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告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16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21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30 印完时间：3∶20 本报印刷厂印刷

打造县域发展升级版新惠安打造县域发展升级版新惠安
福厦高铁惠安站连接线顺利通车，福厦高铁惠安站春节前

投入使用，惠东快速通道建成通车；投入 1.68 亿元完成林辋溪

26.27 公里整治和两岸 16 公里绿化，惠安县城污水处理厂二

期、惠西污水处理厂建成投入使用；投入 9337 万元新、改、扩建

16 所中小学及公办幼儿园，建成保障性安居工程 1486 套，改

造石结构危旧房 304 万平方米；崇武国家海洋公园获国家海洋

局批准建立，泉惠石化园区获批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数字彰显发展底气。2014 年，福建省惠安县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495.11 亿元，完成公共财政总收入 70.58 亿元。得天独

厚的港口码头、岸线腹地，以及日益发达的交通脉络、持续不

断的文化自新、与日提升的城市品位，惠安“大开发、大建设、

大发展”的势头强劲。赶超跨越正当其时。过去的一年，惠安

县以“项目落实年”、“群众工作年”、“文化提升年”为抓手，全

力打造产业层次更高、内生动力更强、生态环境更美、百姓生

活更优的升级版新惠安，挑起泉州新一轮发展增长极的重任。

项目落实年：演绎产业竞相发展好景象

发展，离不开项目支撑。在“项目落实年”里，惠安县坚持

以项目为抓手，着力推动一批有潜力、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

强的项目投建投产。130 个在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10.47 亿

元， 46 个累计在建工业项目完成投资 29.63 亿元，192 家企业

完成技改投资 70 亿元，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18.38 亿元、

增长 33.1%。

放眼惠安，传统产业发出新芽，雕艺建筑融合发展。就在

不久前，惠安县雕刻艺术产业长远发展规划新鲜出炉，规划大

手笔地提出打造国际大师创作基地、国际雕刻公园、雕艺拍卖

中心及传习中心等，彰显着惠安迈向“世界石雕之都”的勃勃

雄心。雕艺产业与建筑业的融合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惠安县

鼓励石雕企业进入建筑领域，积极申报园林古建、建筑幕墙、

装饰工程等施工专业系列资质，目前全县具有园林古建、幕墙

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的企业 39 家。

新兴产业拓出坦途，文创石化势头正劲。眼下，雕艺文化

创意产业园，首期 680 亩玉雕基地已全面启动建设，入驻玉雕

项目 46 个；建明玉石城投入试运营，从此填补了玉石专业市场

空白。在上个月举行的泉惠石化工业区项目招商签约活动上，

惠安县引进项目 34 个、总投资 923.25 亿元，其中超百亿项目 2

个，超十亿项目 14 个。随着这一批项目的推进落地，惠安临港

工业即将发挥实质性支撑作用。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产业链招

商，一系列有关于此的产业布局正在铺开。

发展之船需要改革创新的强大引擎。2014 年 3 月，惠安县

下发《2014 年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方案》，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行政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城镇化体制机制等十大领域深化

改革。而《惠安县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意见》更是涉及 10 个方面

52 项改革事项。2013 年以来，抢抓“金改”、“综改”机遇，惠安

共帮助 80 多家企业争取省市专项补助，引进交通银行、泉州农

商银行、中信银行、中成村镇银行入驻开业，加快小额贷款公

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筹建步伐。

一轮轮产业转型升级，一个个商圈悄然形成。致力打造泉

州北翼新城，惠安城市开发的步伐大幅迈开：加快推进“四大

片区”100 万平方米安置房及配套设施建设；总投资 33.7 亿元

嘉惠、黄塘等片区城建项目全面启动；达利商业综合体正式运

营；建筑业发展中心竣工开业，闽南建筑、归真堂等企业总部

落地⋯⋯

群众工作年：奏响为民务实清廉主旋律

一场场荡涤心灵的深入学习，一遍遍触及灵魂的扪心自问，

一次次真诚主动的开门纳谏，一个个立说立行的生动实践⋯⋯今

年以来，惠安县 1095 个基层党组织、26942 名党员积极投身第二

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活动中，惠安县从地域传统民风入手，确定“惠女精神永传

承、勤政为民我先行”为全县教育实践活动载体，创设“五走五促

五满意”（“五走”：走农村、走社区、走项目、走企业、走生产一线；

“五促”：促作风转变、促小康建设、促团结和谐、促生态优化、促科

学发展；“五满意”：基层满意、群众满意、党员满意、服务对象满

意、社会满意）等一系列“自选动作”。通过进田间、入农舍、访工

厂，党员干部们掌握了企业和群众最盼最需、最怨最急的一手“民

情档案”。为解决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具体问题，惠安县提出了

“16+9”整改项目，即 16 件为民实事、9 项作风建设机制，确定了

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边学边改项目 29 个、边查边改项目

45 个。同时，通过暗访抽查、每月一督、阶

段汇报等，发扬“钉钉子”精神，狠抓“四风”

