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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十五届海峡

论坛大会 6 月 17 日在厦门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

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并致辞。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海峡论坛，专

门发来贺信，阐明了“国家

好，民族好，两岸同胞才会

好”的大道至理，宣示了继

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

域融合发展、造福台湾同胞

的政策主张，充分体现了对

广大台湾同胞的深情牵挂

和关心关怀。我们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

在新的起点上把海峡论坛

办得越来越好。

王沪宁表示，两岸关系

发展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人

民，交流合作成果惠及两岸

同胞。我们秉持“两岸一家

亲”理念，始终尊重、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只要是有利

于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有利

于深化彼此理解认同的事，

我们都会用心用情用力去

做，而且一定会做好。希望

两岸同胞乘时乘势，致力民

族复兴伟大事业，共享中国

式现代化广阔机遇。

王沪宁表示，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是维护台海和平

稳定、促进共同发展、造福

两岸同胞、通向民族复兴的

正确道路。“台独”同台海和

平水火不容，必须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

力干涉。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两岸关系才能

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沈跃

跃，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

中央主席苏辉，第十三届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主席李斌，中共中央

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等中央和国家部委领导，省

委书记周祖翼、省长赵龙、

省政协主席滕佳材等省领

导，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

言、新党主席吴成典等来自

台湾各界的嘉宾代表出席

了论坛大会。

周祖翼在致辞中表示，

自 2009 年起，海峡论坛已

成功举办十五届，取得丰硕

成果。两岸民众借助这个平

台，持之以恒深化交流合

作，人越走越亲、情越走越

浓。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和两

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

代，必将为闽台融合发展带

来新机遇、拓展新空间。我

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贺信精神，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的总体方略，恢复扩大线下

交流，继续巩固合作纽带，

不断增进同胞福祉，营造更

加便利便捷的环境，让广大

台胞更好地在福建创业、兴

业、乐业。热忱欢迎广大台

湾同胞参与到福建发展热

潮中来，在加快两岸融合发

展中同心同行、同向发力，

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

更大贡献。

夏立言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国民党将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

持续推进两岸经贸文化交

流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

定，推动两岸重返和平繁荣

的康庄大道。其他台胞代表

作了发言。

崔永辉、黄文辉、杨国

豪、魏克良等厦门市领导也

出席了论坛大会。

大会开始前，王沪宁

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

宾代表并参观海峡论坛十

五年主题展。沈跃跃、苏辉

等参加会见。

在闽期间，王沪宁还参

观福州市“3820”战略工程

实施 30 周年成就展、“共同

家园 共同记忆———闽台关

系档案文献展”，看望在福

州的全国政协委员和福建

省政协机关干部、厦门大学

在校台湾学生，考察台资企

业、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

化街区、厦门市海沧区洪塘

村赤土社、厦门五通客运码

头等。

（新华社记者 福建日报

记者 周琳 厦门日报记者

蔡镇金）

本报讯据海峡导报报

道据厦门市发改委透露，厦

门市130个省重点项目年度

计划投资820.7亿元，1-5月

完成投资 435.8 亿元，超同

期计划投资 71.1 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的53.1%，超序

时进度 11.4 个百分点，投资

完成率排名全省前列。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深

入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多措并

举、科学统筹项目推进，不断

加大项目策划、项目申报、项

目分级协调推进工作力度，

确保项目有序衔接。从各行

业完成情况来看，5月份，省

重点项目产业类项目建设高

效推进，1-5 月实际完成投

资 179.9 亿元，超同期投资

计划 47.3 亿元，完成年度计

划投资的53.1%。

基础设施类项目加速

建设，1-5 月实际完成投资

244.5 亿元，超同期投资计

划 20.3 亿元，完成年度计

划投资的 53.1%。

社会事业类项目稳步

推进，1-5 月实际完成投资

11.5 亿元，超同期计划 3.5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53.3%。

此外，厦门全市目前共

安排 78 个市重大前期项

目，总投资 3913.17 亿元，

1-5 月已推动 21 个项目开

工建设，占比 27%；16 个项

目超计划推进前期工作，占

比 20.5%；其余 41 个项目

有序推进中。 （沈华铃）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营商

环境“优”无止境，厦门营商环境

正式进入 6.0 阶段。《厦门市再创

营商环境新优势助力企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

案》）于 6月经市政府研究同意正

式印发。28 大方面的全新举措为

厦门高质量发展构筑持久强大的

“引力场”，并为全国全省贡献更

多“厦门方案”。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土壤，事关城市核心竞争

力。《行动方案》深入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决策部署，聚焦企业所需

所盼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创新，

积极争创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

点，扎实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创

新，再创厦门经济特区营商环境

新优势。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下，市发改委围绕经营主体的需

求，以改革创新为抓手，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厦门连续三年在国家发

改委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前列。去

年一年，厦门新增商事主体17.2万

户。如今，在厦门，84.7万户商事主

体，如鱼得水、蓬勃壮大。

市场环境时刻在变，在复杂

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在“营商”

