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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位于翔

安区体育会展新城片区，由展览

中心、会议中心等组成，是迄今

为止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专业展

览会议中心。活动第一站，采访

团走进这里，先后走访了一号

馆、IOC智慧运营中心等，感受

翔安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

记者了解到，数智化建设是

厦门国际博览中心的一大特

色。项目聚焦整体架构、智能生

态、业务场景树状层级，依托华

为集成平台，运用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数

字化技术，着重打造能够支撑服

务、运营、管理三项要素的数字

能力，实现厦门国博中心安全可

控、体验至简、成本精益、运营卓

越，构建全联接、全融合、全开放

的“数智场馆”。

据国贸控股集团党委委员、

总经理助理兼国贸会展董事长詹

志东介绍，目前，厦门国际博览中

心已收到多家展会主办方抛来的

橄榄枝，如全国制药装备（机械）

展览会将于今年11月在此举办。

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跨岛发展
“央媒话厦门·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厦门行”集中采访在翔安启动

从高速度发展
到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45年来，厦门经济发

展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地区生产总

值（GDP）在2005年首次突破千亿

元大关，此后在2018年突破了5000

亿元，2022年达到7802.66亿元，比

1978年增长391.69倍，年均增长

14.5%；全市财政总收入由1978年的

1.55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1493.80

亿元，增长1103.3倍，年均增长

17.3%，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

达19.1%；户籍人口人均GDP由

1978年的528元增加到2022年的

27.10万元，增长512.3倍，年均增长

15.2%。这些指标持续在省内乃至

全国同类城市中保持领先水平。

与此同时，社会领域也收获了

累累硕果，多年来厦门先后荣获联

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人

居环境奖、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

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国十大自主

创新城市、中国十大低碳城市、最具

创新力国际会展城市和国家旅游休

闲示范城市等城市荣誉，赢得全国

文明城市“六连冠”。

今年也是翔安建区二十周

年。作为厦门深化改革开放和实施

跨岛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翔安这

个全市最年轻的行政区，已从发展

最滞后的区域，连续多年成为全市

经济增长最快的区。翔安区地区生

产总值从建区时的22.4亿元增长

到2022年的887.14亿元，年均增幅

17.4%，如今更是“最具发展潜力”和

“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入围

“2022年中国工业百强区”，获评“全

国2022高质量发展十佳城区。

晨报记者张雅雯张天莹

昨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央媒话厦门·中国改革开放45

周年厦门行”集中采访在翔安区

启动。此次活动结合改革开放

45周年，以跨岛发展为主题，来

自中央、省市以及境外等20多

家主要新闻媒体近40名记者深

入一线边走边采、边采边报，用

文字、图片、视频等全媒体方式，

展现厦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

效经验，呈现百姓身边的新变化

和新收获。

活动第一天，媒体记者来到

厦门国际博览中心、福厦高铁，

了解厦门市重大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走进翔安马塘村、翔安大

宅社区，体验新农村新风貌，感

受厦门市乡村振兴建设实效。

沿着马塘村牌坊往前走，错

落有致的别墅、郁郁葱葱的绿植、

规划有序的道路呈现在眼前。

改革开放前，马塘村交通闭

塞、土地贫瘠，路难行、水奇缺，

人称“瘦马塘”。在马塘村村民

的努力下，这个偏远小山村完成

了从“瘦弱”到“强壮”的蜕变。

如今，马塘村家家户户住上别

墅、开起小车。

“1985年6月，马塘村陈清

水、陈清渊、陈树林等6名青年筹

资几万元创建了当时厦门市同安

县第一家村级仓业——同安县新

圩兴华罐头厂……”“马塘精神”

主题馆内，随着工作人员的讲解，

采访团了解到马塘村是如何在一

群有志青年的带领下，逐步实现

“厦门第一村”的梦想。

进入新时代，马塘村依然在

创新前行。马塘村第一书记陈

清渊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围绕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马塘’

这个课题，通过村企融合发展模

式，继续发展集体经济、提升乡

村治理能力。”

外形如海浪般灵动，内部集

结凤凰木、三角梅等多种厦门特

色元素和最新智能光纤系统及

智能天窗……活动第二站，采访

团走进厦门北站，了解福厦高铁

建设情况。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采访团一行先后深入厦门北

站新站房的进站广厅、候车大

厅、换乘中心。

据了解，福厦高铁是我国首

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铁

路，全长277.42公里，共设福州

南、福清西、莆田、泉港、泉州东、

泉州南、厦门北、漳州8座车站。

走进厦门北站新站房，只见

站房设计极为考究。外部延续

了旧站房闽南建筑的聚落特点，

两端转折起翘的屋脊与旧站房

的燕尾脊设计响应。站厅内部

设计同样凸显厦门特色元素。

“福厦高铁开通运营后，将

串连起福州、厦门‘一小时生活

圈’和厦漳泉‘半小时交通圈’，

形成一条黄金旅游带，进一步促

进福建沿海城市群快速发展。

乘客将迎来‘坐着高铁看大海’

的全新体验。”中铁四局福厦8

标常务副经理梁水和说。

厦门国际博览中心：

感受新城的高速发展

福厦高铁：

见证跨越山海的速度奇迹

马塘村：

探秘传奇山村的蜕变之路

昨日的最后一站，采访团一

行来到翔安香山脚下的大宅社

区。当日，采访团先后探访了台

湾火龙果园、两岸火龙果育苗基

地、厢语民宿一期，还品尝了火

龙果冰棒。

据介绍，大宅社区拥有全省

最大的火龙果生产基地，种植面

积达1400亩，年产值超4000万

元。近年来大宅社区探索出“党

建引领共富、一二三产共融、两

岸产业共建、多元力量共促，专

注一颗火龙果”的“四共一专”治

理模式，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

平，先后荣膺“全省先进基层党

组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翔安区五星级社区”“党建富民

强村示范基地”“市级休闲农业

示范点”“三星级旅游村”等荣誉

称号。

如今，大宅社区不断探索农

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和

新路径，不仅研发了新的火龙果

品种，还对火龙果进行深加工，

生产了果干、果酒等衍生产品，

逐步拓宽致富门路。

大宅社区：

了解“火龙果之乡”的致富经

如今马塘村被誉为“厦门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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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是目前我省最大的专业展览会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