清、
景美之处。

2020 年，“全省最绿
县份之一”长汀，水土流
失率降至 6.78%，取得水
土流失治理的决定性胜
利。长汀曾是我国南方
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县域之一，经过 30 多
年攻坚克难，当地实现了

“荒山—绿洲—生态家
园”的历史性转变，创造
了“长汀经验”。

有“全国最美家乡河”
美誉的莆田木兰溪，正焕
发着迷人的风姿。22 年
前，莆田开启了木兰溪流
域治理进程。“水安全、水
生态、水环境、水文化、水
治理”五大系统整治，让老
百姓告别水患。

近年来，三明市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率先在福建省

组 建 生 态 综 合 执 法 机
构。2019 年 7 月，生态环
境部公布上半年全国地
表水环境质量状况，三
明市成为全省首个进入
国 家 地 表 水 考 核 断 面

“水环境治理排名前 30
位”和“水质变化情况排
名前 30 位”双榜单的设
区市，水质继续保持全
省第一。

时至今日，福建省以
生态为引领开展安全生
态水系建设，运用水系连
通、生态护岸、生物净化
等综合措施，建成安全生
态水系 5416公里，探索了
一批可复制的治水经验，
打造了福州“闽都水城”、
泉州“清新水域”、漳州

“五湖四海”、莆田“荔林
水乡”、南平“水美城市”
等一批特色鲜明的河湖
治理示范样板。

下一步，福建将着力
推进闽江流域综合整治，
示范带动九龙江、敖江等
主要流域开展系统治理，
推动河湖长制从有效管
控走向全面治理，加强美
丽河湖保护与建设。

涌现一批河湖 治理示范样板N海都记者 陈晋 马俊杰 文/图

多山、多水、多绿的美丽福建，是习
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
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生态资
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
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文明建设应当
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福建水系发达，纵横密布的水网中，流域
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740条，流域
面积在2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179条。“十
三五”期间，福建圆满完成生态环境保护
各项阶段性目标，其中，12条主要河流Ⅰ
~Ⅲ类水质比例 97.9%，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14.5个百分点，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水、
大气、生态环境保持全优的省份。

实现从“治水”到“智水”

西湖作为福州“城市会客厅”美在精致而大气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吴梅珍 许艺燕）
昨日，记者从泉州市安溪
县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
公示了第十一批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2021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
元镇和 2021 年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亿元村名单。其
中，安溪县尚卿乡和感德
镇入选 2021 年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十亿元镇。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尚卿乡作为“中国藤铁工
艺第一乡”，藤铁工艺产业
一路“高歌猛进”，今年
1—8月，实现藤铁工艺品
线上成交额10.96亿元；感
德镇是安溪铁观音的高端
产区、核心产区，有茶园
5.5万亩，年产铁观音5000
吨，茶叶种植和初加工环
节年产值超8.3亿元，茶叶
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80%以上。

安溪两乡镇入围
全国十亿元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