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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汕
尾全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610.41 亿元，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0608 元，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 41.09 亿元；2021 年，
汕尾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88.04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48095元，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52.77亿元。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实现
较快增长。2021 年，汕尾全市农林牧
渔业实现总产值 291.89 亿元，增长
14.3%；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41.45
亿元，增长 21.5%；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10.0%，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292.01 亿元，增长
9.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47.6%。

●“三驾马车”成绩表现优异。2021 年，汕尾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全省平均水平 10.6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 4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接近全省
平均水平，与珠海、韶关并列全省第 10 位；外贸出口增速
超全省平均水平 10.0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6位。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
居全省前列。

数看

发展

汕尾市城区

昔日滨海小镇如今已成门户城市

做好“红+绿”文章，通过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创造出“两山”
转化的全新路径；依托数字赋能，兜牢基层治理优化营商环境，跑出
“汕尾速度”；布局海上风电全产业链，擦亮海洋经济金字招牌，用
逐步成型的现代产业体系支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汕尾革命老区通过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让海
陆丰革命精神重焕时代光芒，并以实干当先、奋勇争先的奋斗姿态，
不断夯实发展基础、改善发展环境、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向着“建设
成为沿海经济带靓丽明珠”目标定位，迈出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坚定步伐。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实习生 李燕娟 通讯员 陈仕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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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清湖魅力无限、金町湾风
情万种、海滨街惬意自然……作
为见证汕尾发展的门户、对外展
示汕尾形象的窗口，汕尾市城区
在过去十年里通过“东拓、西延、
北扩、中优”，建成区面积由原来
的 16.9 平方公里拓展至 36.16 平
方公里，老街小巷焕然一新、文
旅深度融合，逐渐从一座滨海小
镇迈向人文魅力凸显、宜居活力
十足的现代化城市。

强化功能谋发展

汕尾市城区拥有绵长的海岸
线，但此前一直没有得到合理开
发，海洋经济主要体现在捕捞产
业上。

汕尾市城区马宫街道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威介绍，如今
被誉为“北纬22°海上香格里拉”
的金町湾旅游度假区，曾经只是
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村里污水
横流、村道狭窄，村民收入低且法
律意识淡薄，社会治安一度处于
混乱状态，原生态的海滩只能吸
引零星本地游客前来游玩。

根据汕尾的部署规划，通过
引入相关企业的整体开发后，金
町湾片区作为旅游以及休闲功
能片区，其干净整洁的环境、蔚
蓝清澈的海水、细腻的沙滩和华
丽精巧的酒店别墅，成为了汕尾
市重要的滨海旅游“打卡地”。

据统计，如今每月到金町湾登
记过夜的外来游客达数万人次，直
接带动了汕尾市城区的周边经济
发展。“过去不敢想这里会有这么
大的发展空间，现在发展成这样真
的很不容易。”居住在金町村的村
民吕先生如是说。

“过去乘坐摩托车，沿着市
区主干道，20分钟就能逛遍整个
市区，也没什么特点，现在就不
一样了。而且，我们家门口就有
高铁站，不久还会有速度更快的
广汕高铁通车。”汕尾市城区东
涌镇居民蔡女士表示，近年来汕
尾的城市面貌和交通建设变化
非常大，让她实打实地享受到了
城市发展带来的福利。

在过去十年间，汕尾市城区致
力于打通畅通“城市血脉”，先后升
级改造了吉祥路、汕马路等城市支

路、背街小巷等，完成二马路、三马
路、翠园街、澳门街和高第街等特
色街区改造建设，全力打通红海西
路、金鹏路西段、四马路等 34条

“断头路”，使得交通网络更加顺
畅，让市民的生活更为便利。

提高品质谋福祉

对于城市品质、形象的建
设提升，生态治理不可或缺。
近年来，汕尾市城区坚持绿色
发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
管理，城市环境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并且获得了“国家卫
生城市”“广东省文明城市”等
金字招牌。

“品清湖现在越来越漂亮
了。”在汕尾市城区的中山渡口，
每天都有游客早早在此排队准
备乘游艇游玩，不少人对当地景
观赞不绝口。据介绍，十年来，
汕尾市城区始终坚持将品清湖
绿色发展放在首位，并通过清理
非法养殖、打击品清湖周边违法
建设以及进行一系列生态治理
和修复，品清湖海水水质逐步改

善，黑臭水体基本
消除，沿岸景观逐步
提升，品清湖摇身一变
成为生态之湖、景观之
湖、人文之湖，加上全省最
长的试点碧道——品清湖万
里碧道建设完成，品清湖已成
为游客在汕尾游玩的好去处。

