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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粤东交通“大动脉”
赋能侨乡发展“新格局”

链
接

稳中求进谋发展，积蓄
势能再冲刺。近年来，汕头
立足侨乡优势，既稳扎稳
打、又先行先试，推动各项
事业在新时代取得新成就。

数据显示，2022年汕头
市 GDP 在 粤 东 率 先 突 破
3000亿元大关；今年上半年
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2%，增速为全省第二。“三
新两特一大”产业合计完成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85.86
亿元，同比增长 10.2%。经
济特区展现出后劲与韧性，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硬底气。

肩负新使命，侨城特区
续写新传奇。今年以来，汕
头坚定不移走“工业立市、
产业强市”之路，实施“百亿
企业、千亿产业”倍增培育
计划，“三新两特一大”主导
产业蓬勃发展。

新能源产业迎来“爆发
期”，国际风电创新港加快
建设。今年 2月，全国首个

“四个一体化”海上风电装
备制造项目落地濠江区。
据悉，项目预计总投资约45
亿元，占地面积约 36 万平
方米，建成后将成为代表行
业最高制造水平的“灯塔工
厂”，通过打造绿色零碳、数
字化、智慧能源运营的高端
工业园区，形成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今年8月中旬，2023中
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
取得累累硕果。“本次大会
聚集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域
的理论化和市场化成果，把
最前沿的信息、成果、智慧
带到汕头，将助推数实深度
融合发展。”武汉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范如国说。作为两届中
数大会的“东道主”，汕头吸

引了腾讯、阿里、华为等头
部企业布局，带动产业规模
超千亿元。数据显示，今年
中 数 大 会 吸 引 参 会 企 业
1505 家，总签约 160 亿元，
为汕头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的强大动能。

会展业依托城市产业
得以培育壮大，成为经济增
长的重要推动力。第二届
潮汕服博会和第二十二届
汕头玩博会圆满收官，在

“秀”出“三新两特一大”中
两大特色产业实力的同时，
也带来客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和创新流。据悉，第
二届服博会观展人数较首
届增长近 3 倍，展商翻一
倍，展位一位难求，酒店全
部爆满，总签约达 162 亿
元。玩博会线下观众人数
6.5 万人次，签约 108 亿元、
现场成交30亿元。

此外，产业转型、科技
创新、深汕协作均有亮眼表
现。据了解，汕头推动传统
优势产业加速转型，总投资
305亿元的国际纺织服装城
开工，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
的纺织园区。获批建设国
家创新型城市，全面启动汕
头科学城建设，粤东科技创
新策源地正升起“明日之
星”。深汕协作取得重大进
展，83 平方公里的“深圳—
汕头产业合作园区”双向同
步发力“百千万工程”。

百业勃兴，交通先行。9 月 6 日，随
着汕头南站最后一块幕墙安装完毕，
汕汕铁路全线 5 座新建站房全部外立
面完工，这意味着距离“年底全线建成
开通”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此外，梅汕
高铁、粤东城际铁路、漳汕高速铁路的
建成指日可待。交通基础设施连线成
面，将加速粤东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大局，有力助推汕头实现经济
新飞跃。

俯瞰汕头大地，一条条交通大动
脉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串联起粤东地
区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随着高铁通
道、高速公路通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十大工程”的推进，汕头作为省域
副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增强，
综合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巩固。

据 悉 ，今 年 以 来 ，粤 东 城 际 铁 路
“一环一射线”、广澳港疏港铁路动工
建设，汕汕铁路汕头段主线桥梁全部
贯通，汕头高铁站枢纽一体化工程、汕
漳铁路前期工作等加快推进。

不仅在粤东地区“走在前列”，汕
头更将借助铁路建设成为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的重要一环。截至 2022 年，
汕头境内铁路运营里程达 35.9 公里，
在建铁路里程约 120 公里。

当前，汕头推动汕潮揭都市圈轨
道交通一体化发展，畅通港口“前后一
公里”，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广澳港区三期工程纳入国家重大项目
库。汕头海湾隧道、汕北大道、中阳大
道、陈沙大道建成通车，牛田洋快速通
道主桥合龙，南澳联络线建设加快，梅
潭大桥、潮汕大桥、汕南大道潮南段、
澄饶快速路开工建设。

