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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齐迈，时盛岁新。12月25日上午，福州市仓山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开幕，仓山区政府工作报告在大会上发布。

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10亿元，增长5.8%；锐捷网络数字化智能工
厂项目节地技术被自然资源部全国推广；34项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完成；获评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翻开这份“沉甸甸”的年度答卷，一组组数
据、一件件实事、一项项荣誉，回响着这一年来仓山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
实足音，也为新一年中国式现代化仓山实践注入了更充足的底气与信心。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仓山实践
仓山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

强化改革创新，构建
区域竞争优势。健全政务
中心一站式服务功能，加
快法律援助事项入驻，实
现负面清单外事项“应进
必进”。健全完善基金运
作机制，组建规模1.3亿元
的烟山股权子基金，撬动
更多资本投向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产
业。

培育新质生产力，筑
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做强
智能制造产业，推动数字
经济产业规模突破 700亿
元。实施全区屋顶分布式
光伏项目，推动中交海峰
风电做大做强，落地理想
汽车交付中心等重点项
目。提速纵腾网络总部大
楼项目，打造跨境电商示
范园区。

加快项目攻坚，积蓄
澎湃发展后劲。加强重大
项目储备，紧盯“两重两

新”等领域，多渠道筹措项
目建设资金。加强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经验推广，谋
划推动义序其他片区滚动
开发。全面落实“一把手”
招商、“走出去”招商、产业
链招商等机制。

深化城乡融合，推动
城市能级跃升。坚持“做
全金山建新片区、做精中
部老城区、做强城门盖山
片区”，提速大三江口片区
建设。全面完成源头小
区、企事业单位雨污分流
改造，推动污水集中收集
率达 76%。新建、改扩建
垃圾分类屋、亭 15 座，试
点“环卫+执法”深度融合
联动工作机制。

丰富服务供给，描绘
民生幸福底色。动建齐安
小学等 3 个项目，建成冯
宅中学等 3 个项目，新增
学位 4200 个。打造生育
友好型社会，确保全区每

千人口托位数达 4.5 个。
鼓励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养
老服务领域，打造区社会
福利中心为医养康养一体
化的四星级以上养老机
构。

敢于担当作为，打造
人民满意政府。开展“服
务企业月”“项目攻坚月”

“治理提升月”三大行动，
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
当的鲜明导向。坚决落实
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
要求，兜牢基层“三保”底
线。

发展春潮涌南台，琼
花玉岛起风帆。2025 年
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仓山将以实干之
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新时代新仓
山，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仓山实践。

源头活力进一步激发。
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实现国家级 13 组、市级
15组和区级7组跨部门事项
一次性办理。市场主体新增
2.2万余户、总量超 18万户，
均居全市第 1。人才支撑持
续强化，引进培养高层次人
才 242 人，高技能人才 2695
人、增长169%。

发展后劲进一步夯实。
新增提升工业企业 4 家，培
育省市工业龙头企业 20家、
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5家。19
家企业入选省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创新企业、全市第 2；烟
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与马六
甲鸡场街结为友好街区，烟

台山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引进优质
产 业 项 目 78 个 、总 投 资
126.7亿元，招商工作综合排
名全市前列。

宜居品质进一步提升。
推动城市品质提升项目 98
个，完成福州温泉水厂泵站
建设工程等项目 60个，完成
投资 98.76亿元。强化渣土
源头监管，全市首创“在建工
地出入口安装监控探头”，接
入工地 70个。梁厝村、上岐
村入选省第四批高级版“绿
盈乡村”，濂江村创成省级乡
村振兴示范村。

为民本质进一步凸显。
34项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完

成。盘屿中学教学楼重建等
7个项目建成投用，新增学位
8640个、全市第1。打造五星
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3
个，新建中心长者食堂 2家。
编制全市首个县区级全域社
区布局及生活圈规划方案，
规划城市社区 151个、“一刻
钟生活圈”单元39个。

履职效能进一步增强。
设立乡镇联合执法片区 3
个，闽执法一体化平台案件
录入量居全市第 2。完成行
政执法事项下放 176 项，办
理赋权行政执法案件 2920
件。办复区人大代表建议
136件、区政协委员提案 175
件，办复率均为100%。

