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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时间的刻度往往因
其记载的重大事件而别具意义，发展的高度往
往因其站上机遇“风口”而与众不同。

1993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龙海
县，设立龙海市；

1993年 6月 28日，龙海撤县设市大会举行；
2021年 2月 2日，国务院批复，撤销龙海市，

设立龙海区；
2021 年 4 月 21 日，龙海撤市设区授牌授印

仪式举行。
从“市”到“区”，龙海翻开崭新的一页，一字

之别，却意味新的起点、饱含新的机遇、期盼新
的发展、孕育新的希望，龙海将毅然担负起书写

新篇章的时代使命，我们从不畏远，我们从不惧

难。

①该数据含漳州台商投资区、招商局漳州开发区、漳州高
新区颜厝镇、九湖镇。

这是因为
我们有着独特的资源禀赋——

龙海，地处福建东南部，九龙江下游冲积平
原，东濒台湾海峡，西北南群山环抱，襟海带江、
钟灵毓秀，是改革开放和对台合作的前沿，闽西
南协同发展区和厦漳同城发展核心地带，拥有
131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90万人①。

这是因为
我们有着充足的发展底气——

二十八年来，龙海始终把项目作为培育经
济新增长点的主要抓手，坚持把区位优势转化
为区域优势，把农业优势转化为工业优势，把资
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逐步形成如今“一江滨
两新区”“南太武南溪湾”两大重点区域的“组团
发展、产城融合、城乡一体”格局。

这是因为
我们有着可贵的历史机遇——

撤市设区的龙海，正在成为大漳州“一核、两
湾、三片、四极”区域发展新格局中重要核心组
成，是漳州市中心城区通江达海的重要城市组
团。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交接点时，发展基础之
实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之好前所未有、发展后劲
之足前所未有，龙海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优势、更
有机会推动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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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而今迈步从头越
—写在龙海撤市设区之际

龙海撤市设区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一座
承载着厚重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是一个
充满实力担当、锐意进取的经济强区，是寄托
着“大漳州”未来期冀的一片发展高地！

回望历史，追溯岁月，知往鉴来。
翻阅《龙溪县志》《海澄县志》《龙海县志》

《龙海市志》等史志，可以找到龙海最早的城
市演进——

南朝梁大同六年置县（540 年），以西江有
九龙画戏之异，得名龙溪县。

明朝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析龙溪县
之靖海馆及漳浦县部分地置海澄县，寓“海疆
澄静”意，境域“广八十里，袤五十里”。

1960 年，并“千年龙溪”与“古埠月港”海
澄,各取一字为龙海县，掀开亩产千斤农业大
县的辉煌篇章。

1985年，被国家列入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
1993 年，撤县设市，开启铸造工业强市的

光荣历程。

近几年，连续五年入选全省县域经济实
力十强县（市）、全国工业百强县 (市)，捧回中
国休闲食品名城、国家卫生城市等金字招牌。
一代代龙海人以“敢拼会赢”的精神，以“海纳
百川”的豪情，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艰苦奋
斗，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一张张靓丽名片的取得，不仅仅是本身
资源、区位和产业优势兼备，也是龙海近年来
把握机遇，高位谋划，创新发展，逐渐积累形
成自身一系列独特的发展优势，除了综合实
力优势，三大发展优势已然是共识。

其一，发展产业优势。龙海坚持做大做强
健康食品、装备制造、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
打造以海新、丹夫为龙头的健康食品产业集
群，以金龙客车、正新橡胶、凯傲漳州工厂为
主导的装备制造链条，以漳州 LNG、福能风电
为引领的新能源产业等坚实工业基石，着力
孵化培育泷澄集团、禹澄集团等建筑经济，白
塘湾旅游综合体、鹭凯生态庄园等文体旅经

济，成功推进龙海休闲食品博览会、年货节、
杨梅文化节等会展经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形成独特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龙海竞争力
的一个生动体现。

