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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项重点项目，涵盖产业、交通、生态、民生四大领域，总投资794.96亿元；
推动形成珠澳全方位合作新局面；
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
“一二四五六”产业布局，增强产业发展新动能；
打造珠江口西岸综合交通新枢纽；
打造生态文明新典范；
保持财政收入70%以上用于民生事业；
……
斗门区对照《珠海市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工作方案》，逐条细化、实化，全区最新“战图”就

此形成。
六月时节，黄杨河水奔腾不息。斗门区作为珠海经济特区的重要一极，想要抓住这又一难得历史机遇，就必须找准定位、方

位、站位，不仅要沉下心来抓落实，更要先行一步走在前列，不断贡献新实践、新经验、新样本。
新时代勇担新的历史使命。斗门区凝心聚力、调频调幅、激发信仰；斗门区进一步推动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

奋力打造珠海“二次创业”加快发展新引擎，为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贡献斗门力量。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张帆 通讯员 梁劲波

斗门区作为珠海经济特区的重要一极，将不断贡献新实践新经验

勇担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

40万平方米的黄杨河湿地公园，构建林城相拥、山水相抱的城市风貌。

生态环境是斗门区无与伦比的优势，必须坚定不移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为此，《落实方案》提出，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斗门
区将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按照“源头严防、过程
严管、后果严惩”的要求实施统一监管。推进黄杨河流
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配合建设“万里碧道”水网生态廊
道。积极建设绿城、花城、公园之城，推进珠海市植物
园、黄杨河湿地公园二期、尖峰山中央公园等一批公园
建设，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平。

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配合全市创建“无
废城市”，完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处理体系。推进
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发展，推进公共机构建
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持续优化调整公共交通
网络和运力，加强公交专用道的执法力度。

斗门区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化经济特区过程中，打造生态文明新典范，为全市乃
至全省生态城市建设提供斗门经验。

3月29日，《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
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
济特区的意见》出台，支持珠海经济特区加快发展，标志
着珠海经济特区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5月28日，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珠海市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
的工作方案》，落细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形成珠海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施工
图”和“任务书”。

6月初，斗门区委、区政府制定《斗门区关于〈珠海市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
的工作方案〉的落实方案》（以下简称《落实方案》），斗门
区最新“战图”就此形成。

《落实方案》将全市的“施工图”和“任务书”逐条细
化、实化，包括7项重点任务、21条政策措施，分解落实
76条具体工作任务。制定《重点项目清单》，将工作任务
进一步分解为114项重点项目，涵盖交通、产业、生态、
民生四大领域，总投资794.96亿元；制定《重点创新事项
清单》，提炼出17项重点创新事项，其中体制机制创新4
项、科技创新3项、扩大开放3项、社会事业7项。

3 始终抓好创造性贯彻落实

在《落实方案》的《重点项目清单》中，产业项目占比
最大，共有60项，总投资超562亿元。

“坚持发展制造业不动摇”，这成为斗门区历届党委
政府一以贯之的努力方向和生动实践。立县、设区、获
得特区身份是这样，在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面前也是如
此。斗门区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紧紧围绕“一二四五
六”产业布局，谋划建设斗门城市新中心，着力打造珠峰
大道科技创新走廊、黄杨河现代服务业产业带，重点建
设富山工业园、新青科技工业园、斗门生态农业园、斗门
智能制造产业园等四大现代化园区，做大做强新一代电
子信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现代农业
五大产业集群，激活六大镇域经济板块。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水平谋划“金融岛”整体
建设规划。对标上海陆家嘴、广州琶洲、深圳前海，通过
国际招标，由国际一流团队对金融岛进行具有前瞻性的
高端谋划、规划。推进白藤湖整治提升，打造斗门的“杭
州西湖”。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加快商务楼
宇提档升级。研究制定工业用地厂房转让相关规定，集
中整合、改造镇村旧工业区，强化低效建设用地、闲置楼
宇资源“二次开发”。

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提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
能级，做大做强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培育壮大人工智
能产业，加快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建设区块链产
业集聚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

4 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6 打造生态文明新典范

立县、设区、获得特区身份，斗门区的
每一次机遇都迎来大发展。

回顾来时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斗门区加入珠海经济特区大家庭以来，在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斗门区坚持改革
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统筹推进产业、交
通、城市、民生、改革、党建等各领域工作，
全力打造珠江西岸智能制造示范区、滨江
田园生态新城和粤港澳休闲旅游目的地。

