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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委書記劉日知在接受記者採訪
時，闡述了「綠色崛起」之路的基本內
涵。他指出，「綠色崛起」就是以新型
經濟為中心，和諧文化為靈魂，友好環
境為基礎，把梅州豐富的自然資源、良
好的生態環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轉化
為具有充分社會價值和經濟效益的生產
要素與發展資本，推動梅州在青山綠水
中跨越發展、異軍崛起，努力實現經濟
提速增效，文教蓬勃發展，環境更加優
美，生活較為寬裕，社會穩定和諧，把
梅州建設成為富裕和諧秀美的新「客
都」。

「綠色崛起」具有四大基礎
梅州彰顯後發優勢，實現「綠色崛起」

藍圖，具有較好的基礎和條件。首先，
有前車之鑒。梅州要借鑒發達地區的成
功經驗，吸取一些地方粗放型發展的沉
重教訓，既能實現較快發展，又能保護
生態環境，提升文教傳統優勢，實現科
學發展、和諧發展。
其次，梅州有難得機遇。廣東省委、

省政府將在今後一段時期大力實施區域

協調發展戰略，鼓勵支持有利於做大經
濟總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欠發達
地區，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支持基
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力促區域協調
互動發展。同時，將制定實施一系列考
核獎懲機制，為推動山區實現科學發展
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第三，梅州有良好基礎。梅州生態良

好，擁有難得的無污染山地資源；空間
廣闊，經濟發展密度和強度與珠三角相
比較小；梅州具有崇文重教的傳統，文
化底蘊深厚，人口整體受教育程度較
高，人力資源優勢日益凸顯；兩條國
道、三條高速、兩條航線、兩條鐵路以
及規劃建設的四條高速和兩條鐵路，推
動梅州加速構建閩粵贛三邊的現代化交
通樞紐，一躍成為內陸與沿海過渡地帶
的次沿海地區。

「綠色崛起」注重協調發展
銳意實現「綠色崛起」，並非是梅州

一時的突發奇想，而是近年來一以貫之
的發展戰略。
2002年底，梅州市委市政府確立並實

施開放梅州、工業梅州、生態梅州、文
化梅州「四個梅州」發展戰略。其中，
「開放梅州」就是不斷解放思想，開拓
視野，以世界眼光積極構建全方位開放
大格局；「工業梅州」就是以發展新型
工業作為梅州經濟發展的核心，以工業
的大發展推動山區經濟的大跨越；「生
態梅州」就是加強生態建設與環境保
護，促進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
協調；「文化梅州」就是弘揚崇文重教
的優良傳統，振興教育事業，創新客家
文化，建設山區文化強市。通過實施
「四個梅州」發展戰略，實現了整個城
市的協調和諧發展，一方面經濟發展提
質增速，2007年與2002年相比，全市生
產總值年均增長10.3%，高於「九五」
時期2.5個百分點；稅收總收入76億元，
連續四年超過財政總支出；8個縣
（市、區）財政收入全部超億元；另一
方面，城鄉環境大為改觀，交通、水
利、城建等公共基礎設施日臻完善，新
農村建設紮實推進，文教生態優勢鞏固
提升，社會秩序持續良好，全市沒有出
現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沒有出現重大惡
性刑事案件。
實現「綠色崛起」，既是「四個梅州」

發展戰略的延續，更是對「四個梅州」
發展戰略的提升，更加注重各方面的協

調發展。劉日知指出，實現綠色崛起，
具體要做到「八個更加注重」：在梅州
整體謀劃中更加注重文教生態，嚴防污
染進入、教育滑坡；在工業發展中更加
注重重大項目建設；在「三農」問題
中更加注重農民的經濟政治利益；在
農村經濟發展中更加注重農業、生態、
村建、文化、旅遊五位一體；在城市建
設中更加注重宜居環境；在旅遊發展中
更加注重體驗旅遊；在民生關注中更
加注重「關愛窮人」；在民主政治中更
加注重社會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
行。
本月下旬，梅州將與南方日報社、廣

東省社科院聯合舉辦梅州繼續解放思想
推動科學發展高峰論壇，邀請10多位知
名專家學者，為「綠色崛起」建言獻
策。
梅州將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

署，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和使命感，致力
打造新型特色工業基地、現代農業基地
和休閒度假旅遊基地「三大基地」，全
力謀求科學發展實現新突破，力爭至
2011年，全市生產總值年均增長超過
10%，經濟總量超過600億元；一般預算
財政收入超過30億元，年均增長超過
10%；主要經濟指標在全省21個地級市
中的排位有所前移。

