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厦

门市综合交通规划（2021-2035）》

（以下简称《规划》）近日获得市政

府批复，明确未来十几年厦门市综

合交通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

和主要任务。

《规划》以建成国际综合交通

枢纽及绿色低碳出行典范为总体

战略目标，以“开放交通、一体交

通、高效交通、品质交通”为交通

发展战略，是未来一个时期厦门

市综合交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立足高起点、高标准，《规划》

统筹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等对外

交通设施及城市轨道交通、道路系

统、公交场站等城市交通设施与空

间的协调发展，并通过五维传导体

系，保证各交通设施在综合交通规

划的总体框架下有序实施建设。

《规划》从建设、运营等方面

进行前瞻性展望，如加强城市道

路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利用道路

网智慧化监测系统，评估预测受

台风暴雨等气象因素造成的交通

拥堵、交通滞行等问题。

在公共交通方面，针对“全龄

人群、残障人士、短期商务人口以

及外来旅游人口”等四类人群，《规

划》提出构建包容性交通系统，满

足各类人群出行需求。在设施层

面，推进设施全龄友好改造，如通

过稳静化交通设计、缩小道路宽度

及铺设减速装置等设施，降低行车

速度，方便老龄人口过街。

在推动智慧交通方面，《规

划》以智慧化城市交通发展为切

入点，提出建设城市级智慧交通

管理决策平台及公众出行服务智

慧出行系统，推动公共交通一体

化衔接及智能高效城市停车系统

建设，通过打造全息感知、全局管

控、全程服务的智慧交通，保障市

民出行、停车等日常交通需求。

厦门市综合交通将全面提升

对外交通发展力度、低碳交通转

型强度、城市交通一体化衔接度，

构建“公交 + 慢行”的一体化绿

色交通系统。

厦门市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

交通体系规划全过程，通过多模

式一体化的公共交通服务网络，

加强公共交通与各枢纽节点、城

市中心的衔接。持续构建“安全、

连续、便捷、舒适”的慢行交通系

统，以健康步道、慢跑线、滨海自

行车道为主要内容。

《规划》提出，构建以滨海环岛

步道为“一环”，岛外滨海步道为

“一带”，岛内外山海步道、岛外九

大溪流溪畔步道等为“多走廊”的

“一环一带多走廊”的全市健康步

道新格局。将以慢跑者的需求为出

发点，建设连续舒适、不受干扰、材

质优良、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高

品质慢跑线，对全市慢跑线规划建

设工作提供科学指导。结合城市特

性及发展需求，建设连续性自行车

交通网络，充分满足市民通勤、通

学、购物等日常出行及旅游、健身

等休闲需求。 （袁舒琪）

本报讯 8 月 16 日上

午，厦门市侨联举行简朴的

欢送仪式，欢送厦门市侨界

全体代表赴福州参加福建

省第十一次归侨侨眷代表

大会。

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王雪敏与代表们一一

握手并目送代表们上车。市

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陈俊

泳，党组成员林中英，党组

成员、副主席李骏，党组成

员、副主席、秘书长杜瑞田

等代表参加。

王雪敏对全体代表表示

祝贺，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

成功，希望代表们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

履行好厦门代表的神圣职

责，充分展现厦门侨界的精

神风貌。

代表们也纷纷表示，将

以强烈的使命感和主人翁精

神，集中精力认真参加侨代

会，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侨

务方针政策和侨代会精神，

实事求是反映基层侨界心

声，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

之策，多聚发展之力，切实履

行好侨代会代表的职责，圆

满完成会议各项任务。

据悉，出席本次省侨代

会的厦门代表共有 62 名，分

别来自市直机关，各区、镇

街、村居侨联，高校侨联，华

侨农场侨联，侨商会、青委

会、新侨人才联谊会、归侨联

谊会等直属团体会员单位，

以及创新创业园区、“两新组

织”、归国留学人员中的归侨

侨眷代表和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代表。 （兰云丝）

厦门市侨界代表
赴榕参加福建省第十一次侨代会

厦门新出台综合交通规划岛外将开建多条健康步道

本报讯据福建日报报道 8月

17 日，福建省第十一次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翼，中国

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出席

开幕式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

赵龙，省政协主席滕佳材出席。来

自全省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归

侨侨眷代表，60 个国家闽籍侨

胞、港澳台侨界代表人士和特邀

嘉宾等 800 多人参加会议。

周祖翼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做好侨务工作，习近平总

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

们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前

进方向。福建是全国重点侨乡，广

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与家乡有

着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八闽大

地永远是大家身心停泊的“港

湾”。他希望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始终高举爱国旗帜，胸怀民

族复兴大业，弘扬以陈嘉庚为代

表的华侨精神，积极响应党的号

召，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心

圆梦者。始终心系家乡发展，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投身新福建

建设，献计出力、穿针引线、添砖

加瓦、铺路搭桥，延续善心义举，

积极回馈桑梓，做推进福建高质

量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始终促进

闽台融合，积极搭建更多有利于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

闽台产业深度融合，让两岸同胞

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做祖国统一

大业的坚定拥护者。始终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筑牢文化

根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民

心交融互通，促进中华文化、福建

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做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有力传播者。周祖翼

