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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烈日，宁川大地澎湃着崛起的激情，跳跃着赶超
的音符。鸟瞰宁德市蕉城区，山川沃野像一块块玲珑剔透
的翡翠，河道交错如一条条碧绿轻盈的缎带，每一寸土地
都彰显着魅力的光华、实力的底蕴、活力的风姿。当下，蕉
城区正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力建设“五高五美”（即
高质量发展，彰显实力之美；高水平建设，雕琢城乡之美；
高颜值生态，共享自然之美；高品质生活，成就幸福之美；
高效能治理，呵护和谐之美）现代化的新蕉城。

夯实跨越赶超基石
连日来，位于蕉城区漳湾镇的奥佳华智能按摩椅项目

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该项目是 2024 年度省数字经
济重点项目，总投资高达 3.2 亿元，建筑面积约 8.6 万平方
米，是一座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智能按摩椅
产业基地。

在蕉城区漳湾镇宁德思客琦智能装备制造二期项目
建设现场，工程车、挖掘机来回穿梭，地基开挖、土地平整、
渣土清理等工作有序进行。该项目总投资约为 20 亿元，建
成后产能将比原来增加 5倍以上。

站在宁德镜台山上往北瞭望，能看见一座数万人聚集
的新能源小镇。在宁德时代生产车间，1 秒钟生产 1 个电
芯，2分半钟生产 1个电池包，缺陷率仅为十亿分之一。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落户宁德以来，宁
德时代在电池安全性、电池性能、极限制造等技术领域持
续创新，实现多项突破。近日，由宁德时代牵头的科研项目

《面向大规模产业化的动力电池研发与制造关键技术》荣
获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俯瞰宁德锂电新能源车里湾基地，一座规模宏伟的产
业园区映入眼帘。该项目在一片不起眼的滩涂地上，从打
下第一桩开始，到提前实现投产目标，仅历时 16 个月，继
上汽宁德基地项目之后，再次创造了“宁德速度”。该项目
年产值达 400亿元。

近年来，蕉城全区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
化拓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域推进产
业发展，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今天的宁川大地，以锂电新能
源、新能源汽车、铜材料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强
劲，去年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产值 3003亿元，增长 10%。

短短几年间，蕉城为何能抱回一个又一个“金娃娃”？
蕉城区着力营造优质的发展环境，全体工作人员都成

了“贴身服务员”，包括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一网通
办”、“打响‘蕉立办、您放心’特色品牌”等多个综合改革项
目，实现“当年引进、当年谈判签约、当年要素保障到位、当
年动工建设”“四同步”的“宁德服务”。同时，还通过在上
汽、新能源等园区设立“蕉立办、您放心”政务服务工作站，
为培育“金娃娃”厚植沃土。

2023 年蕉城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340.1 亿元，同比
增长 10.4%，总量位居全省 83 个县（市、区）第 8 名，增速位
居全省市辖区第 1 名，人均GDP 首次突破 20 万元大关，蝉
联全国百强区、全国创新百强区、全省城市发展十优区等。

建设宜居生态蕉城
乘船穿行于碧波荡漾的三都澳海域，彩色新型塑胶渔

排连片，鹭鸟结对在天空翱翔。与眼前这般海清水净的海
上田园风光不同，曾经的三都澳不仅海面脏乱、水质污浊，
且渔业病害频发、水产品质量下降。

2018年，蕉城区决心守护蓝色“粮仓”，在三都澳海域推
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工作，立足“全面清”，聚焦“规范养”，突
出“长效管”，打出“组合拳”，探索走出了一条依法用海、规范
养殖、多方共赢的改革之路，清退渔排28.19万口、贝藻类6.2
万亩，清理海漂垃圾60996.47吨、泡沫浮球223万个。

从小网箱改为深水大网箱养殖后，单个网箱产量达 8
万斤以上，提升近 40 倍。2023 年全区大黄鱼养殖产量 6.51
万吨，产值 25.52 亿元，产销量占全国 80%以上，全产业链
总产值达 110亿元。

驱车沿霍童溪前行，来到九都镇云气村，漫步在“云气
诗滩”上，透过遗存在溪畔、镌刻有诗文的青石，诗滩的前
世与今生一一浮现眼前。

“这里的自然风光太美了，竹林茂密、桐花盛开、榕树
参天，霍童溪里的水清到捧起来就可以喝，是我之前很少
见过的，这就是为诗而生的地方。”山东诗人李晓梅驻足霍
童溪畔多次拍照留念，文思泉涌，随即创作一首《石与诗》
与诗人朋友交流感受。