整個廣東區域協調發展，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

移，為梅州工業化創造了千載難逢的良機。是重複發達地區

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還是探索一條在青山綠水中跨越發展

的新路？梅州市委市政府的回答斬釘截鐵：不以犧牲環境和

浪費資源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梅州要堅持科學發

展，追求綠色GDP，追求「新客都」的綠色崛起！

本報記者徐紅 特約通訊員 羅偉章、肖偉光

■實現十四年最快增速

2007年全市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5%，創造了14年

來的最高增速。2004年以來，全市稅收總收入連

續4年超過財政總支出。2007年全市8個縣（市、

區）財政收入全部過億元。

■打造四個百億產業

到2011年，把電力、礦業、汽車配件、電子信息

培育成超百億元產業，建設成為全省重要的電力生

產基地、汽車零部件基地、電聲器材基地和線路版

基地。

■推進六大綠色工程

加快推進森林圍城、綠色通道、林分改造、自然保

護區、森林公園、生態環境保護等六項綠色工程建

設，㠥力構建梅州長遠發展的生態優勢。2008年

前成功創建國家園林城市和國家衛生城市，爭創國

家環保模範城市。5年內，全市8個縣（市、區）全

部建成林業生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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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梅州

數字梅州

不久前，梅州市與省廣晟
公司成功結盟，聯手推進梅
州礦產資源的戰略開發，打
造廣東最重要的稀土開發應
用基地。劉日知指出，梅州
願意把有限的資源、有價值
的資源向有實力、有社會責
任感的重點骨幹企業特別是
大型國企傾斜，真正提高資
源開發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
益。
工業化是梅州現代化進程

中繞不過的一道坎，但是梅
州正在探索一條發展新型經
濟的新路，實現工業與生態
相融合。劉日知指出，梅州
堅持適度工業化原則，選擇
符合自身實際的重點產業、
重點行業和重點項目，有選
擇地引進對財政就業貢獻
大、產業帶動系數高、環境
破壞程度低的大企業大項
目。對於各種自然資源特別
是礦產資源，堅持科學利
用，堅持「只能重點開發，

不可遍地開花」原則，並且
嚴把「安全生產關、生態環
保關和群眾利益關」三道關
口。
梅州在全力推進電業、礦

業、汽車零部件、電子信息
等四個百億元產業和荷樹園
電廠三期、大埔電廠、雲山
汽車、五華鉬礦等九大骨幹
企業的建設中，大力加強生
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梅州將
繼續推進「六大綠色工程」
建設，堅持依法治林、科技
興林，力爭3年內8個縣
（市、區）全部建成省級林
業生態縣，梅城建成國家園
林城市和國家衛生城市。同
時，梅州進一步落實污染減
排和環保責任制，嚴格環保
前置審批，把好項目准入
關，從源頭上減少污染。加
強環保能力建設，加強重點
污染源監管，加大落後產能
關閉淘汰力度，爭創國家環
保模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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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來，梅州市樹立和落
實科學發展觀，深入實施「文
化梅州」發展戰略，發揮人文
優勢，加大投入，完善文化設
施，積極開展群眾文化活動，
在繼承、挖掘、整理、創新客
家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
的成效。特別是籌資8億元，
精心打造葉劍英紀念園、客家
公園、東山教育基地，有力地
促進了當地基礎教育的發展壯
大和客家文化學術研究的不斷
升級，為建設富裕和諧秀美的
新梅州提供了強大的後勁。
文化成為發展的動力，文化

提升發展的質量。自2003年實
施「文化梅州」戰略以來，梅
州㠥眼於經濟與文化的良性互
動，推出了一系列的精品工
程，以葉劍英紀念園、客家公
園與東山教育基地「兩園一基
地」為核心，以基礎教育和學
術研究為東西兩臂，分別從紅
色文化、客家文化與文化教育
出發塑造了梅州文化的三座里

程碑，使「世界客都」的地位
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
今年元旦開園並全面對外開

放的客家公園，包括廣東客家
博物館、黃遵憲紀念館、梅州
將軍館、大學校長館，建成後
將成為集文化、旅遊、休閒、
娛樂等為一體的城市標誌性建
築亮點。
去年五月擴建的葉劍英紀念

