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何阳拳，“创新”进校园。 李 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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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东方，叩启天穹。
漫天朝霞中，云洞岩下，九龙江畔，一座青春之城、一座融合之

城、一座产业与美丽共荣之城、一座有情怀有温度的品质之城，正盛
装崛起。

这座城叫龙文，犹记 25 年前，它“呱呱坠地”，是福建面积最小的区
县之一。人们在这里启程、跋涉、奋斗、逐梦、落脚，上下同心，勠力共创。

“以小谋大”，数字标注它成长的年轮。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87
亿元，是 1997 年的 48 倍，年均增长 12.3%，预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总收
入 20.8 亿元，是 1997 年的 61 倍，年均增长 18.8%，经济总量稳居全市前
列……

25 载接力拼搏，托举着龙文，站上新起点，面对全方位推进高质量
发展超越的时代大潮，它将如何续写“青春华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前进
方向！”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
扛起“龙文担当”，匠心“龙文出品”，走出“龙文特色”，探索“龙文

经验”，明确发展主题，聚焦发展质量，30 万龙文人，迎着曙光，追梦再
出发！

(一)
回首，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是龙文最亮丽的青春底色。

龙文从哪里来？
时间的指针拨回 1996年那个火热的夏天，图画起笔——
1996年 5月 31日，国务院同意福建省设立漳州市龙文区，在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龙文区应运而生！
1997年 1月 1日，在新年雄浑激越的钟声里，龙文区正式成立，开启

了二十五载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担负起了时代发展的重任。
“草创”的时代亦是“万事开头难”的年代。
彼时的龙文“家底单薄”，人口总数不足 12 万，农业人口占到了

95%，有人戏称为“农民区”；
彼时的龙文“筋骨不强”，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工业零零碎碎，经

济实力处于全市末位；
彼时的龙文“难言秀美”，城市基础设施几乎空白，只有一条经过改

造的 324国道……
然而，奋斗者自有奋斗者情怀。
向前，创业者们信心如磐！“两年打基础、三年迈大步、五年成规

模”，启动“城市骨架”“经济振兴”“重点形象”三大工程！
奉献，创业者们无私坚守！各大班子等租借区工商银行空余楼层挤

在一起办公，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房中办公，“地当床、书为枕”成了常态，
把心思用在事业上，把精力放在抓落实中成了共识。

为民，创业者们始终践行。建区第二年，硬是从“牙缝中”挤出资金
上马引水工程，提高新农合人均标准、把最好的地方建安置房……

奋斗未有穷期，行者永无止步。
一棒接着一棒拼，一代接着一代干。步入新世纪，蓝田工业区、龙文

工业区整合成立福建漳州蓝田经济开发区，成为漳州第一个省级经济
开发区、龙文工业发展的“主战场”，全区培育了大闽食品等 183 家规模
工业企业，打造了食品饮料、家居日化两大百亿产业集群；

雷勃、矢崎、百威雪津、ADM 等一批产业项目“接踵而来”，碧湖城
市广场、闽南水乡等城市繁华地标不断“拔地而起”，碧湖、宝龙等商圈，
万达、融信等总部经济形成规模，都市经济“拔节生长”，汽车销售量、快
递收派件量全市第一；

拆迁面积上百万平方米的碧湖生态园“玉汝于成”，迅速形成“碧湖
效应”，郊野公园“串珠成线”，开创国内“都市郊野”概念先河，湘桥湖、
上美湖等“串串湖”串起“串串福”，九十九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美景

“打包呈现”，实现了“一湖”到“一城”的完美进阶……
跋山涉水，溯源龙文“城”长脉络，清晰可见城市发展螺旋式上升嬗

变，实现了从“存在感不强”的“郊区”，到“崭露头角”的新区，再到“C 位
瞩目”的漳州城市核心区的美丽蝶变。

12月 30日，龙文区以一场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致敬走过的 25年，
站在新的起点，眺望未来。

