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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福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报告了关于2024年为民办实事工作情况和2025年
为民办实事候选项目形成情况。

N海都记者
陈逸之

福州2024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部完成
共20项60件，其中“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新增公共停车泊位”等25个项目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会上报告了2025年为
民办实事候选项目形成情
况。2025 年福州市委、福
州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清单梳理汇整过程中，总
体把握三个原则：关系民
生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与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受益面比较广，具有较
好的社会效益；各方面条
件较为成熟，资金都有保
障，具有可行性，一般在
2025年能够完成当年目标
任务。

经多轮修改完善，目
前 汇 整 形 成 的 福 州 市

《2025 年市委、市政府为
民办实事项目清单》，共
20 大项 62 件实事项目。
其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 3件，包括“推动基础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完成新
建中小学 5 所、改扩建 6
所，新增学位 1.4 万个，补
齐主城区和镇中心区义务
教育学位短板”“完成 400
所公办中小学校、幼儿园
自动体外除颤仪或应急救
护一体机等急救设备配
备”等。

提升公共卫生服务 4
件，包括“将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政府补助标准从每人

每年85元提高到每人每年
90元”“建成福州市第一总
医院皮肤病南院”等。

提升公共就业能力 4
件，包括“建设全市统一的
零工平台”“开展职工创新
创业技能提升培训10万人
次以上”等。

推进缓堵工程建设 5
件，包括“完成象山隧道拓
宽改造工程”“建成金山大
桥西互通立交E匝道”等。

以及“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加强水利工程建
设”“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等其他 16个大项，基本涵
盖民生主要领域。

据悉，2024年福州市为
民办实事项目共20项60件
已全部完成。其中，“开展
文化、艺术等公益性讲座和
培训”“新建智慧体育公园”

“农村公路建设和危桥改
造”等 7件实事提前半年完
成；“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

“新增公共停车泊位”等 25
个项目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此外，今年 11 月 20 日
起，福州市人大开展福州市

“2024年人民群众最满意的
十件实事”评选活动。在评
选过程中，共有 10013 名
省、市、县、乡四级人大代表
积极参与。

会上通报了“2024 年
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十件实
事”：实施适龄女性人乳头
瘤病毒（HPV）疫苗免费接
种；中小学新建 6 所、改扩

建9所，新增学位12000个；
完 成 福 州 科 技 馆 新 馆 建
设；治理“餐桌污染”，建设

“食品放心工程”；完成尤
溪洲南立交改造工程；完
成三江口植物园（一期）工
程建设；完成福州市中医
院五四北分院建设；新建5
个路口等候区遮阳棚；新
建智能职工服务e站20个；
建设农村公路100公里，改
造危桥6座。

福州“2024年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十件实事”发布

2025年为民办实事候选项目，已初步汇整形成

今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在提
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
形象上久久为功。多年来，
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文化思想，把党的创新理论
与八闽大地深厚的文气文脉
结合起来，全面展现新时代
八闽文化的气韵和风采。

——着力深挖用好理
论“富矿”，推动思想文化
“强起来”。

我省发挥独特优势，高
质量建设省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
心，从实践基础、理论渊源、
思想内涵、精神品质等方面，
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脉络和理论逻辑。举办“晋
江经验”与习近平经济思想
等 14场高端理论研讨会，推
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
探索与实践”等系列长篇通
讯 17 篇，推动《习近平在福
建》系列采访实录、《闽山闽
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
迹》等图书编写出版、学习宣
传，《摆脱贫困》重印再版并
向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语
种发行。组织编写《追寻足
迹·感悟思想》大中小学读
本，推进“行见八闽”研学实
践圈建设。编制实施社科强
省建设《规划纲要》，近三年
以省研究中心名义在中央

“三报一刊”刊发理论文章
213篇。

——着力传承赓续八
闽文脉，推动非遗文化“活
起来”。

我省既加强历史文化名
城、街区、村镇的整体性保
护，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活态传承。成功举办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鼓浪
屿：历史国际社区”“泉州：宋
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送王船”等项目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
新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2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84 处、国家级传统村落
479个。推进朱子文化研究
传承，开展“闽人智慧”传播
计划，《八闽文库》累计出版
267册。