顺着改革发展大势，汕尾在
科教文卫领域也不断发力，着力
打好民生攻坚战，切实增进百姓
福祉，扎实推进革命老区建设。
其中，在整合优化教育资源方
面，汕尾市城区积极推进中小学
校长教师“县管校聘”管理体制
改革，顺利撤并“麻雀”学校 19
所，新改扩建学校 20所、幼儿园
10 所，获得“广东省推进教育现
代化先进县区”称号。

汕尾市城区还加快推进区医
疗集团建设，大力推动医联体改
革，建立健全区、镇（街道）、村
（社区）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完善，获得

“广东省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荣誉称号，用实际行动持续
增进百姓福祉。

成
长

数字赋能夯实发展基础B

党建引领带动乡村嬗变A
每逢节假日，在汕尾市城区

捷胜镇军船头村，拥有 70 间客
房、最多可接待 600 余人举办宴
会和会议的荷塘观芸酒店人来人
往，不少游客是慕名而来。近年
来，军船头村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和产业项目建设，荷塘观芸酒店
成为了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吃
上“旅游饭”的重点项目。

坐落于“粤东沿海第一高峰”
莲花山脚下的海丰县温厝村，近
年来同样紧抓农旅融合发展契
机，接连建成了茶壶广场、茶艺体
验街、观茶鸟巢、观景平台等多个
景点，一跃成为了乡村振兴典范，
乡村旅游品牌响彻省内外。

走进陆丰市金厢镇，长达数
公里的“金厢银滩”和“周恩来渡
海处”红色景点是游客必到的打
卡点，而在村居院落、村道两边房
屋外立面徐徐展开的一幅幅气势
磅礴的红色题材画卷更是打响了
金厢“彩虹小镇”的美名。

“看到家乡大力推动乡村振
兴，我就萌生回家乡创业的想
法，想通过这里的特色沉香产业
帮助村民致富。”在外创业的青
年陈佳明于 2018 年受邀回家乡
陆河县河口镇北中村参观时，听
说了革命时期红军战士在北中
村利用沉香粉治疗伤病的故事，
了解到古代陆河沉香是朝廷贡
品等历史情况后，决定回乡创业
发展沉香产业。

漫步在如今的汕尾，最动人心
魄的图景之一便是焕然一新的乡
村风貌。近年来，汕尾以党建为引
领，全面铺开22条乡村振兴示范
带建设，整合了各镇村现有资源和
条件，在空间上分北部绿色山区
带、中部平原精品农业带、南部滨
海蓝色带，总长达672.4公里，覆盖
行政村284个，沿线村庄、旅游配
套设施、道路、田园整治等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乡村
振兴呈现出勃勃生机。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的汕尾，
拥有 455 公里优质海岸线、881
个海岛，海岸线长度居广东省第
二、粤东第一，海岛数量为全省之
最，是粤港澳大湾区连接粤东地
区的战略支点。如何筑梦深蓝，
以海强市？汕尾在积极探索后提
出了破题之举——充分利用丰富
的海域资源和工业基础，布局海
上风电全产业链，持续壮大特色
海洋产业。

如今，走进位于陆丰市碣石
镇的汕尾海洋工程基地，除了有
风机生产外，海底电缆、塔筒、桩
基等多家海上风电主设备生产
企 业 也 已 经 在 园 区 内 集 聚 投

产。同时，园区还在规划建设码
头，建成后整个园区就是一条完
整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
汕尾革命老区奋发向上的蓬勃
动力清晰可见。

除了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外，
汕尾目前还着力打造电子信息
制造、大石化新材料及新能源等
5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新能源汽车、海洋生物、数字经
济等N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积极
构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5+
N”先进制造业集群，积极实施
产业链招商，使得一产优、二产
强、三产活和海洋经济、数字经
济引领发展的“3+2”现代产业

体系逐步成型。
汕尾还依托海洋资源优势持

续壮大多个特色产业，推动美丽
资源转变为美丽经济，成为带动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
其中，位于汕尾市城区红草镇远
近闻名的“中国蚝乡”晨洲村，近
年来走上了生态化养殖、规范化
产业运营的道路，并且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蚝”文化，蚝产业年产
值达4.6亿元。

如今，拥有秀丽风光和丰富
海产资源的晨洲村，是人们休闲
娱乐、寻径探幽的好去处，也是汕
尾市城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起点。

革命老区重焕光芒
海上风电筑梦深蓝

汕尾依托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全力打
造现代化滨海城市

跨
越

汕 尾 正 充 分 利 用 丰 富
的海域资源和工业基础，布
局海上风电全产业链。图
为汕尾海洋工程基地

变
迁

汕尾重要的旅游
“打卡地”——金町湾

汕尾依托海洋资源壮大多个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图为“中国蚝乡”晨洲村居民分拣生蚝

