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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苏区绿色发展 文化之乡涌现新活力

秋时节，世界客都处处好“丰”景；梅
江悠悠，红色苏区迎来新发展。
梅汕铁路建成通车，正式步入“高

铁时代”；梅州综保区封关运行，建起首
个国家级发展平台；获评“世界长寿之
都”“东亚文化之都”“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全国社会治理创新典范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

市”……党的十八大以来，梅州发展跑
出了“加速度”。作为广东唯一全域属
原中央苏区的地级市，梅州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眼下，梅州产业提速发
展，重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综合实力
迈上新台阶。羊城晚报密切关注梅州
经济社会发展，见证梅州十年来的跨越
与变迁。

金

三河坝战役纪念园、九龙
嶂革命根据地旧址群、中央红
色交通线大埔旧址群、中央九
月来信传达地梅县同怀别墅
……漫步在梅州，红色元素随
处可见。作为全国著名革命老
区，广东唯一全域属原中央苏
区的地级市，梅州全市列入“广
东省红色遗址名录”的红色遗
址多达509处。

梅州提出，在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城市文脉中汲取强大精
神力量。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当地创新形式，丰富载体，以

“1+10+N”总体工作思路，不断
延伸党史学习教育触角，掀起党
史学习教育热潮。为更好地传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
化，羊城晚报曾刊出《梅州大埔：

“摧不垮打不掉”的红色交通线》
《梅州：活化利用熊锐故居 三馆
一体述说历史》《梅州五华：追寻
红色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等多
篇报道。

苏 区 风 骨 ，薪 火 相 传 。
挖掘党史资源、编印红色书
籍、更新红色地图、开展革命
遗 址 大 普 查 工 作 …… 近 年
来，梅州加大对红色资源开
发保护的力度，依托生态资
源优势，通过“红+绿 ”融合
发展盘活红色文化资源。眼
下，梅州大力实施《梅州市红
色 旅 游 发 展 规 划（2018—
2035）》，旨 在 创 建 一 批 富 有
感染力和震撼力的红色旅游
景区，力争把梅州打造成为

“ 广 东 省 红 色 旅 游 典 范 城
市”、全国“原中央苏区红色
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示
范区”。

与此同时，梅州持续开展
“绿满梅州”大行动，成功申报
国家首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率
先在全省实施林长制和建设
国储林项目，自然保护区（50
个）、森林公园（93 个）数量居
全省第一，获评“国家森林城
市”。在大力发展绿色工业，
探索构建与生态发展区相适应
的绿色产业体系新路径的同时
制定乡村振兴“1+N”政策，创
新方法和路径，加快推动以产
业振兴为重点的乡村全面振
兴，不断增强农村内生动能、
发展活力，努力形成古镇与良
田共存、产业与乡村共兴的生
动局面，推动梅州乡村振兴持
续走在全省前列。对此，羊城
晚报曾刊出《梅州：续红色血

脉 写绿色传奇》《梅州：红色
苏区加快振兴，绿色发展探出
新路》等多篇重磅报道，见证
助力当地发展。

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级
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世
界客都梅州拥有深厚的客家
文化底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并成为了 2023 年“东亚文
化之都”。为传承和发展优秀
岭南文化，更好地挖掘和弘扬
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色，2021
年 7 月 29 日，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携手羊城晚报社倾力打
造了《客家文脉》全媒体专刊，
解码“世界客都”深厚的人文
内涵，立体透视相关经济社会
民生热点。

《客家文脉》以“新闻为
眼、文化为脉”，在梅州创建

“东亚文化之都”之际刊出《赓
续 历 史 文 脉 传 播 客 家 文 化
梅州全力创建“东亚文化之
都”》，让更多群众了解客家文
化，感受梅州魅力；在广东汉
剧传承研究院在毛里求斯的
路易港设立“广东汉剧海外
（毛 里 求 斯）传承推广中心”
后，推出《“南国牡丹”吐新蕊
广东汉剧传佳音》，向广大读
者、观众展示“南国牡丹”之
美。《客家文脉》多期聚焦“文
化之乡”梅州人文历史、文脉
传承、文化建设的精彩内容受
到群众喜爱。

“叮咚，前面到站梅州西站，
请到达本站的乘客做好准备。”
2019 年 10月 11日，梅汕铁路正
式开通运营，羊城晚报头版刊出
《梅汕高铁今天开通！》报道，见
证“世界客都”通高铁的历史时
刻。该条铁路开通后，梅州融入
广深“三小时经济生活圈”。

《梅河高速：广东客乡的“兴
隆之路”》《梅州梅县区织就苏区
振兴路网，奋力创建城乡交通运
输一体化全国示范县》《梅龙高铁
首 联 跨 高 速 公 路 连 续 梁 合
龙》……从梅汕铁路通车、梅龙高

铁建设、瑞梅铁路获批建设，到构
建内联外通高速路网、成功创建
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市，再到
机场航线航班进一步优化加密
……十年来，羊城晚报见证了梅
州不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硬实力”显著提升的变迁过程。
建好基础设施之网，夯实高

