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门区非凡十年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春风化雨起宏图
从 2012 年的 190 亿

元，到 2021 年的 468 亿

元，这是斗门区地区生产总

值的变化；

从 2012 年的 565 亿

元，到 2021 年的 847 亿

元，这是斗门区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的变化。

数据最直观，展示着十

年不断丰厚的内涵。

2012年斗门区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以干事热情和

创业激情加快构建富裕安

康美丽新斗门；2022年斗

门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

快构建“大产业、大城市、大

交通”发展格局，打造富裕

美丽幸福的“大斗门”。从

富裕安康美丽到富裕美丽

幸福，从新斗门到大斗门，

这十年，斗门区以高站位、

宽视野、大力度进行谋划和

推进，经济社会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现代产业集聚发展，改

革创新取得突破，美丽斗门

展现新貌，民生福祉不断提

升，民主法治日趋完善，党

的建设扎实推进。

发展最直观，展示着

十年更加丰厚的获得。

十年只争朝夕；再踏新

征程。接下来，斗门区将以

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

力度进行谋划和推进，坚持

“产业第一”、践行“生态惠

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创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

打造预制菜产业园等，以建

设“大斗门”的扎实举措，奋

力打造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战略拓展区，持续推进经

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开创斗门改革发展新局

面。

采写：本报记者 张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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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时节，黄杨河畔黄杨山下，斗
门大地处处涌动着改革发展的热潮。

如果说，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
的一场大考，那么“白蕉海鲈”一条鱼
经济，就是这场大考中的斗门卷。

斗门养殖海鲈鱼始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以捕捞野生鱼苗进行人工繁殖；1996
年开始，斗门引进七星鲈鱼进行养殖。

经过多年发展，斗门区形成“白蕉
海鲈”三大养殖片区，即白蕉镇灯笼片
区、桅夹片区、新环片区。目前，“白蕉
海鲈”养殖面积达3.9万亩，年产量约
占全国的六成，成为珠海农业支柱产
业之一，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一张靓丽
的“菜篮子”名片。

一条鱼成了大气候，赢得了多项

“国字号”荣誉。2009年“白蕉海鲈”商
标成为珠海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2011年，凭借“白蕉海鲈”的知名度，
斗门获授“中国海鲈之乡”称号；8年之
后，助力珠海市荣膺“中国海鲈之都”。

“白蕉海鲈”的图腾，得益于无可复
制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更得益于斗
门区委区政府的长远谋划和接续推进。

在2012年，斗门区提出：实施“白
蕉海鲈”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大做
强名特优农业品牌。翌年，斗门区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积极推进海鲈产业
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说，十年
来，做大做强“白蕉海鲈”产业都被写
进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力推这条鱼

“游出”斗门、珠海，“游进”粤港澳大湾

区，“游进”千家万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养一

条鱼。
把“白蕉海鲈”这条鱼养好，把这

条鱼打造成“生态美、产业兴、村民富”
的产业，需要构建苗种、饲料、渔药、生
产、加工、流通、技术服务等产前、产
中、产后等可持续发展产业体系。而
眼下，斗门区正在这条可持续发展产
业体系中，借助农民丰收节掀起的“白
蕉海鲈”热潮，全力构建以“白蕉海鲈”
为主打的预制菜产业园。

今年6月2日，《2022年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名单》正式公布，斗门
区预制菜产业园等11个产业园成功获
批。按照《斗门区预制菜产业园概念

规划》，斗门区预制菜产业园以斗门智
能制造经济开发区20.9平方千米为发
展腹地，总投资近百亿元，规划总用地
面积1250亩，分三期建设。

就在斗门区预制菜产业园放开
手脚大干之际，更有一波利好消息和
举措接踵而至。

9月14日，珠海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珠
海市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明确，珠海将规划建设以斗门区为
重点的预制菜特色园，力争在3年内全
市新增建设5.0预制菜产业新空间用
地4000亩，并给予入驻5.0产业新空
间的预制菜企业租金优惠，推动珠海
市形成质量安全、绿色健康、优势明显