汕尾市城区面貌焕然一新

汕 尾 紧
抓 农 旅 融 合
发 展 契 机 ，
着 力 打 造 乡
村旅游品牌

一头短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时
刻上扬的嘴角……罗晓梅干练优雅的形
象和专业风趣的解说水平，给不少到汕尾
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参观的游客留
下深刻印象。从踏上心驰神往的红色热
土，到成为汕尾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
讲解员，扎根汕尾以来，罗晓梅不仅亲眼
见证了汕尾近十年红色文化的蓬勃发展，
也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汕尾红色文化建设，
并立志要将海陆丰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再续红色情缘

罗晓梅于 1961 年 9 月出生在重庆，父
亲是抗美援朝老兵。从小在红色家风浸
润下成长的她，有着特殊的“红色情结”。

1987 年，罗晓梅跟随转业的丈夫来到
了“东方红城”——汕尾海丰县。踏上这
片革命先辈们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
土地，罗晓梅心中的火苗再次被点燃，她
立志要为汕尾的红色文化传播贡献自己
的力量。

“十年前，汕尾的红色资源就如同‘沉
睡的宝藏’，还未被充分挖掘出来。”罗晓
梅回忆说，她于 2000 年 7 月起开启了自己
在 海 丰 红 宫 红 场 旧 址 纪 念 馆 的 讲 解 生
涯。为了做好讲解这门“艺术”，不让先烈
事迹的光辉因自己的解说而褪色，她勤学
苦练，把近十万字的讲解稿从崭新翻到破
旧，直到脱稿背出。同时，她不断拓宽自
己的知识面，认真研读有关汕尾革命英雄
的书籍，向专家学者请教，并深入走访多
处红色遗址遗迹，让自己的讲解内容更加
翔实、更能打动人心。

就这样，在纪念馆的领导和同事们的
帮助支持下，罗晓梅不断成长，努力使彭
湃精神和红色文化从纪念馆走向社会，从
课堂书本走向大众心里，让海陆丰革命精
神熠熠生辉，成为激励无数海陆丰儿女前
进的不竭力量源泉。

传承红色文化

“作为一名讲解员，我始终把弘扬彭
湃精神、传播红色文化作为使命来担当。”
罗晓梅说，近年来，她一直在朝着“做一名
优秀的学者型讲解顾问、资深讲解员”的
方向努力，为传承好海陆丰红色文化，作
出应有的贡献。

为此，罗晓梅近年来在做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传帮带”，经常为汕
尾当地的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学生们上
党课，也多次参与省内外各大专院校的志
愿者、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的宣讲教育工
作，培育了一批“红色文化小小讲解员”，
让青少年走进海陆丰革命历史，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让海陆丰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值得一提的是，罗晓梅还独立编写了
红宫红场旧址的旅游版讲解词，并在不断
提高自身修养和讲解水平的同时，着重培
养新一代讲解员。罗晓梅表示，自己年纪
大了，培养热爱这一行业的讲解员，是义
务更是责任，自己愿意尽心尽力，协助做
好这项传承工作。

由于表现突出，罗晓梅获得“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广东
省三八红旗手”“广东好人”“广东省基层

宣传文化能人”“南粤十大网
络正能量榜样”等多个荣

誉称号。

稳定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和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是汕
尾发展的关键基础之一。党的
十八大以来，广东政务信息化工
作按下“快进键”，数字政府基础
框架初步形成。搭乘这一东风，
汕尾近年提出“奋战三大行动
奋进靓丽明珠”，围绕打造“全
省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
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目
标，以数字赋能推行线上线
下融合的一体化服务模式
的新成果，既有力地保障
了社会安定，也促进了经
济发展。

其中，“民情地图”
是汕尾以党建引领，横
向全面筑牢镇、村、组
三级战斗堡垒，纵向
推行“网格化+大
数据+群众路线”
治理模式，构建
“三横三竖”到

边 、到 底 的
“田”字型基

层社会治理
新 格 局 的
有 力 抓
手 。 该
系统还
开 发

了“善美民情”“善美网格”“善美
村居”三个分别面向领导干部、全
科网格员和群众的子系统，形成
疫情防控、民生服务等多个应用
场景。

基于上述体系，汕尾在全市
划分大网格56个、中网格 860多
个、小网格 4500 多个，可以更精
准快速发现问题、快速响应综合
研判、快速平衡保障各方利益解
决矛盾点，使得绝大多数社会矛
盾被化解于基层，实现了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街）。

此外，汕尾还以“民情地图”
为切口，将数字化转型和改革思
维延伸到了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
优化等领域。目前，汕尾在全省
率先实现政务服务预约、叫号、受
理、评价“四个统一”；率先创建

“无证明城市”；率先推出“开办
超市”等 18 个高频特色“全生命
周期一件事”；率先打造营商一体
化平台——善美店小二；率先打
造一体化监管平台，将全市政务
服务事项纳入在线监管。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和
群众办事效率全面提升，也吸引
了许多优质企业落户汕尾。相
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汕尾
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同比
增长3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