園總佔地達482畝，成為集展
現偉人風範、弘揚客家文化、
推進生態旅遊於一體的全國紅
色旅遊經典景區、全國愛國主
義教育示範基地。
作為廣東省歷史上第一所地

方大學，嘉應學院銳意打造成
為「全世界客家人的最高學
府」，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專業
性的客家文化研究機構——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梅
州市客家研究院」。紅色文
化、客家文化，成為梅州亮麗
的名片，為梅州增添發展的軟
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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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委、市政府堅持科學發展，追求綠色
GDP，實現綠色崛起。圖為梅州現代化茶田。
■梅州市委、市政府堅持科學發展，追求綠色
GDP，實現綠色崛起。圖為梅州現代化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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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實現綠色崛起。圖為梅州現代化茶田。

■梅州以建設「世界客都」為目標，以「兩園一基地」（葉劍英紀念園、客家
公園、東山教育基地）為載體，打造客家文化品牌。圖為葉劍英紀念園。

■梅州花園式企業——荷樹園電廠。

■獲國家戲劇類多項
大獎的梅州山歌劇
《等郎妹》劇照。

採寫統籌　曾永祥　溫文青
圖片攝影　肖根平　黃新宇
鍾小豐 古禮賢 曾萬水等

■545名將軍：

根據梅州客家公園「將軍館」的最新統計數據，從

辛亥革命以來，梅州籍將軍達545名。除了大名鼎

鼎的葉劍英元帥，北伐名將張文、國民革命軍東征

名將張民達、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鄧逸凡等均是其

中的佼佼者。

■22位兩院院士：

梅州出才子，宋湘、黃遵憲、丘逢甲、林風眠等文

人學士都是梅籍客家人。在新落成的客家公園大學

校長館，227名祖籍梅州的全國大學校長和黨委書

記的照片、事跡光耀四壁；而在東山教育基地院士

廣場的石碑上，則銘刻㠥李國豪、王佛松等22位

梅籍兩院院士的驕人成就。

■文化藝術成果：

在2005年第九屆廣東省藝術節上，梅州選送的山

歌劇《山魂》囊括7項大獎中的9個一等獎，並作

為全省唯一選送劇目，參加文化部在武漢舉行的全

國地方戲優秀劇目評比展演。大型山歌劇《等郎妹》

在第八屆中國戲劇節上獲曹禺戲劇獎等多個大獎，

同時還獲廣東省「五個一工程獎」和第七屆廣東省

魯迅文學藝術獎。《客家與梅州》書系獲中南地區

大學版協圖書評獎優秀專著一等獎。

■非物質文化遺產：

梅州客家山歌、廣東漢樂被列入國家首批非物質文

化遺產保護名錄，埔寨火龍、興寧杯花、五華竹

馬、平遠船燈等13個項目列入廣東省首批非物質

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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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資百億元，實施「五年民生計劃」，情傾困難群眾，讓更多

民眾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設立村情民意聯絡員，推出「民生

820」等節目，通過種種渠道與平台，傾聽民意民聲⋯⋯廣東

省梅州市委市政府近年來順民意、謀民利，以務實清新的工作

作風，推出多項得力措施，力解民生難題，建設和諧平安的

「世界客都」。

本報記者 徐紅、特約通訊員 羅偉章 肖偉光
2008年的春節，對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都是難忘的，因

為百年不遇的冰雪天氣，牽動㠥所有華人的心。這時，
一群笑臉吸引了我——從網上看到梅州市委書記劉日知
與馬圖村百姓過除夕的情景，從那張照片中看到百姓的
眼睛笑出的是陽光。
記者了解到，過去五年間，梅州24.5萬飲用水困難群

眾用上了潔淨水，4萬多名下崗工人踏上新的工作崗
位，1.34萬戶困難家庭住進了新房，一批批貧困家庭子
女在政府和熱心人的資助下圓了讀書夢⋯⋯

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
「梅州是經濟欠發達地區，但是這裡山好、水好、環

境好、人情好，群眾的幸福指數很高。多年來，我們工
作的方向，一直是努力提高群眾的幸福指數。」談到梅
州的民生話題，市委書記劉日知動情地說，「按照十七
大的要求，我們牢固樹立『發展優先，民生為重，幹部
保障』的理念，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山區百
姓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經濟發展
促進民生改善，以民生改善促進社會和諧，爭當廣東省
民生紓困與和諧社會建設的排頭兵。」

梅州市近年來按照中央和
廣東省的部署，積極實施
「十項民心工程」，㠥力解決
群眾的「一保五難」問題。
2003年以來，全市累計投入
35億多元，完成110個分項
目，務實解決了市民關心的
飲水問題、就業問題，特別是困難民眾的住房問題、子
女就學問題。去年8月，梅州市制定實施「五年民生計
劃」，籌資100億元，以切實改善山區民眾的生產生活條
件。