星罗棋布的交通基础设施逐个“点
石成金”，未来可实现全市域 15 分钟上
高速、汕潮揭半小时通勤，粤东地区 1
小时通达，珠三角及闽、赣主要城市 2
小时覆盖。

作为中国著名侨乡，从汕头走出
去的华侨遍布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随着高铁网络的日益完善，如今，
不少华侨华人期待乘坐高铁进出汕头
站往返家乡。据悉，粤东城际铁路“一
环一射线”项目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批
复的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的重要
部分，线路总长约 140 公里，最高设计
时速为 160 公里，设站 31 座，总投资约
509 亿元。其中汕头市域共设 13 个车
站，将综合开发沿线站点 TOD（以公共
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推动铁路建
设与区域经济共赢发展。

交通是现代城市的血脉。血脉畅
通，城市才能健康发展。汕头将锚定

“聚侨惠民的和美侨乡”美好蓝图，着
力打通城市交通“大动脉”，构建功能
齐全、互联互通、便捷畅通的路网规划
体系，升级区域联动新能级，赋能城市
发展“大格局”。

汕头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奋力做好“侨”文章 推动高质量发展

“
文/图 卢佳圳 赵映光 汕宣

海邦剩馥，念念厮守，粤东明珠，璀璨大美神州；南有嘉
鱼，烝然汕汕，执子之手，来番少年游……”2023 年潮团总

会会员大会上，城市主题宣传曲《少年游·汕头》用婉转的旋律
将“梦里乡愁、心灵港湾、深深牵挂”唱进了四海乡亲的心头，引
得不少侨领现场潸然泪下。

走遍天涯路，最是乡情深。家乡人民与海内外乡亲最动人
的“双向奔赴”背后，是汕头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不断提升城市
品质能级，全力推进“绿美汕头”生态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营商环境建设、文旅资源开发等重点工作，切实化侨乡优势为
可持续发展胜势，引领百载商埠跃升为粤东明珠的不懈努力。

今年以来，汕头更是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
展格局战略任务，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定不移走“工业
立市、产业强市”之路，实施“百亿企业、千亿产业”倍增培育计
划，推动“三新两特一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以“走在前列”的
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汕头实践。

写好新时代“侨”的文
章，汕头善于把握血浓于水
的乡情纽带，以高质量会议
架起海内外侨胞返乡兴业

“连心桥”，用实打实的政策
服务体系铺好“合作路”。

9月 17 日至 20 日，“共
赏明月·同心筑梦”侨助汕
头高质量发展行动暨国际
潮团总会 2023 年度会员大
会在汕头隆重举办，来自全
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50
多个潮团嘉宾参会，创下潮
团参会数量“历史之最”，
300多位侨领留下了史上最
齐的“全家福”。

侨领团聚的背后，是汕
头多维度推动落实侨务盛
会的用心举措。据了解，汕
头大力争取一批暖侨惠侨
政策，加快推进海外华文教
育创新发展中心、侨情资源

库、数字虚拟潮汕家园“三
大工程”，持续深化文化引
侨、平台联侨、政策惠侨、经
济聚侨“四项行动”，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

以“数字虚拟潮汕家
园”平台为例，该平台立足
华侨华人实际需求，集海内
外潮人互动交流、商贸合作对
接、侨乡魅力展示等多功能于
一体，以数字赋能海内外潮团
潮人交流合作新空间。

值得期待的是，在全球
潮人的大力支持下，汕头成
功获得第二十二届国际潮
团联谊年会主办权，将全力
筹办 2024 年国际潮团、潮
商“两大潮人盛会”。

家乡的繁荣进步，是全
球潮人的共同心愿。汕头
市委主要领导表示，以“侨”
作为最大的资源和优势，汕

头将举全市之力兑现办一
届“不一样”盛会的承诺，邀
请国际专业团队参与策划，
组织回访曾经举办盛会的
城市，力争讲好华侨故事、
打造文化精品。

此外，汕头坚持“请进
来”与“走出去”并重，密集
开展与海外潮籍侨胞特别
是重点侨领侨商的“面对
面”联谊交往，不断扩大海
外朋友圈。

今年以来，汕头赴泰
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开
展各类拜访活动 26 场，举
办或参加各类经贸、文化、
产业推介活动 7场，共带来
37个项目的成功签约，总签
约金额合计超 200 亿元。
一趟趟高质量的“出海”，正
赋予“过番”这一时代印记
以崭新而恢宏的定义。