要求，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

对侨联工作的领导，依法维护侨

界合法权益，为做好侨联工作提

供有力保障。全省各级侨联组织

和广大侨联干部，要更好地凝聚

侨心、汇聚侨智、维护侨益、发挥

侨力，当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的贴心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

万立骏代表中国侨联向大会

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

位代表和全省广大归侨侨眷、海

外侨胞、侨联工作者致以问候。他

说，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侨

联工作，始终关心和支持侨联事

业发展，为打好新时代“侨牌”创

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坚强保障。

近年来，全省各级侨联组织深入

挖掘侨乡文化内涵，深化闽台侨

务交流合作，有力维护侨益，各项

工作成效显著。广大归侨侨眷和

海外闽籍侨胞秉承爱国爱乡、造

福桑梓的优良传统，关心支持家

乡建设，在传播八闽文化、加强闽

港澳交流合作、促进中外友好交

流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

福建省各级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

干部高举旗帜、强化引领，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

务，用心用情做好暖侨心、树信心

工作，增强侨联组织凝聚力、吸引

力、影响力，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和侨联独特优势，在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

章中凝聚侨界力量、彰显侨界担

当、展现侨界作为。

省领导罗东川、张彦、迟耀

云、邢善萍、崔永辉、郭宁宁、吴偕

林、王永礼、黄海昆、周联清、江尔

雄、黄如欣出席。省台联主要负责

同志代表人民团体致辞，海外代

表在开幕式上致辞。

省侨联主席陈式海代表省侨

联第十届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还表彰了福建省侨界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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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目

前，第二十三届投洽会各项筹备

工作进入加速冲刺的关键阶段。

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进

展顺利，已有近 500 个境内外工

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甘肃省、

兰州市将分别以主宾省和明星市

身份亮相投洽会。

创新设置全球合作展区

40 多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机构意向参展
围绕国际双向投资促进，本届

投洽会将举办“丝路海运”国际合

作论坛、“携手央企·对话世界”活

动、世界商业领袖圆桌会议等多

个双边经贸交流活动，为各国之

间开展双向投资搭建公共平台。

投洽会创新设置全球合作展

区，集中展示经贸领域贯彻全球

发展倡议的重要成果和实践案

例，以及“丝路海运”“两国双园”

等发展成果。目前已有 40 多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机构意向参展。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

TAD）、联合国工发组织（U-

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

（WAIPA）、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联合

国国际贸易中心（ITC）等国际机

构的相关负责人将应邀参会。

深耕投资专业领域

将首次发布中国双向投资报告
深耕投资专业领域，大会将发

布中文版《2023 世界投资报告》

《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2023》《中资

企业国别发展报告》等，并将首次

发布《中国双向投资报告 2023》。

大会展览将聚焦智能制造、数字

经济、绿色低碳、新能源新材料、乡

村振兴、运动时尚等国际投资热点产

业，展示产业新蓝海、投资新赛道。

在对接洽谈方面，继续推动展览

展示、项目路演和对接洽谈一体化，

促进项目信息、投资机会在政府、园

区、企业和投资机构间有效对接。

搭建高端平台

唱响全球发展旋律
作为投洽会规格最高、最受

关注的核心品牌，围绕更大力度

吸引和利用外资，2023 国际投资

论坛将举办“投资中国年”主旨

论坛暨福建专场推介，为外资企

业深入了解中国营商环境、及时

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搭建高端平

台。

其中，第二届“鼓浪屿论坛”

将继续在多元文化包容并蓄的

“历史国际社区”鼓浪屿岛上举

办，邀请 98 位中外高层次嘉宾，

共谋开放发展和国际投资新机

遇。

第二十二届世界商业领袖圆

桌会议作为投洽会重要品牌论坛

之一，今年拟以“共促共享海洋产

业发展新动能”为主题，围绕海洋

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等主题

展开研讨，分享创新发展新理念、

新技术、新产品，促进海洋产业的

贸易与投资。 （吴君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