——着力打造文化精
品力作，推动闽派文艺“亮
起来”。

我省实施文艺高峰工
程，共有 37部作品荣获中宣
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持续位列全国第一方
阵。53 部作品荣获文华大
奖、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曲
艺牡丹奖、电视剧飞天奖等
全国性大奖，3 人荣获全国
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奖、6 名演员荣获中国戏剧
梅花奖。

——着力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兴
起来”。

我省加强文化体制改革
顶层设计和指导推动，形成
一批典型经验做法，得到中
宣部肯定推广。建立省级文
化产业专项资金，每年安排
1.3亿元，累计支持 700多个
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全省文
化产业增加值从 2013 年的
813.97亿元，增长到 2022年
的 2576.05 亿元，增长 2.16
倍，占GPD比重从3.8%提升
到 5%，居全国第 5位。现有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655家，
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4563.4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2%，其中文化新业态企业
实现营收1483.17亿元、同比
增长 39.9%，高于全国平均
增速29.9个百分点。

——着力搭建文化交
流平台，推动文旅经济“火
起来”。

我省办好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海峡两岸文博会等
节展，办好纪念民族英雄郑
成功诞辰 400 周年、华侨领
袖陈嘉庚诞辰 150周年和世
界妈祖文化论坛、考亭论坛、
侯官论坛等活动，深化对外
文化交流，拓展两岸历史文
化交流，推动节展变流量、流
量变效益，推动文旅经济呈
现供需两旺态势。

奋力打造文化繁荣新地标
福建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举行

24日，省委宣传部举行福建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
新形象上久久为功，奋力打造文化繁荣新地标）。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10周年。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
省文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省奋力打造文化繁荣新地标的探索实践与思路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福建日报

我省是文化资源大
省，也是旅游资源大省，加
快发展文化旅游业潜力
足、后劲强。

一是基础实。我省拥
有 5个世界遗产地，10个
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遗名录（名册）、145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全国和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1000多处。

二是品牌强。“清新
福建”品牌享誉海内外，
累计创建 5 个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15
个国家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15 个国家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7 个国家旅
游休闲街区、7 个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12 家 13
处国家 5A 级景区，是全
国第二个实现“市市有
5A”的省份，最近南靖县
官洋村入选联合国旅游
组织世界“最佳旅游乡
村”。

三是态势好。 2023
年以来，全省累计招商对

接文旅重点项目 428 个、
总投资 3000 亿元，文旅
经济呈现“供需两旺、量
价齐升、逐季走高”发展
态势。据测算，2023年全
省实现文旅经济增加值
占 GDP 比重超 10%。今
年前三季度，接待旅游总
人数突破 5 亿人次、实现
旅 游 总 花 费 超 63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1% 和
19.5%，分别比 2019 年同
期增长 42.7%和 22%，均
创历史新高。

提升文化影响力 展示福建新形象

我省是著名的革命老
区，是原中央苏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省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实
施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
弘扬工程为抓手，推动红
色文化在新时代绽放璀璨
光芒。

——坚持保护第一。
我省建立了红色文化保
护、传承和弘扬工作机
制，出台《福建省红色文
化遗存保护条例》，实施
加强红色文化遗存保护
利用工作《意见》，推进全
省红色文化遗存数据库
建设，编制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福建段）建设保护
《规划》。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福建段）建设共投
入资金 66.29 亿元，推进
70 个重点项目建设，长
汀、宁化两地完成 41处革
命文物保护修缮。

——深化研究阐释。
我省成立了福建红色文化
研究中心，加强中央红色
交通线、松毛岭战役等历
史研究，举办红色文化高
端论坛，推出《万里长征第
一步》《燃烧的红飘带：福
建人与长征》《福建红色文
化读本》等研究成果。

——加强文艺创作。
我省已推出闽剧《生命》、
歌剧《松毛岭之恋》、电影
《古田军号》、电视剧“红色
三绝”系列等一批文艺精

品，有的荣获“五个一工
程”奖。

——创新传播方式。
我省建成福建红色文化网
上展示馆、福建爱国主义
教育数字展馆，组织开展

“强国复兴有我”等群众性
主题活动，遴选 300 堂大
中小学思政精品课，建设

“百年初心 红色八闽”等
96个研学实践点，推动红
色文化浸润人心。

——开展红色旅游。
我省制定红色旅游助推铸
魂育人《行动计划》，打造
古田会议丰碑、万里长征
起点等红色文旅品牌，推
出红色旅游宣传片《山海
红福》。

推动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