文旅融合谋新求变 推动“网红”变“长红”

“有朋远方来，堪作逍
遥游。”凭借着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独特的自然滨海
风光以及地道的潮汕特色
美食，百载商埠汕头正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八方宾客前
来游玩，成为全国网红旅游
城市，旺盛的人气也让汕头
打造宜居宜业城市增添奋
进的“底气”。

深挖文化底蕴，加快创
新增“留量”是盘活文化资
源的关键一招。今年以来，
汕头市坚持守正创新，促进
文化与工业、旅游、教育、商
业等的双向赋能，擦亮潮
剧、潮乐、民俗活动、潮汕美
食等特色品牌，增强潮汕文

化的吸引力和对外影响力。
“英歌舞”“赛龙舟”“出

花园”……一场场极具浓厚
潮汕特色的民俗活动焕发
传统文化生机。5月，2023
潮汕英歌舞展演活动现场
千人起舞，踏着韵律感极
强的锣鼓节奏，众多古装
扮相的舞者对敲而舞，如
猛 虎 下 山 、又 如 万 马 奔
腾。6 月，澄海区海明公园
里浪遏飞舟，全市 18 支龙
舟队在数千名市民群众的
欢 呼 呐 喊 声 中“ 高 燃 ”竞
技。8 月，来自菲律宾、日
本和中国香港以及汕头的
150 多组家庭参与汕头市
非遗民俗“出花园”仪式，

让潮汕传统家庭文化的足
迹传播至世界各地。

从“一时红”走向“长久
红”，汕头文旅的高质量发
展仍有许多想象空间。据
悉，汕头紧抓国家促消费

“二十条”的机遇，把演艺、
体育、文化、美食与旅游相
融合，延伸出更多吸引年轻
群体的旅游新业态和新模
式，进一步释放文旅市场消
费潜力。

俯瞰汕头体育中心的
激情歌舞，首场大型演唱会
2 万多个座位座无虚席；驶
向中山纪念亭的酷炫车展，
22 辆超级跑车与来自全国
各地的网红博主火热齐聚。
汕头打造城市文旅新名片，
精彩活动“月月不断”，不少
市民惊呼：“时尚且极具个性
的潮流文化与汕头这座具有
浓郁文化底蕴的城市‘碰
撞’，妙趣横生！”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
假来汕旅客突破千万人次，
文旅市场交出了一张不俗的
成绩单。据悉，7至8月汕头
总游客数为1063万人次，同
比增长 17.47%；其中，过夜
游客数接近六成，同比增长
74.3%。汕头真正把“流量”
变成“留量”，探索出一条行
之有效的文旅创新之路。

请进来走出去并重 双向奔赴做好“侨”文章

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新两特一大产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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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打造潮人精神家园，推进小公园开

埠区保育活化工程，创建10个“最

美侨村”，建成潮汕华侨博物馆

数

出台《汕头市便利华侨华人投资制

度专项改革试点方案》，以17项具

体改革措施鼓励华侨来汕投资兴业03

04
实施全省首部跨境电商促进条例

——《汕头经济特区跨境电子商务促
进条例》

启 动“ 侨 助 汕 头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全球10个侨团商会共同发

起倡议，推介汕头投资创业环境05

小切口办好为侨服务
“十件实事”，如“侨房管
家”“侨心桥”“涉侨政务服
务专区”“惠侨寻根之旅”
等，提升广大侨胞侨眷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6

小公园“潮剧”精彩纷呈

汕头城市风光

全世界现有约1500万名

潮汕籍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其中

汕头籍约500万名01

汕头加快发展海上风电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