(二)
当下，争当首位、争创一流，是龙文最鲜明的导向和城市

品格。

龙文在哪里？
立足新发展阶段，审视自身，进一步找准自己的定位：
翻开地图，龙文双拥九龙江西溪北溪，滨江资源优势突出，穿城而

过、主港 14.45公里的九十九湾，是漳州流域最广的内河，自古就是漳州
通江达海的重要通道。区内“十横十纵”骨干路网，厦漳泉 1 小时通勤圈
内，紧盯厦漳泉城际铁路 R1线规划走向，区位价值和潜力不言而喻。

把握大势，2021 年，早春二月，国务院和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漳州
成立龙海区、长泰区，漳州市城区面积从 398 平方公里扩展为 2417 平方
公里。乘着这股春风，龙文赫然成为漳州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

随着漳州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全面开启，龙文更是作为通江
达海、江城互动、优势互补的组团型城市空间格局的“核心”，站在了城

市能级跃升与“市区一体、共同发展”建设的历史交汇点，处在增强作为
中心城区“内核”硬度的关键期，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期。

树立“拥江而立”的自信、提升“向海而兴”的格局，主动融入闽东
南、闽西南协同发展区，主动站位厦漳泉都市圈，广大干部群众期盼高
质量发展的愿望强烈，干事创业的热情高涨，争当发展首位、争创工作
一流氛围浓厚。

“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打造产城人深
度融合发展的滨江产业新城、富美中心城区，更大的画卷在龙文铺展开
来——

把城规划好，构建未来行政中心和科技产业中心、西溪北溪经济发
展轴、九十九湾生态文旅产业带“两心、两轴、一带”，做精“龙江新城”及
北溪新城“一江两岸”综合发展规划和城市设计，提升云洞岩风景名胜
区、蓝田开发区总体规划。科学布局，力争未来五年建成区面积扩大到
34平方公里以上。

把城建设好，精雕细琢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推进建元、
新社、东屿等“十大片区”开发，实施项目 200 个，总投资 1261 亿元；构建

“一山、一水、一园”生态人文旅游的总体格局。
把城管理好，把全生命周期理念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深入创建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试验区。全域推进城市治理“五个化”，全面创建生活
垃圾示范区；深化智慧平台应用，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多元化、精细化
水平，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感互动”。

把城运营好，加快建设现代化都市产业体系，坚持把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稳一产、进二产、优三产”，做大做强高端食品饮料、精密电
子装备、新型消费电子和现代金融等都市产业；结合乡村振兴，实施“一
村一品”，发展城市近郊游，实现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产城人深度融合。

紧扣高质量发展，促“黄金地”产“黄金效益”，力争未来五年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 500 亿元。力争到 2025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突破
25%，亩均税收达到 20万元以上。

聚深化改革之力，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高标准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秒批秒办”“免申即享”，为企业提供“妈妈式”服务，不叫不
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力争营商环境水平进入全省前列。

(三)
向前，民生至上、向暖而行，是龙文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刻

度。

龙文往哪里去？
一切的信念植根于人，一切的力量来源于人，一切的辉煌也面向于人。
龙文之“实”，让这座城市每个人走过的每一步，都烙印着“拼搏”二

字；龙文之“暖”，足够包容所有的希望与愿景，为每一个人梦想的实现
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支撑。

在这里，蒋艾青将大闽食品打造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茶提取物和全
球第三大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商，“目前二厂正快马加鞭建设，投产后，
大闽年纳税额将超亿元”；邵跃明完成了“让瑞士为漳州钟表代工”的

“反转剧”，助力漳州指针式石英钟机芯产量占全球的 65%以上，部分钟
表零配件全球占有率达 90%，成品钟占全球 30%左右的份额；杨滨平正
筹备跨境电商孵化园“满场开园”，“期待漳州首个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学
院‘开学’”，科技产业园，跨境电商产业园和数字经济产业园“三园一
体”发展，龙文数字经济风起云涌，“买世界、卖全球”底气更足了；

在这里，台中人张素慧跨海奔赴,为“新生”而来，用专业助力产业发
展，打造两岸母婴交流平台；云林人林颖穗为“时间”而来，以观光工厂
设计师的身份，参与漳州百年钟表业接轨工业旅游；台商谢孝杰信心倍
增，他说，在龙文，简直是“福地”创业又遇“贵人”，公司发展 1 年就成长
为规上企业，业绩蹭蹭涨，产值破亿元；

