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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省委书记
尹力主持召开传达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视频会议，对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的贯彻落实工作
作出具体部署。尹力强调，
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
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更高
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深入
学习、深刻理解、准确把握
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核
心要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进一步推动全会精神在我
省落深落细落实。省委副
书记、代省长赵龙，省政协
主席崔玉英出席。

尹力指出，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主题鲜明、意义重
大。要深刻领会全会作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的深远意义，深刻领
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
的重大成就，深刻领会党百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
成就，深刻领会党百年奋斗
的历史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真理伟力，用全会精

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
一行动，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各级党委（党
组）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
开展传达学习、宣传宣讲、
教育培训、研究阐释等工
作，创新方式方法，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带头学，各级
干部主动学，推动全会精神
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
校园、进社区、进网络，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在全省迅
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热潮。

尹力强调，全省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全会精神与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和来闽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党
史学习教育和开展“再学
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紧
密结合起来，学深悟透、融
会贯通，一体部署、一体推
进、一体落实，结合各自实
际和职责，持续做好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冲刺
全年目标任务。要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持续学懂
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
动做到对党忠诚。保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态势，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在精准帮扶企业、推
进重点项目建设、强化招商
引资、激活市场活力等方面
加大力度，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持续深化改革
开放，发挥我省多区叠加优
势，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深化自贸试验区建
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全力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
点、重要通道。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
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着力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
同富裕。保持“赶考”的清

醒，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把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
进，为我省各项事业发展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尹力要求，要统筹好岁
末年初各项重点工作，毫不
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切实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防范化解
各类风险隐患，关心群众生
产生活，全力以赴护安全、
保稳定，营造安定稳定的社
会环境。要筹备和开好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着眼长远
发展谋划好明年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工作，明确发展思
路、主要目标、重大举措和
重点任务，以昂扬的斗志、
务实的作风、优异的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凝心聚力担当新使命
奋发有为迈向新征程

省委召开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视频会议，尹力主持并讲话

记者了解到，《方案》
设定了加强智慧海洋建
设、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
力、建设海上牧场、做大做
强临海产业、推进现代化
智慧港口建设、打造滨海
旅游城市、推进海洋开放
合作、深化海洋生态综合

治理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
务，推动市县合力打造现
代化湾区。

未来的“海上泉州”，
通信将更有保障。《方案》
明确，要加强陆海旅游区、
海洋牧场及近海养殖区域
5G 网络建设，提升港口码

头双千兆网络能力，实施
“光纤上岛”工程，提升岛
际通信传输能力，实现人
群聚集和重点开发海岛的
有线宽带、4G/5G 网络覆
盖。

在推进泉州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石狮海洋生物分

园 区 建 设 方 面 ，预 计 到
2023 年园区海洋产业年总
产值将超过 100 亿元，探索

“园区+科技特派员”的服
务模式，培育 10 个以上科
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开展渔
业专题远程科技培训及咨
询服务。

海都讯（记者 徐锡思）
记者昨日获悉，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泉州市
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试
点村、示范线基础上，以
乡镇为单位，开展乡村
振兴整镇推进工作，并
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2年底培育21个不同
类型的整镇推进“五好”
示范乡镇，加快把乡镇
建设成为乡村经济中
心、服务中心、文化中
心、治理中心、党建中心
的服务农民群众的区域
中心。

据悉，2023 年起，泉
州各县(市、区)每年按乡
镇总量 15%左右比例推
广培育；到 2025 年，60%
以上乡镇达到整镇推进

“五好”乡镇发展评价体
系要求。同时，展望到
2030 年，全市所有乡镇
达到整镇推进发展水
平，与基本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相衔接。

根据指导意见，“五
好”乡镇发展评价体系，
包括富民产业发展好、
乡村文化传承好、乡村
建设提升好、治理能力
建设好、党建统领发挥
好。

记者了解到，指导
意见提出了实施乡村振
兴整镇推进的“五个工

程”，并明确每个工程的
指标要求。

其 中 ，强 镇 引 领
“678”示范工程提出，到
2022 年底，全市重点打
造 6 个农业生态型、7 个
工贸带动型、8个城乡融
合型，共培育三种类型
21个整镇推进“五好”示
范乡镇；以镇带村“123”
升级工程要求，到 2022
年底，力争全市80%以上
村达到 1.0 版 (合格村)，
乡村振兴试点村基本达
到 2.0 版 (示范村)，各乡
镇培育 1 个以上 3.0 版
(标杆村)。

此 外 ，村 兴 民 富
“251”增收工程目标是
到 2022 年底，全市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
基本覆盖，50 万元以上
村达到 20%，百万村财
村达到 150 个以上；裸
房整治“133”清零工程
则是到 2022 年底，实现
所有镇域中心裸房“零
存量”。

同时，共建共享“1+
3”结对工程明确要求，
每个整镇推进创建乡镇
由 1 名县级领导牵头组
建工作专班，安排 3家合
作单位（1家县级以上国
有企业、1家金融机构和
1 个县直单位）挂钩合
作。

到2023年
全市海洋生产总值达3400亿元
“海上泉州”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出台，设定了加强智慧海洋建设、

打造滨海旅游城市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明年底前
泉州将培育

21个示范乡镇
N海都记者 徐锡思 林良标 文/图

陆海统筹、向海进军，泉州推动海丝经济再
出招。记者昨日获悉，经泉州市政府研究同意，

《加快建设“海上泉州”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经印发实施，提
出到 2023 年，海洋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
势、高质量发展优势，全市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3400亿元左右，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到28.3%左右，港口吞吐量突破1.3亿
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40万标箱；近岸海域一、
二类水面占海域面积达90%以上，自然岸线保有
率不低于省上下达指标。

关系到市民生活的“海
上牧场”将有新局面。其
中，打造湄洲湾南岸绿色养
殖示范区，探索示范建设深
水抗风浪网箱，更新应用环
保型塑胶渔排1万口以上和
筏式养殖设施 2万亩以上；
支持“造大船、闯深海”，更
新改造远洋渔船20艘以上，
到 2025年渔船总数达 50艘

以上，力争实现渔业产值 8
亿元；新增冷库 10 个，到
2025 年全市水产冷库日冻
结能力达到 3万吨；新增先
进生产线 10 条以上，实现

“一品一码”全过程追溯管
理等。

此外，滨海旅游也将有
新动作，特别是休闲渔业
要实施渔港建设三年行

动，全市新建、提升改造中
心渔港 4 个、一级渔港 3
个、二级渔港 3 个、三级渔
港 2 个。完善渔港配套服
务设施，打造集渔船停泊
补给、水产品集散加工、休
闲渔业为一体的渔港经济
区 2 个，培育“水乡渔村”、
渔家乐、休闲垂钓等经营
组织 4 个，创建省级“水乡

渔村”示范基地 4个。
记者了解到，泉州还

要组建“海上环卫”队伍，
集中开展近岸海域和海岸
带存量海漂垃圾攻坚清
理，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分
布 密 度 同 比 下 降 10% 以
上，至 2022 年基本实现海
漂垃圾治理常态化、动态
化、网格化。

培育10个以上科特派示范基地

创建4个省级“水乡渔村”示范基地

泉州重点建设的石湖港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