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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州

虎年伊始，惠州热潮涌动。各县（区）
园区、企业开足马力，迈开生产的坚实步
伐。从比亚迪惠州基地到德赛西威惠南工
业园，从TCL瑞智到利元亨，车间内忙碌
有序，所有设备高速运转，呈现出一派热火
朝天、生机勃发的景象。

走在全面复工复产复业的“春天里”，
惠州经济发展捷报频传、收获满满。近日，
惠州各县区陆续公布经济“成绩单”。过去
一年，全市7县区中有6个县区GDP总量
超过700亿元，实现历史新突破，3县区增
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1%）。全市工业
总产值突破 1万亿元，成为广深佛莞之后
广东又一个“万亿工业大市”。

惠州强劲的发展势头，正是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催化剂”的生
动实践。当前，党史学习教育如春风细雨
般滋润着惠州。1月 16日，在惠州市党史
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上，惠州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吉强调，要不断巩固拓展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奋力书写建设更加幸
福国内一流城市新篇章。

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更是一方红色热土。

在 近 代 中 国 革 命 历 史
中，惠州一直是东江地区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
优良的传统，诞生了“惠州
三杰”廖仲恺、叶挺、邓演达
等众多革命志士。在数十
年的革命斗争中，惠州留下
了众多的红色遗址，遍布各
地、数量十分丰富。据统计，
全市 450 处红色革命遗址和
资源，其中相当一部分历史
人物或事件在东江地区、广
东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
和地位。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轰轰
烈烈的革命历程为当地文艺
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去
年6月，惠州本土首部大型原
创交响音诗画《红色东江颂》
上演，以100年来惠州重大历
史事件、历史人物为节点，分
为序章、上篇、下篇和尾声四
个部分，以交响乐贯穿全场，
融入歌舞、表演、情景剧、诗
朗诵、说唱等多种艺术形式，
吸引了230万人次在线观看，
成为惠州党史学习教育现象
级作品。

为了用活用好红色资源，
惠州还推出《惠州红色资源手
绘地图》，大力推进东江纵队
纪念馆、东湖旅店等展陈优
化，打造群众身边的党史阵
地；重磅推出《〈中国共产党
简史〉之惠州元素》报道，编
著《图说惠州百年党史》及
《百年红》《百年魂》《百年潮》
等系列丛书，解码党史中的

“惠州红”；创新推出“奋斗百
年路 启航新征程”惠州市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型主题党课，吸引百万人次
收看直播……

惠州党史学习教育“上接
天线、下接地气”，创新打造

“1+10+N”专题宣讲队，组建
党史学习教育各级宣讲团
129 个、组织宣讲员 1514 人，
开展面向基层群众宣讲2300
余场次，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
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企
业、进学校，让 100 多万名干

部群众现场受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在基层“全

面开花”。惠阳区开设“叶挺
家书里的家国情怀”专题展；
惠东县以“甘溪五名党员”和

“中洞改编”创作了情景剧
《支部不散，信念不变》《东江
红都》；博罗县推出“重走东
纵路”等六条精品红色旅游线
路……惠州处处涌动着“红色
热潮”。

多措并举之下，党史学习
教育深入人心，基层群众更是
自发参与党史学习教育。为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龙门农民画画家、主创
黄 伟 平 携 手 廖 锦 锋 、梁 彩
欢、骆雪芳、罗秀芳、刘少夏
五位画家，匠心独运，历时
半载绘就《百年梦想》龙门
农民画长卷。

该画卷长 2021 厘米、宽
71 厘米，分别代表建党百年
和“七一”党的生日。南湖
之畔起航的一叶红船、南昌
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万里长
征的坚定脚印、全民族抗战
的同仇敌忾、开国大典的翻
身站立、改革开放“杀出一条
血路”、新时代脱贫攻坚战、载
着中国梦的“中国号”巨轮奔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百年梦想》龙门农民画长卷
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历程及取得的辉
煌成就，深铭载舟之情，既是
一幅史诗级画卷、一部可视化
的“史诗”，又是一卷微缩版
党史、一堂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生动党课。

讲好红色故事
惠州大地涌动“红色热潮”

党史学习教育的落
脚点是为民办实事。惠
州进一步厚植以人民为
中心的初心情怀，实施惠
民之州品牌提升工程，主
要有以下内容：

促 进 就 业 扩 量 提
质。实施 4.0 版“促进就
业九条”，支持多渠道灵
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
展。城镇新增就业7万人
以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98%以上。纵深推进“粤
菜师傅”“广东技工”“南
粤家政”三项工程高质量
发展。