在这里，省级小学名校长工作室领衔人张锦毅，人才引进到龙文，
“现在关注龙文教育‘有没有’的少了，聚焦‘优不优’的多了，要为教育
强区出分力”；个体户杨建南，做馒头也要“蒸”口气，竟将“郭坑馒头”打
出名气，他深知，他的“出名”和乡村振兴息息相关；安置户陈阿松搬进
新家，一脸得意，“咱鸿浦豪园小区，那是黄金地段，多面环水，风水好
呢，听说之前有不少开发商想拿这块地，都被拒绝了，让我们就近安置，
还配有小学和幼儿园。”……

在这里，更多的“新龙文人”扎下根、定下心、安下家。根据统计数
据，十年间，龙文区常住人口新增 13.4万人，增长 80.27%。

既要高楼大厦，又要背街小巷，有情怀有温度的品质之城，是怎样
炼成的？

从民意出发，以民生落脚，龙文，始终用心作答为民“考卷”。
这是一份诚意满满的答卷，“治国有常，利民为本”。龙文以政府的

紧日子换取人民群众的好日子，坚持每年把新增财力的 70%以上投向民
生，建区以来，已建成投用 35 所学校、各级各类卫生服务机构 50 个、养
老服务场所 68个，教育、医疗、养老等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一份新意迭出的答卷，创新铸魂，温暖民生。创设社区“智慧芳
邻”智能 APP，“近邻”党建全面开花，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率先建
立漳州首个街道层级的智慧城市治理中心、首个智慧物业服务平台
……从党建引领到社会治理，一个个细节创新聚沙成塔，汇聚成一往无
前的龙文力量。

坚持“以百姓心为心”，按照未来 10年龙文城市人口达 50万的规模，
龙文将继续围绕“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养”十件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
生实事，实施一批上级有政策、现实有短板、群众有需求的项目，重点推进
30个学校项目等一批民生项目，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让高质量发展与增进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高质量’意味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也意味着必须付出更加艰苦
的努力。”

“核心区的名号不是说来的，也不是等来的，而是要靠实际行动争
来的。”

“一天当做两天用、两步并作一步走。”“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
也是晚。”……

行而不辍，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开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攻
坚年”活动和“七比一看”竞赛，实施“七项攻坚”，争当首位、争创一流，
龙文，正将高质量发展蓝图，铺展于努力的每一天。

未来可期，祝福“咱厝”龙文！致敬每一位前行的奋斗者！奋进的龙
文充满希望，奋斗的我们永远年轻。

（二）

正当青春正当青春 续写续写华华章章

龙文龙文：：高质量发展画卷高质量发展画卷渐次开渐次开
■杨志慧

雷勃动力传动公司生产车间
李 杰 摄

海丝钟表博物馆是福建省内唯一一座以钟表文化为主
题的博物馆，目前已升级为 3A级旅游景区。陈秀容 摄

百威雪津(漳州)啤酒公司项目总设计产能 100万吨
蔡旭海 摄

建设中的漳州市新行政服务中心位于龙文，是福建省单体最大的行政服务中心。 李 杰 摄

台企国峰精机在龙文耕耘 21年，是针织大圆机产品
生产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赖 杰 摄漳州跨境电商孵化园 李 杰 摄

群众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运动 （资料图片）

作为福建省引进的台湾高层次人
才，张素慧来到龙文工作生活，参与月子
中心运营。 （资料图片）

碧湖城市广场夜景碧湖城市广场夜景 李李 杰杰 摄摄

在闽南水乡在闽南水乡，，可以感受古老与现可以感受古老与现
代交融的龙文城市魅力代交融的龙文城市魅力。。 李李 杰杰 摄摄

浦头港滨水景观长廊浦头港滨水景观长廊
赖赖 杰杰 摄摄

科技产业园规划图，符合条件的入园企业可租、可买、可定制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