突出问题的整改落实。5 个专项行动、5 个

专项清理、20 个专项整治项目扎实推进并

取得初步成效。

放眼全县，从田间地头到企业厂房，再

到办事大厅，服务为民的主旋律奏响惠安

大地。交通部门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公交

候车亭残破、脏乱问题，提升改造县城区域

内 68 座公交停靠站，方便群众出行；国土

部门减免地籍档案查询费用，单位每宗次

证明费由 400 元减为 100 元，个人每宗次

证明费由 50 元减少为 20 元，减免孤老残

疾户、低保户、重特大疾病、二女户等对象

的查询费用；公用事业部门实施溪滨公园

整治，截流改造西苑路桥头等 5 处污水排

放点、铺设引水工程管道 10 公里、清理淤

泥 3.3万立方米，定期放水冲洗⋯⋯一个个便民举措、一件件为民

实事，不断落到实处。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群众感受

到实惠。

涤作风之弊、祛行为之垢、立为民之制，教育实践活动在惠安

大地汇聚起为民务实清廉的正能量，为建设升级版新惠安注入了

强大动力，为惠安赶超发展凝聚起强大的正能量。

文化提升年：展示特色文化品牌新魅力

木偶新剧《惠安女抗倭》登上首届中国（南充）亚太地区国际

木偶艺术周，并获得优秀剧目奖（银奖）；成立惠安县文化产业协

会，首批会员单位 88 个，涵盖雕艺、建筑等多个行业类别；举办首

届“薯花文艺奖”颁奖活动，奖励 120 位艺术家的 196 件文艺精

品，奖金总额高达 47 万多元；崇武镇、螺城镇分别通过省级、市级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示范镇评估验收⋯⋯对接泉州“东亚文化之

都”建设，惠安县将 2014 年确定为“文化提升年”，以城市品牌标

识推广为抓手，重点实施现代文明提升、文化精品、文化惠民、文

化产业提升、文化人才引进培养、城市品牌标识推广应用、文化传

播等 7大工程 111个项目，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全力打造“文都”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

在“文化提升年”里，惠安县加快推进一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建设，充分利用县城优质存量资源进行改造，推动县群艺馆和县高

甲戏、掌中木偶戏两个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建设，启动“中国书法之

乡”创建工作，加大农家书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点、灯光篮球场、

激情广场的开放力度。去年底，惠安县围绕“乡土民风、一村一品”

主题，启动农村群众文化“一村一品”创建活动，培育 21 个特色典

型“文化示范村”；而与此相呼应，文化三下乡活动、“芳草之夏”戏

剧展演、高甲戏和掌中木偶戏公益性文化演出、崇武“海峡两岸公

开海域游泳锦标赛”和“象棋公开赛”，以及书法、美术、摄影、曲艺、

体育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正开展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为打响惠安雕艺文化品牌，惠安县积极申报“世界石雕之

都”。在 2013 年荣获中国雕刻艺术传承基地和命名首批 17 家大

师文化企业基础上，2014年又命名了 8个中国雕艺传承基地示范

点和第二批 14 家大师文化企业；与此同时，鼎立、国明、日晟、天

地景观、丰盈、无匠堂、海丝缘等一大批雕艺艺术馆、创意馆、工作

室群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崛起，惠安雕艺产业正向“大师文化经济”

方向蓬勃发展。

在特色文化传承方面不遗余力，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来惠开

展惠安女服饰功能性研发及传承研讨，引导扶持小岞、净峰惠

安女服饰进行功能性改良尝试，推出“贴贝”惠安女服饰品

牌，初步形成服饰、配饰系列产品；拨付 18 万元扶持惠女民俗

风情园和小岞惠安女民俗创作基地建设，鼓励惠女风情写生基

地、惠安女艺术创作基地等盘活传统文化资源，打响惠女文化

品牌。

而如火如荼的城市品牌形象推广活动，更是点燃惠安人宣传

家乡文化的激情。我画惠安城市品牌、我写惠安城市品牌⋯⋯一

场场以惠安城市品牌标识推广为载体的活动正在“接力”，城市品

牌标识正被广泛运用到招商、旅游、经济合作、企业宣传、会展等

各类活动中。

政府撬动、民间互动，惠安振兴产业、做强文化的深谋远虑

化作绚丽生动的文化画卷正铺展开来。

福厦高铁惠安站连接线顺利通车，惠安高铁

站春节前投入使用

福厦高铁惠安站连接线顺利通车福厦高铁惠安站连接线顺利通车，，惠安高铁惠安高铁

站春节前投入使用站春节前投入使用

惠安书法历史悠久惠安书法历史悠久，，书法人才辈出书法人才辈出，，惠安县目前正在惠安县目前正在

申请创建申请创建““中国书法之乡中国书法之乡””

惠安命名惠安命名 3131 家雕艺大师文化企业家雕艺大师文化企业，，大师经济引领惠安雕艺产业转型提升大师经济引领惠安雕艺产业转型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