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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早上，同安新城片区指挥
部召开例行工作碰头会，接近中午时
分会议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一个
新的安置房项目涉及用地和规划，大
家纷纷讨论提出意见，一时难有定
论。指挥部负责人直接拿起电话，向
规划部门询问起细节，等到问题全部
解决，已经过了午饭时间。

这样的工作场景，在同安新城片
区指挥部几乎随处可见。自今年初片
区指挥部调整成立以来，“效率和实
绩”成为这支全新队伍的共识。市委
组织部多批次选派精英力量到同安新
城片区指挥部挂职并安排优秀组工干
部到指挥部开展蹲点调研，提振新城
广大干部的精气神，推动新城各项工
作高效开展。来到新城的挂职干部们
克服困难，把办公桌“搬进”项目一线，
在基层挥洒汗水书写精彩人生。招商
引资、土地征收、项目推进等重点工作
现场，都成为干部们比拼的考场。

新城冲刺“产城人融合高地”的目
标，核心在党、关键在人。陈江生表
示，同安新城片区指挥部将坚决扛起
责任担当，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带领
广大干部在创新制胜、稳进提质中推
进重点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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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而上，稳健前行。去年底，市重大片
区进行优化调整，同安新城片区指挥部成立，
发展的区域面积从原来环东海域新城的118
平方公里缩减至目前的35平方公里。然而，
新城的发展并未因片区的调整有丝毫减缓
——相反，包括重点项目、民生配套、招商引
资、土地征收等事关新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
工作高效而有序，新城发展提档加速。

今年以来，同安新城始终深入践行“跨岛
发展”战略，紧抓厦门科学城建设的有利契
机，通过“稳进提质项目攻坚”“招商引资创新
突破”“发展提质保障民生”“党建引领精细管
理”等实践抢出新担当、抓出新成效。

从7月份开始，位于同安新城银城智谷
的爱琴海购物公园和欧丽洛雅家居广场相继
启动招商工作。这两大商业综合体预计在
2023年12月正式开业。与此同时，新城核
心片区的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已经接近尾声，
即将在今明两年内竣工投用——银城智谷一
期两栋超高层装修施工已完成约90%；新经
济产业园4号地块已开园投用；环东海域医
院正在准备预验收工作，未来将由哈尔滨医
科大学负责运营。

“项目是新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器，事
关新城发展的一批重大项目谋划也在加快
推进。”新城片区指挥部副总指挥陈龙津介
绍，在上半年，新城策划生成了包括厦门数
字工业计算中心、同安新城市民服务中心在
内共32个项目，新开工的市教科院附属中
小学等21个项目均超序时加速往前推动，
势头迅猛，这些项目将为新城未来的发展积
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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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7日，厦门科学城基金湾区在同
安新城厦门新经济产业园正式揭牌，打造集

“产、投、融”于一体的特色金融服务集聚高地。
“以资本‘活’推动产业‘强’。”陈江生表示，厦门
科学城基金湾区可望为新城的资本招商和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基金湾区的设立只是同安新城创新突破推
进招商引资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同
安新城片区指挥部一方面加大科学城核心区的
招商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私募基
金与实体产业有效衔接，打造“基金+产业孵化
聚集区”和“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同安新城片区指挥部副总指挥黄永鸿介
绍，市里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从创新创业服务、
金融支持和人才保障等多维度支持企业入驻科
学城，助力厦门科学城在同安新城加快形成产
业集聚态势。6月28日上午，厦门科学城未来
产业园（轻工园）同步揭牌，首批入驻企业在当
天完成签约、正式进驻。未来，园区将聚焦新材
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

以科学城建设为契机，同安新城坚持科技创
新、突出产业创新、探索制度创新，构建起“产业业
态、城市形态、人才生态”三态融合的创新生态。
从年初开始，智能家居行业人才交流会、等高端
人才交流活动几乎每月都会在新城举行，科创类
人才工作服务站成为新城高端人才的“家”。

“我们将持续打造高新人才雁阵，抢抓人才
第一资源，健全‘高精尖缺’人才谱系。”陈江生
介绍，新城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才，指挥部将发挥
厦门科学城对人才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以优质
项目吸引人才，助力优秀人才扎根新城，加快推
进一批创新性项目的招商引资。