中“赢商”，更考验政府对症下

药、精准施策的实操水平。“营

商环境改革已进入下半场。”厦

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厦门大

学中国营商环境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许志端表示，上半场的营

商环境，主要解决土地、劳动

力、资本、技术、数据等五大要

素的共性问题，下半场的较量

则取决于营商环境的定制化、

个性化创新，厦门《行动方案》

在这方面的政策探索持续加

码，新的“打法”将进一步增强

厦门城市发展竞争力。

推进更多个人和企业全生

命周期事项“一件事一次办”；

开展多式联运提单改革试点；持

续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

设，依托数字口岸平台建设，进

一步整合厦门口岸信息化系统

和数据资源，全力打通企业通关

堵点……据介绍，《行动方案》在

巩固前五轮营商环境改革成效

的基础上，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

高水平，坚持将市场主体获得感

作为主要评价标准，从建设竞争

有序的市场环境、营造公平公正

的法治环境、构建高效便捷的政

务环境、巩固提升外循环层级、

着力增强内循环动力等方面推

出了 28 大方面的改革举措，着

力激发市场活力新优势、打造特

区开放新优势、构建全域创新新

优势。

根据《行动方案》，市营商办

印发了任务分解表，将 28 大方

面的改革举措，细化为 126 项任

务。与此同时，厦门市将强化营

商环境全链条创新机制、建立营

商环境指标双牵头机制、构建政

策宣传和精准服务机制、建立市

场主体满意度动态监测机制，助

推营商环境举措落细落实。

（刘艳）

全国最长过海综合管廊隧道
向海底掘进

本报讯据海峡导报报道 6 月 19 日，厦门电力与

清水进岛隧道土建工程海域段盾构顺利始发，标志

着目前全国最长的过海综合管廊隧道正式向海底掘

进。该项目是省、市重点民生工程，由厦门路桥工程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代建，成功克服了在 30 米长工作

井中始发超 100 米盾构机的技术难点，为盾构顺利

始发奠定坚实基础。

厦门电力与清水进岛隧道土建工程起于海沧区

嵩屿电厂，穿越厦门西海域，从第一码头上岸沿厦禾

路前行，终点位于思明区小学路厦禾变电站。线路全

长约 6.2 公里，其中海域段电力与清水管廊隧道长

3078 米，采用盾构法施工。

据厦门路桥工程公司厦门电力与清水进岛隧道

土建工程项目负责人杨泽夷介绍，该工程穿越现状

东渡航道、同益航道、邮轮中心至鼓浪屿航道二期等

多个航道，下穿大屿岛白鹭自然保护区和中华白海

豚自然保护区，海域段穿越的地层种类多，处于凝灰

熔岩、变质砂岩、花岗岩等多种地层交接处，同时存

在多处风化深槽，地质情况极其复杂。隧道进入本岛

后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施工过程中对周边建构筑物

保护及施工精度、施工噪音控制及环境保护要求都

很高。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替代原第三通道过海

220KV高压架空线路，保障岛内居民用电需求，提高

厦门岛内供电可靠性。与此同时，隧道内共廊铺设的

1.6 米直径供水管，可实现日供水 20 万吨，有效缓解

岛内用水压力，满足岛内供水需求，对厦门市城市基

础民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曾宇姗崔晓旭吴露楠）

厦门举办国际跨境电商展览会
本报讯（记者 林硕）6 月 15 日，以“跨境互联·

互通全球”为主题的 2023 中国（厦门）国际跨境电商

展览会（简称“中跨展”）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次展览规模超过 6 万平方米，规划超 2000

个国际标准展位，设置跨境选品展区、跨境平台与

综合服务商展区、跨境进口展区（国际展区）三大

展区。

本届展会范围覆盖跨境电商全产业链，集中

展示全国 50 多个特色产业带、2000 多家优质供

应商。

展会特设“哈萨克斯坦主题馆”，展示来自哈萨

克斯坦的特色商品，举办两国重点合作园区推介会，

助力企业链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同时发挥厦门

“金砖基地”优势，特设“金砖国家特色商品展示区”，

推进“金砖 +”合作走深走实。

王沪宁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致辞

厦门 个省重点项目前五月完成投资 亿元

厦门市侨联组织侨商探寻发展新机遇

黄永玉先生与福建的不解之缘

记海合达创始人

潘允敬王锐夫妇创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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