其二，发展模式优势。回顾近些年发展，
龙海把握住了既符合国家政策，又符合经济
内在发展规律的产城一体发展模式，龙海始
终坚持“组团发展、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
展思路，“一江滨两新区”“南太武南溪湾”两
大重点区域实现了城市功能、产业功能、生态
功能的同步规划建设、同步完善提升，形成了
以城兴业、以产促城、城在景中、产城融合的
城市形态和格局。

其三，发展动能优势。在龙海，产城融合、
一体发展的重点区域组团加速形成，而支撑组团
发展的都是由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构成的巨大引
擎。它们不仅有量的集聚，更有质的内涵。近年来，
着力引进建设金龙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正新橡
胶、漳州 LNG 三大百亿项目，加以凯傲漳州工

厂、协能新能源科技、国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热管理系统项目、特尔福汽车电子研究所等一
批专精特新企业，汇聚起逾千亿产能的产业链
条，投资、要素、创新三轮驱动，形成新的澎湃发
展动能，为龙海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和内源活力。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伟大时代属于驰而
不息的奋斗者。

今日之撤市设区，对龙海提
出了新使命、新要求，龙海将放大
区划调整的乘数效应，持之以恒
做大体量，推动龙海从县域经济
向城市经济加快转型——

加快“一江滨两新区”与漳州主城区全面对
接，带动“南太武南溪湾”滨海组团建设，全面实
现龙海与漳州主城区融合发展、一体发展。

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编制国土空间规
划，主动承接漳州中心城区外拓带来的功能
疏解、产业扩散、人口聚集等发展要素，进一
步明确空间战略格局、重大生产力布局安排,
给未来发展留足空间。

围绕“西接漳州、东拓海澄、北连角美”
和融入厦漳同城发展目标，加快推进一批城区
互联互通项目建设，持续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
改革，加快完善优化城市功能配套，不断优化
人居环境、创业环境、投资环境。

今日之撤市设区，是龙海工
作“金钥匙”，龙海将围绕产业提
升、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打造成为全省全市新的经济增长
极——

抢抓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机遇，保持定
力、持之以恒，进一步增强做强产业的发展信
心，突出“大抓工业、抓大工业”，持续做大做
强“健康食品、装备制造、新能源”三大主导产
业，深度融入全省“六四五”产业体系和漳州

“三大三新”产业布局，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努力打造龙海产业升级版。

坚持“抓大、促转、做优、强配套”，深入实
施“三提升三创新”行动，加强产业协同、产业
链合作，更大力度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
生产型服务业，着力加快文旅体和会展夜间
经济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总部经济、会展经济
等城市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持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国
有企业改革，充分发挥龙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及龙江办事处协调作用，进一步建强平台、集
聚产业，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工作，推动更多
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实现每年“盘活
利用土地一千亩、建设厂房一百万平方米、新
上项目一百个”的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着
力打造现代化产业示范区，为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超越提供重要支撑。

今日之撤市设区，龙海将按
照城市的定位、城市的格局、城市
的理念发展，在提升城市形象和
人民生活品质上持续发力——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
极呼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对生
活品质的新期盼，认真落实各项民生政策，从
设区市级层面布局，加快补齐民生社会事业
短板，争取更多优质教育和医疗卫生项目布
局龙海，加快实现民生保障的“同城同待遇”。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推进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抓好
各乡镇中心镇区扩容提质和富美乡村建设，加
快打造一批有文化、有特色、有品质的特色小镇
和美丽乡村，努力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

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化“平安龙
海”“法治龙海”建设，健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全力做好综治维稳、安全生产等各项工
作，确保社会安定稳定。

漳州、龙海，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使命与
梦想的凝聚，将在这里绽放。

立足新起点 开启新征程

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龙海，探寻这座城
市在时间之纬上犁过的影像，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跨越龙海的前行步履，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崛起龙海的强健身姿，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奋进龙海的高远视野！

以山海河湖为卷，以廿八载岁月为
笔，龙海人民一路拼一路闯，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使命的壮丽恢
弘答卷——