民
生
优
先

持
续
提
升
居
民
获
得
感

一条浪漫线横跨集美、同安、翔安三个区，全长
50.6公里，每逢节假日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
次。管养、维护都考验水平，要如何管理好这条

“线”？同安新城片区指挥部在“共”字上下功夫——
以问题为导向，从组织机构切入，指挥部牵头把相关
职能单位统筹起来，细化职责及分工，开创了浪漫线
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目前，同安城建公司、路桥体育集团、海沧城建
公司分别负责浪漫线运营管理工作、绿化管养工作；
执法中队等驻防浪漫线，实施执法权，多方力量协同
开展浪漫线社会管理工作。

“对浪漫线的管理提升，是群众的呼声，也是新
城建设逐步完善之后，我们需要面对的管理上的新
课题。”同安新城片区指挥部常驻副总指挥陈忠告诉
记者，按照共建、共谋、共治、共享的原则，同安新城
探索出提高基层综合管理服务水平的新路径，也通
过浪漫线的变化让居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办实一件事，赢得万人心。”惠及民生始终是同
安新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上个月，市教
科院附属中小学开工建设，五缘实验学校同安校区
计划在今年10月开工。两所新建的市属名校和同
安一中滨海校区、厦门实验中学这两个名校扩建项
目，预计累计可为同安新城增加学位超过1万个。

新城片区指挥部在“有学上”“上好学”上持续发
力。“今年以来，我们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和创新，加快
补齐教育短板。伴随着优质教育资源的持续投用，
新城已经形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优质完备的教育体
系，有力地推进区域教育水平再上新台阶。”同安新
城片区指挥部第一副总指挥郭金炼介绍。

据了解，今年同安新城还将在教育、医疗、养老
等公共服务上加大投入，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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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珺 通讯员 颜伟强
市教科院附属中小学动工建设，基

金湾区落地厦门科学城核心区，建立起
共建、共谋、共治、共享的基层综合管理
服务体系……如今，精细化管理和创新
引领，成为同安新城最靓丽的发展底
色。

今年上半年，同安新城固定资产投
资、建安投资、招商引资和土地征收等
工作取得不俗成绩，分别完成年度计划
的85.7%、67.6%、108.6%和396.6%。

“在建项目抓进度、落户项目抓开
工、谋划项目抓前期，我们要环环相扣
做好管理服务工作，确保各类项目有序
推进。”同安新城片区指挥部常务副总
指挥陈江生表示，新城指挥部将扎实推
进精细化管理，在创新发展上求突破，
在稳进提质上见成效，以持续巩固高质
量发展成果，夯实新城“产城人”融合高
地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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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新城蓬勃发展。
图为银城智谷片区。
（本报记者 黄嵘 摄）

攻坚提质 创新增效 精细化管理

打造产城人融合高地
同安新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同安新城滨海旅游浪漫线。（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根据日前出炉的
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显
示，我市65家企业上榜，数量位居全省首位。
我省其他地市上榜企业数量为68家。

我市专精特新“国家队”再添新力量，截至
目前，厦门市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

“小巨人”企业31家，占全省47%；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144家，占全省50%；市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1027家。

此次上榜的 65家厦企中，大部分聚焦
工业“六基”领域（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
础元器件、关键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
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在产业链关键
领域实现“补短板”“填空白”，主导产品为

国内外知名大企业配套。数据显示，这 65
家企业拥有 I 类知识产权总数 1242 项，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总额 180.63 亿元，同
比 增 长 39.25% ；2021 年 研 发 经 费 总 额
15.28亿元，同比增长36.79%。

创新是“专精特新”的灵魂，过去一年，这
65家上榜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平均为8.23%，

研发人员占全部职工的比重平均为29.5%。
“专”和“精”是上榜企业显著特征，这65家企
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平均为55.65%，主
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平均为98.69%，
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平均为26.8%。

从行业分布看，这 65家上榜企业分布
在计算机、电气、专用设备、软件信息技术等

多个领域，其中从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的上榜企业最多，为15家。其
次为专用设备制造业企业，10家上榜。再
次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7 家上
榜。此外，还有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多个领
域。

新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布
65家厦企上榜 数量全省最多

分布在计算机、电气、专用设备、软件信息技术等领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平均5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