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
2025年我省将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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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解读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0%~5.5%，根据

实际情况争取更好的结果；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5%左右；
出口增长3%左右；
城镇调查失业率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
粮食产量511万吨以上；
开工筹集城中村改造项目5000套；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5万户；
城镇新增就业50万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

业10万人；
建设20个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

超60%。

守住安全底线。紧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巩固海上
船舶安全专项整治成果，深化燃气、危化品、道路交通、
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抓食品药品专项
治理，持续推进“餐桌污染”治理，深化开展药品领域“四
清”行动。

在强化污染防治攻坚上靶向发力。强化区域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巩固闽江流域治理成果，深化九龙江流
域综合治理，支持创建木兰溪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推
进闽江河口湿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强化饮用水源和地
下水资源保护，主要流域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100%。

健全一体化保护机制，加快完善以武夷山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两屏一带六江两溪”生
态保护修复。

坚持不懈做好以文化人工作。促文化惠民，建立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建设一批乡村戏台、城乡公
共文化新空间，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延时错时开
放服务，让文化热度在基层、修养在人心。

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加强红色文化遗存保
护利用，建好长汀、宁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推进福建革
命军事馆建设，讲好福建党史故事、革命先辈故事，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实施非遗保护传承发展工程，建好2
个国家级、3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积极开展“闽学”
研究，提高闽都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妈
祖文化、海丝文化等影响力。传承簪花、剪纸、木偶戏等
民间技艺。

全力促进就业增收。加快就业帮扶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城镇新增就业 50 万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0 万
人。完善就业服务，线上建好用好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

“网约式”零工平台，线下建设零工驿站和“家门口”就业
服务站1000个以上。提升就业便利度，促进高校毕业生、
脱贫人口、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改善就业环境，建设
提升300个工会驿站。

全面织牢社保网络。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扩大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深化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
害保障试点。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建立城
乡居民连续参保、基金零报销激励机制。完善养老托育
体系，持续擦亮“福见康养”品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
务中心覆盖率超60%；加强适老化改造和养老服务配套设
施建设。

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拓展推广先诊疗后付费、“免陪
照护服务”、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远程诊疗等医疗便民举
措。

区域发展重在协调。加快福州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深
入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莆田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
市、宁德建设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核心区、平潭建设国际旅
游岛，支持武夷新区建设、加快南平全方位绿色高质量发
展。支持厦门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区、泉州建设 21
世纪“海丝名城”、漳州建设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支持
三明、龙岩建设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新型城镇化重在质量。打造城市片区更新、社区更新
2类 15个省级样板，开工筹集城中村改造项目 5000套，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4.5万户，新建改造地下管网2000公里以
上，让老百姓生活得更舒心、更安心。

更大力度纵深推进改革。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
验”，持续推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推动出台
《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巩固提升、因地制宜推广三
明医改经验，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善医保支付方式，
拓展“药价保”集成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三多”改革试点。

更实举措推进两岸融合。打造共建共享的第一家园，
完善台湾同胞在闽就业、就医、住房、养老服务、社会救助
等制度保障，带动更多台湾同胞以融合发展为共同责任，
不分你我同出力。

更优环境支持企业发展。组织实施《福建省营商环境
建设规划（2024—2029年）》，让各类企业沐浴在阳光雨露
中，近悦远来，茁壮成长。建立服务企业“四通四到”机制，
畅通联系渠道不叫不到、沟通解决问题随叫随到、疏通政
策传导说到做到、打通部门壁垒服务周到。

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壮大汽
车、家电、家装厨卫等大宗消费，助力福茶、福酒、
闽菜等“福品”消费。发展新型消费，创新多元化
消费场景，完善健康、养老、托幼、家政、数字等服
务消费支持政策，积极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
培育新型融合消费业态，支持鼓励网络消费。

全力以赴扩大投资。建成福莆宁F1线、福州
地铁 4号线后通段、沙南高速等。推进漳汕高铁、
福州机场二期、厦门新机场、福莆宁F2和F3线、厦
门港翔安 1—5号泊位等建设。开建温福高铁、厦
漳泉R1线、福州地铁6号线西延线、沈海高速漳诏
扩容工程等。

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一体发展现代
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抓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结合大规模设备更新，积
极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滚
动实施1500个以上省重点技改项目，促进大企业
自主转、中小企业加快转，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字
化企业占比保持全国前列。巩固新能源汽车、电
动船舶等全产业链优势，积极发展电动飞机等新
能源航空器；积极培育氢能、新型电池、未来显示、
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建好福州、厦门、泉
州 3个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建设未来产业
先导区。

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种业振
兴，粮食储备规模达 500万吨。打造 45个林下经
济重点县，培育“一村一品”专业村 2000个以上。
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设施农业，新建一批农产
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

着力优机制、促融合、强赋能，加快建设科技
强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数字化
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

突出企业主体，健全科技领军企业成长加速
机制，深入实施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两
提升”行动，培育“独角兽”“瞪羚”企业330家以上，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5万家。深入实施海洋
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建好并力争重组入列更
多全国重点实验室。推动出台《福建省知识产权
保护与促进条例》，用好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和
转化尽职免责等机制。

N海都记者 林涓 陈逸之 罗丹凌 马俊杰

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0%~5.5%，根据实际情
况争取更好的结果。紧扣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奋
勇争先，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力落实宏观政策，持续扩大内需，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
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争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排头兵，以新福建建设新成效充分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未来。

跑出科技创新加速度
塑造发展新动能

大力推动转型升级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畅通经济循环
增强内生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增进百姓福祉
创造高品质生活

提升文化影响力
展示福建新形象

巩固绿水青山优势
厚植金山银山潜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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