奋勇争先的蓝图清晰
展望2025

高质量发展的足音铿锵
回望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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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2024
年度冬季消防员退出仪式即将
举办，25日，三坊七巷消防救援
站3名战斗员刘兴宇、邓铭豪、
陈智扬迎来了消防职业生涯的

“毕业季”。他们即将挥别这身
“火焰蓝”，告别这片日夜守护
的土地，离开承载了他们热血
青春和无数回忆的营地。近
日，记者走进三坊七巷消防救
援站（五一广场国旗护卫队），
了解他们的故事。

挥别“火焰蓝”踏上新征程
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五一广场国旗护卫队）3名消防员迎来“毕业季”

和邓铭豪同一批来
到三坊七巷消防救援站
的陈智扬，是一名“00
后”，也是一名甩旗手，
虽年纪尚轻，但已成为
曹进在练习甩旗路上的

“指路人”。如何折叠、
如何发力、如何协调身
体……他不厌其烦地和
曹进一起练习，一早上
至少完成四五百次的甩
旗动作。

“国旗很大，也很沉，
上手甩旗之前，我们都是
先用哑铃来练习的。”陈
智扬介绍，通过哑铃和沙
袋锻炼臂力，再配合上身
体协调的动作，这样才能
在甩旗过程中将整面国
旗尽可能展开。

“别的救援队主要任
务是灭火救援，而我们还
有另一个职责——五一
广场每日的升、降国旗任
务，而我是其中的一名军
刀手。”刘兴宇穿上这身

“火焰蓝”已有 16 年，从
一名“新兵蛋子”走到“传
帮带”的领路人，他始终
以身作则，用严苛的标准
自我要求，也严格教导他

的“徒弟们”。
国字脸的刘兴宇不

笑时显得十分严肃，“我
总想着，要把我会的全部
教给他们”。

练军刀难不难？刘
兴宇笑着说，难，也不
难。军刀手主要围绕拔
刀、定刀、敬礼、举刀四个
动作进行练习，看似只有
四个动作，但实际上每个
动作都是经过了无数遍
的练习和打磨，每个动作
定住十分钟，是常有的事
儿。“刀面侧一些”“刀鞘
下沉些”，教导过程中，刘
兴宇总是十分注重细
节。“有时我们还将沙袋
吊在刀尖上练习，想到以
后不会再重复这些训练，
还真是有些舍不得。”

甩旗手、军刀手、步
枪手……他们站在不同
岗位，但都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赴汤蹈火、竭诚
为民”的消防精神，以日
复一日的训练和重复，
完成每一次升旗和降旗
仪式，今日，他们即将挥
别这身“火焰蓝”，踏上
新的征途。

福州市鼓楼区三坊七
巷消防救援站是一支担负
省会城市中心广场——五
一广场升降国旗任务的特
殊队伍，“我们不仅承担着
抢险救灾、火场救援的职
责，同时还承担着五一广场
每日的升、降国旗任务。”
邓铭豪是三坊七巷消防救
援站战斗班班长，也是一名
步枪手，于 2019 年加入三
坊七巷消防救援站。

“三坊七巷是福州的
文化名片，这里的一砖一
瓦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每一次火情都可能对这片

文化遗产造成不可估量的
损 失 。 所 以 我 们 常 说 ，

‘不起火就是最好的赴汤
蹈火’。”邓铭豪介绍，自
1991 年元旦起，该站指战
员 30 多年如一日地护卫

“八闽第一旗”，肩负着三
坊七巷古建筑群及周边
2.35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防
火巡查、灭火救援、执勤
保卫、宣传培训、礼仪勤务
的职责任务。

走进三坊七巷，邓铭
豪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
一木都十分熟悉。据他介
绍，三坊七巷里设有一个

消防服务站，每周会在景
区内进行巡查和实战化演
练。此外，还运用了多项
高科技手段来提升防火能
力，比如安装烟感、温感等
火灾探测器，以及部署火
眼系统，该系统每隔 30 秒
就会对整个景区进行一次
全面扫描，“不起火就是最
好的防火，我们要将火苗
扼杀在源头上”。

“我是 2019 年 12 月 25
日来到这个救援站的，到今
天正好五年。”邓铭豪摩挲
着他的战斗服，念叨着“这
是陪伴了我五年的伙伴”。

做“传帮带”的领路人

“不起火就是最好的赴汤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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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宇在升国旗途中 陈智扬

邓铭豪拿着头盔，心中
满是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