村因水而强，民因水而富。生态红利的示范和村级产
业的壮大，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村民陈休喜在靠村口临
街的自家房屋开起“水韵农家乐”。绿色瓜果蔬、田园景、可
口农家菜……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就餐。她也实现家门口
创业，从“生态银行”中支取一笔又一笔“利息”。

走进霍童溪畔的赤溪镇，只见宁德天山茶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主体工程已经落成，部分茶企正在入园。这个省

重点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15 亩，国有资本投资 1.75 亿元，
拉动社会资本投资 2 亿元，将形成一个集茶叶科研、加工、
交易、展示、观光、品牌培育、文化创意等功能于一体的茶
叶交易集散中心和综合市场。

好山好水出好茶。这个古称“雁乐里”的镇子现有茶园
2.3 万亩，茶叶年产值超过 2 亿元。种好生态茶，吃好生态
饭。绿色发展这把金钥匙正在打开群众致富增收的大门。

霍童溪是我省“五江三溪”之一。为统筹好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近年来，蕉城区用生态之美引
领发展之变，积极探索“水韵+文化”“水韵+产业”等新业
态。2022 年，霍童溪入选全国首批 9个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蕉城区以霍童溪为轴线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化生态优势
为经济优势，让水韵成为流域村强民富的底蕴，让更多的
霍童溪沿线乡村变成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促进山海比翼齐飞
炎热夏夜，晚风徐徐。蕉城区城南镇金蛇头村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游客码头上 20 多个汽车摊位有序排开，盏
盏小灯交织，一派新晋潮流集市景象。年轻摊主将汽车后
备厢分主题乔装打扮，文艺范十足，展现出蕉城年轻一代
对生活的向往及热爱。

“入夏以来，人一下子多了，特别是一到周末，来金蛇
头吃海鲜的人特别多。”美食店老板何安舜说。作为一个地
道的金蛇头人，他与妻子过去以渔业为生并长期手工制作
大黄鱼干。乡村振兴为金蛇头引来大批客流，他便借此机
会在岸边开起了餐馆，而他的大黄鱼干也成了每桌顾客的
必点菜。

近年来，金蛇头村利用其内通外达的地理条件，通过对
美食业态、夜景灯光、景观小品、露营打卡点等文旅融合建
设的重新布局及特色产业展馆的建设，有机融合“数字经
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发展理念，打造宁德中
心城区渔村乡村振兴样板。

走进八都镇猴盾村，极具
畲 族 特 色 的 民
房 沿 着 道 路 两
旁而建。猴盾村
有着 400 多年的
历史，在传承弘
扬 畲 族 文 化 的
同时，坚持以文
化 资 源 禀 赋 为
依托，大力推动
文化、产业深度
融合，持续推进
畲 村 村 强 民 富
项目，助力乡村
振兴。

近年来，猴
盾 村 通 过 村 党
支部领办、党建
共 建 等 多 种 形
式 ，推 动 茶 叶 、
脐 橙 等 品 种 改
良 提 质 ，建 设
1500 亩无公害、
高标准的平湖茶园，种植 700 余亩脐橙，引
进制茶加工厂 1 家，年产值 300 万元。同时，
依托生态茶园优势和畲族特色文化，建设环
山观光车道，打造农家乐、民宿等，不断丰富
业态，吸引游客前来旅游观光，进一步促进
文旅融合发展。

立足山海特色，念好“山海经”。蕉城区坚
持城市升级与乡村振兴齐头并进，全面落实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山海协
作，有效缩小城乡差距，提高整体发展水平。

蕉城区深入开展“四下基层贴民心、感恩
奋进建新功”实践活动，集中财力办好为民办
实事项目：城澳学校新校区，蕉城七小，第一、
第二实验学校扩建等项目建成投用，新增学
位 6570 个，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0%，公
办园占比达 50%；蕉北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
房完成搬迁，人民医院扩容、洋中卫生院门
诊楼重建，成功创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新增孝老食堂 60个、幸福院 10所……
一项项惠民举措行之有效、一桩桩民生实事
落地落实，托起蕉城群众稳稳的幸福。

从乡镇到城区，从生产到生活，如今的
蕉城，城市宜学、宜业、宜居，乡村风光旖
旎、生态底色亮丽，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不
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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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童溪上泛舟。（蕉城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蕉城区城澳学校 （蕉城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八都镇猴盾万亩有机茶园 （蕉城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宁德城区一隅 （蕉城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