质量发展之基。党的十八大以
来，梅州能源、水利和信息基础
设施加快建设，韩江高陂水利枢
纽工程基本完工，梅州市投资最
大的单体基建工程梅州（五华）
抽水蓄能电站首台发电机组提

前一个月投产，创造国内抽水蓄
能电站最短建设工期纪录，500
千伏闽粤联网工程、500 千伏五
华输变电工程、天然气主干管网

“县县通”工程加快建设。
近年来，梅州“狠抓发展第

一要务、全面激活内生动力”，蹄
疾步稳迎接新发展阶段。梅州
综保区、国际无水港、跨境电商
综试区以及一批产业项目不断
跑出“加速度”。2021年，梅州规
上工业增加值 271.22 亿元。烟
草、电力、建材、电子信息、机电
制 造 业 五 大 支 柱 产 业 增 加 值
229.7 亿元；全市 10 个省级工业
园区（含集聚区）实现工业增加
值116亿元。

眼下，梅州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正全力
以赴大招商、招大商、招好商，打
造懂企业、懂市场的阳光政府，
想企业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实现多方共赢，奋力推动梅州苏
区加快振兴发展。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作为
全国“最具安全感城市”“最具幸
福感城市”，梅州还成功入选全国
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
市，连续3年摘得“全国社会治理
创新典范城市”称号，18个村（社
区）上榜广东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创建单位名单。近年来，
梅州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
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
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打
造“枫桥经验”梅州模式，着力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梅州、法治梅
州，努力打造苏区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梅州样板”。

梅州综合保税区
广东首个内陆型综保区

梅州综合保税区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获国
务院批复设立，是广东首个内陆型综保区、梅
州首个国家级发展平台，位于梅兴华丰产业
集聚带核心区——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二期规划范围内，批复面积 2.53 平方公里，
一 期 建 设 面 积 1.46 平 方 公 里（封 关 围 网 面 积
1.29 平 方 公 里），二 期 规 划 面 积 1.07 平 方 公
里。2022 年 3 月 28 日，梅州综合保税区正式
封关运行，为梅州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推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

据悉，综合保税区内重点发展以保税加
工为主导、以保税物流为支撑、以保税服务为
配套的产业，重点打造先进制造、综合物流、
国际贸易（含跨境电商）、现代服务四大核心
产业体系。眼下，为构建货运集散、内畅外联
的发展格局，梅州综合保税区在推进二期项
目的同时，还推进投资 5.3 亿元的梅州国际无
水港（松棚铁路物流基地）项目建设。梅州国
际无水港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建成，与梅州综
合保税区实现“区港”联动、协同发展。未来
以梅州国际无水港为起点，梅州将加快融入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海 西 经 济 区“ 交 通 圈 ”“ 经 济
圈”，与盐田港、汕头港、潮州港等形成“山海
联动”，成为粤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现代铁路
物流中心。

梅汕铁路
结束了梅州不通高铁的历史

梅汕铁路是广东省境内一条连接梅州市与
潮州市的高速铁路。

梅 汕 铁 路 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 动 工 建 设 ，
2019 年 10 月 11 日开通运营，是广梅汕快速铁路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先建段，兼顾城际客流
与中长途客流的快速客运铁路。线路正线全长
122.4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线路北起梅州
市梅州西站，途经梅州、揭阳、潮州三市，在潮
汕站与厦深铁路接轨，全线设梅州西、畲江北、
建桥、丰顺东、揭阳北、揭阳潮汕机场、潮汕站 7
个车站。

梅汕铁路建成后，结束了梅州不通高铁的
历史，沿线城市至广州、深圳、厦门等城市的时
间大幅缩短，粤东及粤东北地区融入广深“三小
时经济生活圈”，加快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带
动粤东及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广东各地
区经济社会平衡发展。

梅州（五华）抽水蓄能电站
梅州市投资最大的单体基建工程

梅州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简称梅蓄项目）
位于五华县龙村镇黄狮村，是国家《水电发展

“十二五”规划》《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规划》的重点项目，是广东省“十二五”规划新
开工、“十三五”规划续建的重点项目，也是梅
州市投资最大的单体基建工程，市、县“头号
工程”。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 240 万千瓦，总
投资约 120 亿元，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投
资 70.51 亿元，建设 4 台机组（共 120 万千瓦），
建 成 运 营 后 年 税 收 约 1 亿 元 ；二 期 在 一 期 的
基 础 上 新 增 建 设 4 台 机 组（共 120 万 千 瓦）。
项目预计 2025 年底全面完成建设，届时两期 8
台机组共 240 万千瓦投产发电运营，年税收约
2 亿元。

据悉，抽水蓄能电站是目前最成熟、最经
济、最可靠的大规模储能设施，具有上、下两个
水库，在夜间用电低谷时，将山下水库的水抽到
山上，白天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这就相当于
把电存起来，随时可以调用，帮助电网顶峰发
电，能顺利帮助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大规
模、高比例接入电网。

州梅梅
文/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通讯员 江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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