既有大江大河大堤大桥的“绿水青
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动人故事。改革
开放以来，斗门区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超过430倍，
财政收入增长超过150倍，连续两年入选
中国百强区，先后获评国家生态区、全国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全国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示范区，获得中国全面小康百
佳示范县市、中国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奖等
殊荣。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
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见》出台，对珠
海改革发展进行再定向、再提升、再部署，
这是珠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
事，也是斗门区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

“奋进新征程，在斗门区全面开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历史节点，必
须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的高度科学把握历史规律，从经
济特区建设的光辉历程中找准新的历史
方位，从先行者推动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
伟大斗争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
量，重整行装再出发，推动斗门区在珠海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化经济特区中再立新功。”斗门区委书
记周海金表示。

迎来又一难得
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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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化经济特区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各
领域的改革探索都注定要进入“无人
区”。为此，斗门区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
方位、站位，穷尽一切方法、穷尽一切可
能，不仅要沉下心来抓落实，更要先行一
步走在前列，不断贡献新实践、新经验、新
样本，勇担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

要肩负起为“三区”建设贡献力量的
新使命。紧紧抓住“三区”建设这一重大
发展战略，加快与港澳、广州、深圳等先进
发达地区衔接，推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
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
发展等方面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制度机制，以高站位实现高水平建设、高
质量发展、高标准治理。

要肩负起建设重要节点城市的新使
命。全面赋能壮大城市能级量级，拉大城
市东进西拓框架，提升城区与乡村统筹发
展、协同推进能力，逐步形成与大城市相
匹配的经济规模、城市规模、人口规模。
探索城市治理新模式，既要留住“生态绿
色”这张城市名片，又要构建面向世界、引
领未来的现代化城市。保持民生领域高
水平投入，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逐步
缩短与东部主城区差距。

要肩负起打造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
的新使命。乡村振兴已经进入新的历史
阶段，必须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不断丰富内
涵、提升层次，实现从环境整治向乡村全
面振兴拓展。以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全
力抓转型促发展、抓配套促统筹、抓增收
惠民生、抓治理增活力，把农业做强、将农
村建美、让农民更富，探索出一条乡村振
兴斗门新路子，高水平谱写新时代“三农”
工作新篇章。

要肩负起树立生态文明新典范的新
使命。生态环境是斗门区无与伦比的优
势，必须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
全面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绿城、
花城、公园之城建设，进一步彰显林城相
拥、山水相抱的城市风貌，为全市乃至全
省生态城市建设提供斗门经验。

勇担新时代
新的历史使命
2

《落实方案》提出，构建外联内畅的高快速路网体
系。提升珠峰大道、白蕉大道、黄杨大道等三大主干道
的通行能力，加强莲洲大道等北部跨镇路网建设，开展
主干路节点优化研究，改善交通出行。

《落实方案》要求，谋划建设黄杨河新增跨江通道，
配合香海大桥、珠海隧道、珠海大道扩建工程建设。积
极对接深中通道西延线、高栏港高速北延线、机场高速
北延线、新斗跨江通道等项目，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路
网。大力发展智慧交通，进一步缓解区内交通拥堵，合
理规划建设一批停车场。

大力发展轨道航空航运枢纽。支持完善铁路交通
网络，加快推进广州至珠海（澳门）高铁、珠海至肇庆高
铁、深珠城际铁路（伶仃洋通道）和地铁3号线等项目，
推动高铁、城轨在鹤洲北会聚，加快开展鹤洲高铁枢纽
及站城一体综合开发，打造珠江口西岸轨道交通核心枢
纽。推动莲洲通用机场升级和斗门港改造提升。

斗门区通过打造珠江口西岸综合交通新枢纽，围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建设
要求，按照“生态新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布局，逐步
形成与大城市相匹配的经济规模、城市规模、人口规模。

5 打造珠江口西岸综合交通新枢纽

按照部署要求，斗门区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过程中，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主动适应人口增长需要，保持财政收入
70%以上用于民生事业不变，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努力勾画最具幸
福感的美好新蓝图。

《落实方案》提出，为规划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斗门
区将持续推进“一河两岸四组团”建设，统筹布局白藤、
白蕉、尖峰南、井岸等四大组团，加快建设多中心多组团
城市新格局。融合汇聚民生、产业、城市治理等应用场
景数据，提升智慧城市数据治理运营能力。

《落实方案》提出，建设高水平教育医疗养老中心，
构建新型住房供给体系。

提升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深化文明城市全
域创建，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探索符合斗门
实际、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路径模式。加强文化设施
建设，加快区文化艺术中心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
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细落实生态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充分发挥斗门生态优势，打造
一批示范样板。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农业示
范基地标杆。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和管护标准
向农村延伸，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7 建设宜居幸福新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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