的预制菜特色产业高地。
9月21日，由珠海农商银行牵头6

家珠海本土法人金融机构，成立珠海
预制菜产业金融服务联盟，为珠海预
制菜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动力。

近日，董明珠在珠海市预制菜产
业发展座谈会上表示，格力电器支持
打造“白蕉海鲈”等重点产业特色预制
菜设备，与斗门区标准化厂房形成配
套模式发展，将斗门预制菜产业园打
造成为全国预制菜装备示范园区。

政策利好、金融助力、企业加持、
规划落地……以“白蕉海鲈”为主打的
预制菜产业蓬勃发展，将让这条鱼成
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鱼”、乡村振
兴的“希望鱼”。

预制菜产业

从养鲈鱼到建设省级预制菜产业园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珠海冠宇的
锂电池产品无论是性能还是质量，都
不次于日韩企业同类产品，甚至在某
些领域还更加领先。”珠海冠宇电池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下称“冠宇电池”）
徐延铭说，在聚合物软包电池消费类
领域，冠宇电池已经连续三年市场占
有率稳居全球第二。

冠宇电池位于斗门新青科技工业
园，入选国家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
名单，去年10月成功登陆科创板，成为

“珠海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培育库”首家

出库企业。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冠宇电

池共有科研人员约1700人，占企业总
人数的10%左右。截至今年6月，冠宇
电池获得境内外授权专利907项。凭
借出色的科技创新能力，冠宇电池先
后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国家绿色工厂等荣誉称号。

像冠宇电池的发展历程一样，十
年来，斗门区众多企业通过创新引领，
实现了从低端学徒到高端赶超，得到

了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区高新技术企
业达194家。这个数据勾勒出一幅斗
门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生
动群像。

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升级、
工业立区的重要抓手，正是斗门区十
年来形成的弥足珍贵经验之一。

2012年斗门区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以干事热情和创业激情加快构建富
裕安康美丽新斗门；2022年斗门区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构建“大产业、大
城市、大交通”发展格局，打造富裕美丽

幸福的“大斗门”。从富裕安康美丽，到
富裕美丽幸福，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强力
支撑作用。斗门区通过科技创新，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端产业集聚发
展、特色发展，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建
设富山工业园、新青科技工业园、斗门
智能制造经济开发区、斗门生态农业园
为重点的四大园区做大做强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和现代农业等产业集群。

数据显示，2012年，斗门区地区生
产总值为190亿元，2021年增至468

亿元；2012年，斗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为565亿元，2021年增至847亿
元；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4亿
元，2021年增至358.6亿元。

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将“产业第
一”作为工作总抓手之一。作为珠海的
重要一极，斗门区在落实“产业第一”中，
将牢牢把握“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不断深化科技创新体系，为“产业第
一”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磅礴动能，加快
构建“大产业、大城市、大交通”发展格
局，打造富裕美丽幸福“大斗门”。

创新引领发展

从产业升级到四大园区到“产业第一”

秋高气爽，在西堤路散步或锻炼
的男女老少越来越多，42岁的孙发财
就是其中一位。“我是2012年搬来斗
门的，十年来西堤路变化太大了。”孙
发财说。

林秀媚是斗门区园林所的一名工
作人员，负责养护西堤路的绿植，对这
条路了如指掌。“以前这里杂草丛生，
没人愿意来这里玩。”林秀媚介绍，现
在整条路段绿化很好，晚上有路灯、全
程都有监控，很有安全感。

宽敞的路面，沿途绿树、草地、时
花、公园随处可见，以及旁边的黄杨
河……让西堤路成为闻名遐迩的斗门

“情侣路”。
这条“情侣路”来之不易。
2012 年，斗门区“一河两岸”改

造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运作，
启动黄杨河“一河两岸”综合提升项
目。该项目涉及东西两侧岸线总长
约22.5 千米。经过高标准的规划建
设，西堤路日渐精美，东堤路也在积
极推进，将在明年实现全线贯通。
届时，黄杨河“一河两岸”城市景观，
将具备“十里滨水长廊”名副其实的
内涵。