提高“学有优教”水
平。巩固提升学前教育

“5080”攻坚成果。新增
公办义务教育学位 7 万
个。全面落实“双减”政
策。推进高职院校学科
专业提档升级，推动广东
省技师学院新校区建设，
大力推进“一县（区）一公
办中职”建设。支持惠州
学院建设高水平应用型
大学。

加 快 建 设 健 康 惠
州。启动建设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中医特色重点
医院项目，加快市第二人
民医院红花湖院区项目
一期建设。发展医学重
点学科群，建设市第一人
民医院肿瘤中心。推动
全市二级中医院二甲全
覆盖。完善惠东、博罗、
龙门 3个县域医共体，办
好用好 7家“县区第二人
民医院”。推动市公共卫
生医院建设，开展各年龄
段 健 康 干 预 与 健 康 促
进，推广 29 项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

完 善 社 会 保 障 体
系。建立健全覆盖城乡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提高基本养老保险、
居民医保参保率，“银龄
安康行动”扩展到 60 周
岁。推进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加快建设长者照护
之家示范项目，建成 43
家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建成 5 个“南粤家政”基
层服务站。推动镇（街）
未成年人保护站覆盖率
20%以上。逐步完善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鼓励
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
开设托育班，实现每千
人口拥有婴幼儿托位数
2个。

推动文化旅游体育
繁荣发展。规划建设一
批各具特色、集文旅体融
合服务的“惠享文化空
间”，推出一批网红创意
景观和场所。推动慈云
图书馆、市文化馆提档
升级。围绕环西湖、环
罗浮山-南昆山、环惠州
湾三大平台，积极参与
建设大湾区世界级旅游
目的地。做优“夜色惠
精彩”品牌，培育六大文
旅夜间消费圈。增设城
乡公共空间体育设施，
新增惠民球场 100 个，谋
划建设体育主题公园，
构 建 城 市 15 分 钟 健 身
圈，着力打造“身边的运
动场”。

继续加强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持续深
化双拥工作，完善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
做好对口援藏、与黔西南
州东西部协作工作，积极
发展妇女儿童、青少年、
残疾人、红十字等事业，
着力抓好审计、统计、移
民、气象、水文、科普等
工作，推动社会事业全
面进步。

为民办实事 擦亮惠民之州品牌
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奋力书写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新篇章

“在这里能感受到我们这
一群体的归属感、社会尊严！”
在惠民驿站，网约车师傅黄荣
华竖起大拇指点赞。刚出南湖
智慧停车场的市民陈文慧说，
不用再兜兜转转找停车位，心
情都变好了……惠州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
来，“惠民利民”“方便快捷”“暖
心幸福”等成为群众挂在嘴边
的高频词。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惠州创新推出“1+10+N”（“1”
为市“四套班子”领导挂点负责
项目，“10”为惠州上报省备案
的项目，“N”为市直单位重点实
施项目）项目清单体系和“乡村
惠美、城市惠居、基层惠安、交
通惠畅、暖心惠民、和畅惠风、
数据惠众、亲商惠企、红色惠
旅、融深惠创”十大行动，全市
8510宗民生项目可感可触，着力
打造“办实事开新局·十惠行动”
品牌，上报省委备案的10项重点
民生实事已全部完成预定目标任
务，用百姓看得见的发展成效赢
得群众口碑，奋力交出党史学习
教育的“高分答卷”。

小切口带来大变化。惠州

创新实施“周六延时服务”“惠
帮办”等惠民举措，政务服务更
加高效便民；推动市中心城区
建成 22 个智慧停车场，新增停
车位 5684 个，有效缓解中心城
区停车难问题；关爱新业态劳
动者，在全市范围内推动建设
130家“惠民驿站”，有力解决快
递小哥、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
机缺乏休憩空间问题；着力解
决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陈
旧、居民特别是长者活动空间
狭小、社区治理活力不足等问
题，实施“惠民微实事”民生服
务，完成130个“惠民空间”微改
造，让人们感受到惠民之州的
温度。

为加大办实事力度，惠州
坚持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
最现实的利益出发，不断加强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
设。据统计，惠州新增财力七
成以上用于民生，就业、教育、
医疗等民生事业再上新台阶。
推进“民生普惠行动”，严格落
实教育“双减”政策，加大教育
学位供给，全市新建（改扩建）
公办幼儿园 26 所，新增公办学
前教育学位 8580 个，全年新增