城市建成区由建市之初的 2.36 平方
公里扩大到近 30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由
11.5%提高到 60.5%；城市道路总长由 16.7
公里增加到 187.03公里。

GDP 由 21.32 亿元增长到 588 亿元，
规模工业产值由 21.2亿元增长到 712.4亿
元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由 3.97 亿 元 增 长 到
144.98亿元。

财政总收入由 1.11 亿元提升到 31.87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282
元增加到 41054 元，储蓄存款余额由 6.1
亿元增加到 657.6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由 6.5亿元增加到 162.13亿元。

高速公路出入口 9 个，各乡镇均可实
现 30 分 钟 上 高 速 ，农 村 公 路 总 里 程 达
1123公里。

一代接一代的建设者、奋斗者不断谱
写着新篇章、绘就着新图画、开创着新未
来，但不变的是——

始终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民生的厚度，决定城市的高度。二十
八年来，龙海始终着力加快公共服务在更
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发展，住房、医疗、教育
等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住有雅居，承载着百姓最朴实的期待

与梦想。
步入程溪镇东马新村，122幢房屋规

划有序，幼儿园、卫生所、老人活动中心、
休闲步道等一应俱全，实现搬迁群众搬得
出、留得下、能致富。从边远山上的地质灾
害村到新农村建设明星村，东马新村，成
功演绎了生态吊庄移民的龙海样本。

在城区，从以安居新村、锦龙小区为
代表的经适房，到以民生小区为代表的保
障性住房，再到如今把与名校为邻的最好
地段腾出来，建成以锦江上城、龙江新苑为
代表的优居房；在乡镇，实现城市安置的港
尾镇群众即将住进配套齐全的格林、卓岐
人才安居小区，“蜗居”变“广厦”，群众也从

“忧居”到“有居”再到“优居”。
“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棚户改造

项目11个、共4737套，总建筑面积60余万
平方米，投入 22.74亿元，已建成安置房
2360套，配售经济适用房530套，实施住
房租赁租金补贴881.17万元，累计保障户
数6633户。

病有名医，“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
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

“小病不出村、大病就近治”，近年来，
龙海组建以第一医院为龙头，13家基层卫
生服务中心为成员单位的“龙海总医院”，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
动”的分级诊疗制度日趋成熟；腾挪第一
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等三家院址，改
扩建第二医院、榜山卫生院、海澄卫生院，
形成“核心凸显、两翼齐飞”城区医疗格
局；推动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厦门医学院
等优质医疗资源落地开花。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床位数由

2120张增加到2867张，增长40.4%；智慧医
疗，建立电子居民健康档案55.66万份，电
子建档率94.1%；家庭医生签约，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数签约率100%。2017年，龙海第
一医院成为漳州首家县级三级医院，2019
年通过中国医院竞争力五星级认证，跨入
全国县级公立医院300强行列。

学有良师，“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
本领成就”。

近年来，龙海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一批
拔尖名校领航教育事业发展，龙海一中获
评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龙海
二中被确认为省一级达标高中，龙海职校
跻身省级重点职校，百年名校龙海实验小
学、石码中心小学、华侨幼儿园等新校区有
序办学，名校办分校，名校集团效应逐步展
现。“十三五”期间，共投入15.76亿元，建设
449个教育项目，新建教学楼涉及54所学
校，涵盖4所中学，24所小学，26所幼儿园，共
增加23079个学位。

始终把工业经济发展抓在
手上，让社会事业更加蓬勃——

结束县制后的龙海，躬逢一个火红的
年代，开启了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市的嬗
变之路，在工业经济发展的时代舞台崭露
头角，大放异彩。

镇村工业异军突起，自1992年起，规
划建设涉及12个乡镇56个工业小区，1996
年首次进入全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
和“经济发展十佳县（市）”。