十年来，黄杨河“一河两岸”项目
不断彰显生态之美，是斗门区厚植城

乡生态底色，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生态保护屏障的接续实践。

十年来，在绿水青山的自然禀
赋基础上，斗门人更为欣喜地见证
着生态环境之变，也深刻感受到，注
重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不影响经济发
展，还将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

十年来，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推动发展的必要手段，同样是斗门
区获得的宝贵经验之一：经济社会要
好，绿色不能少！

在斗门区主城区，大力推进“三
城”即绿城、花城、公园之城工作，在绿

水青山的自然禀赋基础上，打造四季
常绿的绿城、四季花开的花城和公园
之城，取得明显成效。

在101个行政村，斗门区开展农
村环境人居整治、农村厕所改造、消除
黑臭水体、深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鼓励开展美丽乡村、美丽田园、美
丽河涌、美丽庭院、美丽村道创建活
动。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
展，逐步实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
果、冬有景”。

2022年斗门区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将全力优化生态环境，构建新时代
生态文明体系。主要措施包括：

坚持生态优先，严守发展生态底
线，构建绿色生态休闲体系，进一步发
展文化生态旅游业。持续推进全域绿
化，建设一批公共绿地工程，推进一批
公园新建改造，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社
区公园。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严格落实水资源“三条红线”，科
学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加强重
要生态区、水源涵养区、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强化能源保障，落实能耗“双
控”目标，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
动清洁生产和能源资源节约高效利
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优化生态环境

从“一河两岸”到厚植城乡生态底色

在9月23日广东省庆祝中国农
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中，格力电器董
事长兼总裁董明珠现场有2分钟的发
言。董明珠说，在当下这个时代，在党
的领导下，农民、农村的生活越来越美
好，农村将和城市一样美丽。未来，她
希望能来斗门当农民。

正如董明珠所言，斗门是一处好
地方！

在大江大河、大堤大桥、绿水青山
的自然禀赋之外，历届党委政府通过

多种举措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改善农
村基础设施、增加村民收入。2012年
斗门区提出，落实斗门区作为全市名
镇名村建设主战场的部署要求，打造
一批旅游文化名镇、特色名村。2013
年斗门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创建幸
福村居。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有着101个行政村（全市 122
个行政村）的斗门区成为珠海乡村振
兴的主战场，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深化改革、产业提升、人居环境、

村庄风貌提升、补基础设施短板、富民
强村、基层治理、文明乡风等工程项目
成效显著，累计投入45亿元持续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农村人居环境旧貌换新颜。

有一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2019
年3月29日-30日，全省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正是
在这样一次省级大平台上，斗门区莲
江村和南门村脱颖而出，双双成为省
级试点样板。至此，从区级、市级样

板，再升级到省级样板，斗门区乡村振
兴完成了3.0版本。

不停步才会更进步。从名镇名村
建设主战场，到创建幸福村居，再到乡
村振兴省级试点，斗门区在乡村建设
之路上不断探索，并对标对表、自我加
压，出台《斗门区创建全国乡村振兴示
范区工作方案》，举全区之力创建具有
斗门特色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

从 1.0 版本到 3.0 版本，再到瞄
准 4.0 版本目标，芝麻开花节节高。

按照规划部署，斗门区将以创建全国
乡村振兴示范区为契机，通过加快两
大示范带建设（斗门镇文旅融合乡村
振兴示范带、莲洲镇农旅融合乡村振
兴示范带），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着力发展农
业特色产业，着力深化农村改革，着
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业越来越
强、农村越来越美、农民越来越富，奋
力在打造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中
率先突破。

实施乡村振兴

从特色村到幸福村居到乡村振兴样板

斗门区加快构建富裕美丽幸福“大斗门”。

斗门镇上洲村党群服务中心。

祺海水产预制菜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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