公办义务教育学位 2.65 万个，
新增普通高中学位5000个。加
快医疗资源扩容提质，推动市
县紧密医联体、医共体建设，省
级区域综合医疗中心纳入全省
医疗体系建设计划，市第二人
民医院红花湖院区动工建设，9
家县级公立医院完成升级改
造。城镇新增就业约 7.5 万人、
同比增长约22%。

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是
为民办实事。接下来，惠州将
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积极建立服务平台、健
全服务体系，探索构建党组织
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
层治理格局，推动教育、医疗、
环境、住房、社会保障各项事业
加快发展，高质量建成智慧公
交、智慧停车场、道路畅通工程
等一批惠民项目，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擦亮惠民之州品牌。

今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实施惠民之州品牌提升
工程，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腾
出更多财力用于民生保障和社
会建设，大力促进共同富裕，让
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市人民。

虎年伊始，大亚湾畔，热潮
涌动。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
目已全面启动建设，恒力（惠
州）PTA 项目正加快建设……
近年来，重大项目扎堆抢滩成
为“惠州现象”，惠州经济发展
持续火热。

GDP 直逼 5000 亿元大关，
同比增长10.1%；规上工业增加
值 2082.3 亿元，增长 14.1%，工
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21.8%，工业投资大
增50.5%……2021年，惠州成绩
单令人振奋。

学史力行，以行践知。惠
州坚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双区”和

“两个合作区”建设重大机遇，制

定实施深度融入深圳都市圈行动
方案，推动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
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实现“十四
五”发展强劲开局。

今年，惠州定下了GDP增长
8.5%的预期目标，并朝着 2026
年GDP实现8000亿元的目标迈
进。为实现这一目标，惠州坚持
大抓工业发展，坚定实施产业集
群化发展战略，不断强链补链延
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打造
更具核心竞争力的“2+1”现代产
业集群，建设新型工业强市，筑牢
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计划到
2026年惠州综合实力迈入国内一
流，两大支柱产业跻身世界一流。

产业支撑城市，交通带动
产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
节点城市，惠州城市发展框架
日益舒展，“丰”字形交通一号
公路建设全面铺开，赣深高铁
建成通车，莞惠城际铁路北延
线开工建设，广汕高铁惠州段
进展顺利，惠州机场扩建、惠州
港扩能扎实推进。

2021年 12月10日，赣深高
铁通车运营当天，距离赣深高
铁仲恺站约 6 公里的惠州华星
光电项目现场，一场动工仪式
正热闹地举行，仲恺高新区启
动了半导体显示产业链百亿元
投资项目。除了华星光电高世
代模组扩产项目，还包括茂佳
科技新一代智屏模组整机一体
化产业基地项目、华显光电中
小型液晶模组项目和旭硝子显
示玻璃（惠州）有限公司扩产项

目，4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超 100
亿元，将为惠州打造电子信息
万亿级产业集群添新动能。

依托加快形成的轨道交通
网络，惠州“高铁经济”方兴未
艾，形成一条条经济走廊，正在
带动周边产业园区提质发展。

赣深高铁仲恺站位于惠州
潼湖生态智慧区创新与总部经
济区，从这里坐高铁出发，12分
钟可到东莞南站、30 分钟可到
深圳北站。在“双区”建设和深
圳都市圈机遇下，这一区域凭
借紧邻深莞的区位交通优势，
成为大湾区投资创业的新热
土，吸引一大批来自深圳等地
的项目。“这里距离深圳等大湾
区中心城市很近，交通便捷，所
以我们选择了惠州潼湖。”深圳
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郁为民说。

抢抓“双区”和两个合作区
建设重大机遇，惠州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提出，实施深度融深融湾
行动，全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度融
入深圳都市圈。融合发展、交通
先行。惠州提出，强化大湾区东
部枢纽门户地位，加快建成“丰”
字形交通主框架，全面融入“轨
道上的大湾区”。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征
程要有新担当。惠州要不断巩
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奋
力书写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
城市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贰 答好“民生答卷”
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叁 展现全新气象
加快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

实施惠民之州
品牌提升工程

《红色东江颂》成为惠州党史学习教育现象级作品

东湖旅店吸引众多
学生参观学习

市民服务中心集中式办公和提供服务，更亲民便民利民
惠州政数局供图

惠民驿站关爱新业态就业人群，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

“青少年心向党”活动，惠州让红色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大亚湾畔大亚湾畔，，大项目扎堆抢滩大项目扎堆抢滩
大亚湾区供图大亚湾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