到2003年，整合成7个工业区下辖14
个工业园，基本形成了以食品、电力、包
装、电子信息四大主导产业的发展格局，
工业总产值达漳州四分之一。

再到2013年，食品产业聚集效应明
显，产值破200亿元，全市规模工业产值达
413.49亿元。

直至如今，南溪湾创业园、璟沃产业
园、万洋智能众创城、保罗大健康产业园等
多个现代化工业示范园区百花齐绽，“健康
食品、装备制造、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蔚
然成型，“信息技术、海洋生物、新材料”等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2020年规模工业产值达
712.4亿元，工业载体也随之走出了一条转
型升级、高效集约、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建设水平低，实力不强到“七通一
平”，设施完善；从集约效应差，规模不大到
集约节约化，产能集聚；从重复建设多、资
源浪费到高度标准化，资源共享。

当下，总投资120亿元、占地5687亩的
金龙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犹如一颗工业
明珠镶嵌在巍巍太武山下；毗邻的正新橡
胶2020年成绩再创新高，生产轮胎6213万
条，销售6337万条，销售额23亿元，纳税额
1.7亿元；矗立于隆教兴古湾的漳州LNG
项目，两座直径84米的1号、2号储罐成功

气升顶。
食品产业既是龙海的传统产业，也是主

导产业。翻开龙海食品工业发展史，最早可
追溯到1909年由华侨创办的华祥制糖公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海新、紫山为
代表的食品产业起步，到如今罐头食品、水
产品加工、休闲食品等食品产业集群高歌
猛进，龙海始终不渝支持食品产业做大做
强。2019年，龙海成功举办首届休闲食品博
览会。4天时间，近10万人次参展，累计达成
30.6亿元订单，其持续的影响力更是难以
估量。眼下，嫩绿的新芽正迎春俏立，第三
届中国食品名城（漳州）暨第二届龙海国际
休闲食品博览会开幕在即，开放的龙海正
喜迎八方来客亲临龙海、感知龙海。

始终把交通事业基石铺在
脚下，让互联互通更加顺畅——

二十八年来，沈海、漳武、厦蓉等一批
高速公路，锦江大道、罗锦路、紫光路、紫
云路、芦州大道、龙翔路等一批城区主干
道的相继建成，不断提升着龙海人民出行
的便捷度和满意度。

进入“十三五”时期，龙海重点围绕
“东南西北有形象、交通先行促发展、互联
互通更顺畅”谋篇布局交通事业，一批“拉
开城市框架、拉近城乡距离、拉动要素集
聚”的外联内通项目遍布全域。

目前，东有厦漳跨海大桥、沿海大通
道、疏港公路，南有省道208复线，西有厦
漳同城大道、国道324线九龙岭公路工程，
北有龙江大道顺接漳州台商投资区交通
体系，城市框架全面拉开;中部贯通锦江
大道、月港大道、龙翔路等城市主干道。人
流、物流、资金流等奔涌飞驰集聚，积蓄带
动“一江滨两新区”“南太武南溪湾”腾飞
的动力，撬动这片土地命运轨线的改变。

善作于大，亦善作于细。隐藏于龙海
最高峰“大尖山”的粗坑村，近些年拓宽了
到镇区的10余公里临崖险道，村民“出坑”
不再是难题，竹林深处一片绿色葱茏,满
是生机与希望。

出行的幸福感不只是道路通达。
厦漳跨海大桥北连厦门海沧，南连龙

海、漳州开发区，是一湾两岸经济发展的“主
动脉”，2018年，龙海力促收费大幅度下降，
被誉为“五块钱推动一湾两岸融合发展”。

一枝一叶总关情。龙海持续深化城乡
公交一体化改革，累计投入资金1.1亿元，
公交“135”阶梯式低票价普惠民生，运行
线路由 7条增至 34条，城区主干道班次由
15 分钟缩短到 7 分钟，运营里程由 299 公
里增加到 701.3 公里，日总班次由 554 班
增加至 1402 班，日均乘客由 0.6 万人次增
加至 2.5万人次，全面实现“村村通”，基本
形成“衔接城区、畅通镇街，覆盖乡村、直
达景区”的公交网络格局。

悠悠廿八载 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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