樹立「民生財政」理念
民生要改善，發展經濟是基礎。近五年來，梅州堅持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確立並實施開放梅州、工業梅
州、生態梅州、文化梅州「四個梅州」發展戰略，經濟
社會發展取得了重要成果，進入了又好又快的發展時
期。全市經濟總量首次突破400億元，財政收入近23億
元，8個縣（市、區）財政收入全部過億元，進出口總
值超5億美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躍上萬元台

階。
改善民生，沒有錢不行，但有錢不用在老百姓身上更

是不行。梅州市委市政府一直強調，要牢固樹立「民生
財政」理念，體現公共財政職能，真正把有限的資金用
在最困難的群眾身上，用在最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上。
近年來，梅州公共財政的覆蓋面越來越廣，財政支出與
老百姓生產生活的關聯度越來越高，老百姓享受的公共
產品和公共服務越來越多、越來越好，體現了發展為了
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新的歷史時期，梅州正按照廣東省委、省政府對山

區發展的新定位新要求，彰顯後發優勢，搶抓發展機
遇，致力打造新型特色工業基地、現代農業基地和休閒
度假旅遊基地，全力謀求科學發展新突破。

去年8月，梅州市專門制定了《關於解決
民生重點問題的若干意見》，計劃籌資100

億元，推行「五年民生計劃」，建設宜居宜業的「世界客
都」，讓山區百姓更好地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圓幸福安康之夢。

構築完善城鄉防災減災體系
據介紹，梅州市在五年內將㠥力從工作機制上、源頭上解

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七大類32項民生重點問題，致力改善
農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充分就業，促進教育公平，提高社
會保障水平，解決群眾看病就醫問題，優化城市人居環境，
推進平安梅州建設。

梅州市致力構築更加安全完善的城鄉防災減災體系。一
方面籌資10億元，決戰三個冬春，全面完成韓江、梅江沿岸
180公里重點堤圍的改造任務；另一方面，啟動梅城江南東
片人居環境改善和梅城內澇整治工程，今年汛期前，基本解

決梅城的內澇問題，並力爭兩年內根本改善梅城江南東片
2000多戶、1萬多群眾的居住條件。

2010年實現「新農合」全覆蓋
看病就醫難一直是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梅州市抓住被

列入全國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試點市之一的機遇，加快擴大城
鎮居民的醫保覆蓋面，力爭80%以上的城鎮居民納入醫保範
圍。同時，擴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面，至2010年實現新
型農村合作醫療全覆蓋。在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方面，為
了讓群眾能夠就近看病、便捷看病，梅州會力爭每個街道辦
事處設立1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每5－10萬居民擁有1所社
區衛生服務中心。

在教育方面，梅州不僅繼續實施「擴容增優」工程，加
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更會重點改善農村學校低齡小學生的
寄宿條件。梅州力爭至2011年新增高中學位8.5萬個，高中

毛入學率提高到85%。對就讀學校離家5公里以上、在校寄
宿、屬貧困家庭子女的1∼3年級小學生，梅州市縣財政給予
一定補助，確保農家貧困子女能夠享受免費義務教育。

大力改善困難群眾生活
梅州計劃五年內大力改善困難群眾的生活條件，基本解決

60萬農村群眾飲用水不安全問題，基本完成全市農村泥磚房
改造，基本實現鄰近鎮與鎮之間（含跨省、市、縣）公路水
泥硬底化，全面解決500人以上自然村通公路問題。

按照「量力而行、盡力而為」的原則，梅州市的「五年
民生計劃」正有序推進。

「讓群眾有苦有處訴，有冤有處伸，意
見有人聽，是我們工作的一個基本要求。

在梅州，群眾可以通過很多渠道，向各級黨政領導包括我本
人反映情況。無論是通過哪個渠道反映的問題，都能得到比
較圓滿的答覆。」梅州市委書記劉日知莊重承諾。

解決百姓民生問題，梅州市近年所重視的，不僅僅是出
台各項惠民政策，而是更重視傾聽民聲，了解民意；不僅僅
滿足於從上而下地推行各項措施，而是更重視民意從下而上
的暢達，真正了解群眾的心聲，了解他們的疾苦。

推動幹部主動融入群眾
要了解民意，幹部就必須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梅州市委

市政府近年來建立了三項有效的機制，大力推動幹部主動融
入群眾。首先，他們建立局長（主任）每月接訪制度，制定
實施了《市政府工作部門局長（主任）接訪群眾工作方
案》，要求市直部門的41個局長（主任），每月15日上午9時
至11時30分接訪群眾。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實行首辦負責制，
做到事事有結果，件件有回復。其次，設立村情民意聯絡
員。按照「一縣一鎮、一鎮一村」的原則，在全市挑選了8
個鎮委書記和112個村（居）支部書記作為市委、市政府的
村情民意聯絡員。村情民意聯絡員可以通過面見、電話、信
件等方式，直接向市領導反映情況。市領導下鄉調研，也一

定會約見當地的村情民意聯絡員，了解情況，徵詢意見。第
三，推行幹部下訪制度。全市各鎮（街道）幹部、村（居）
兩委幹部和市直、縣直部門的駐鎮掛村幹部，都要以「民情
日記」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走訪農戶，登記、反映群眾的
訴求。根據民情日記反映的問題，每個行政村每季度至少舉
行一次幹群對話會，當面回答群眾問題、當面解疑釋難。

建立全方位民意表達渠道
與此同時，梅州市還善於借助媒體力量，建立起了一個全

方位的民意表達渠道。首先，他們在梅州市廣播電台開辦
「行風熱線」。每月逢單周星期二，政府各職能部門和窗口行
業的主要負責人輪流走進「行風熱線」直播室，通過熱線電
話直接與群眾溝通交流，為他們解疑釋惑、排憂解難。其
次，在市電視台開辦「民生820」。這是一檔民生新聞欄目，
對帶有普遍性的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進行公開報道、曝光。
第三，在梅州市政府門戶網站上設立「梅州民聲」，受理群
眾的諮詢、投訴、意見、建議。群眾在這三檔欄目中反映的
問題，都要登記、建檔，並責成相關部門限時辦理或作出答
覆。
此外，梅州還開通了行政審批電子監察系統，將全市的審

批項目納入系統，全程跟蹤，全面監督，有效地規範了行政
行為，提高了辦事效率，防範了腐敗滋生，推進了陽光執

政。
從幹部融入群眾到民眾利用媒體反映心聲，這些民意反映

機制的建立，如同開通了民意直通車，為黨政機關與普通市
民之間的對話建立一個良好的平台。統計顯示，「梅州民聲」
去年10月15日試運行以來，共受理網上諮詢、投訴、建議、
意見144件，按時辦結率92.38%，回復率100%。
民意直通車的開通，讓梅州百姓不出門、不見面、不上訪

就可以反映自己關心的問題，所提意見、建議得以及時的辦
理和答覆。同時，梅州市委市政府能夠更加準確地掌握社情
民意，及時處理各種問題，化解各種矛盾。

過去五年裡，梅州市致力於解決民眾關心
的各項民生問題，突出辦好興學、治水、修
路、建房、看病五件大事。以下這一串數
字，看似枯燥，卻是梅州人生活幸福指數躍
升的清晰寫照，數字背後更凝聚梅州市委市
政府和全體梅州人的智慧和辛勤努力⋯⋯
■12萬：
2007年梅州市共輸送大學生12.01萬人，
相當於1977年恢復高考至2001年25年間
輸送大學生的1.2倍。

■59.9%：
梅州市加快高中階段教育，高中毛入學率
由從2002年的24.1%提高到2007年的
59.9%。

■26411戶：
梅州市過去五年五次特大洪災中的15321
戶「全倒戶」全部住上新居，26411戶農
村貧困戶危房改造全面完成。

■251萬：
梅州市目前共有251萬人參加新型農村合
作醫療，覆蓋率達66.7%。31萬人參加城
鎮居民醫保，參保率達80%。

■3000元：
從今年開始，政府出資每年為全市87.5萬
農戶、400萬間房屋購買保險，受災農戶
每戶可獲最高3000元的賠償。

採寫統籌　曾永祥　溫文青
圖片攝影　肖根平　鍾小豐

古禮賢　曾萬水等

籌資百億推行五年民生計劃

七大機制開通民意直通車

幸福夢圓

民意暢達

■梅州加速構建閩粵贛三邊的現代化交通樞
紐，香港至梅州車程只需四小時，並開通香
港至梅州的航班。圖為梅河高速公路路段。

數字中的梅州民生

■梅州市委書記劉日知（右三）在老游擊隊員家吃年夜飯

■災民喜遷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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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教育基地的建設大大改善了孩子們的讀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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