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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老厦门人的心目中，杏林是和工业联系

在一起的，发电厂、糖厂、纺织厂、玻璃厂……从拱卫
厦门本岛的工业“卫星城区”，到大陆首批台商投资
区，再到跨岛发展战略第一站，集美新城的建设，杏
林的经济发展也在不断转型升级、创新开拓，成为厦
门在跨岛发展战略实施进程和新城建设中，一个具
有代表性意义的城区。

产业大升级 经济有活力
杏林街道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不断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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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软件园三期已成为杏林街道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依托。

在今年的投洽会上，华为揭晓了其首个
开发者创新应用中心，以厦门为基地构建基
于华为多个根技术的软硬件生态。据介绍，
早在2018年华为最初进入厦门、建立Dev
Cloud创新中心时，就选址落户于集美区杏
林湾畔的厦门软件园三期，服务传统制造业
企业和软件开发类企业上云。作为国家级的
软件开发引智基地，厦门软件园三期正是起
源于杏林街道，这里，正在成为东南沿海创新
型产业的汇聚区。

“我们不仅有一批像生产卫浴家居产品
的路达工业、研发生产汽车轮圈与钢结构的
日上集团这样在杏林耕耘多年的工业企业，
也新汇聚了一批创新型产业，除了华为两大
创新中心，还有中构新材料、好慷在家、雅马
哈发动机等。”杏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厦

门不仅风景优美、城市颜值高，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花园城市，同时在实业和新兴产业方面
也毫不逊色，厦门经济结构中，工业产值占比
已超过40%，而杏林依托于原有的工业基础，
也在快速转型、谋求突破。

“推动产业更新迭代、推进经济结构优
化是杏林一直在做的工作，现在已经有了可
喜的进步，但我们依然认为还有增长空间，
特别是软件信息产业、总部经济、文化演艺
旅游业这些目标产业，同时原有的传统优势
工业也面临升级，需要我们持续推进。”杏林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据悉，今年1月至9
月，杏林街道实现财政总收入33.36亿元，同
比增长47.1%；实现街道本级收入3.96亿元，
同比增长69.5%，两项增幅均在集美区排名
第一。

定期走访、为企业办实事，是杏林街道的日常工作。
（杏林街道 供图）

服务企业
赋能产业持续发展
今年7月，杏林街道辖区一家轻纺企

业的董事长，在出差途中专程打回电话，表
达对政府有关部门的感谢，并表示对接下
来街道各项工作要全力支持。其背景是，
仅今年第二季度的3个月时间，杏林街道
就为这家企业办了三件实事，让企业颇为
暖心。“围绕营商环境提升为企业办实事是
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做的。我们要求每位挂
钩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每月走访联系企业至
少一次，每季度至少为企业办一件实事，以
此帮助企业走得更好。”杏林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

据介绍，去年以来，杏林街道高效落实
集美区委区政府有关会议精神，率先出台
《杏林街道支持工业企业增产留才暂行办
法》等政策，在集美区惠企纾困措施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做优服务。街道
领导带头精准走访挂钩企业，了解企业经
营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同时对政策进行详
细解读，发挥政策赋能作用，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

今年4月，杏林街道又策划实施并印
发《关于开展“我为企业办实事”活动的通
知》和《杏林街道服务企业项目清单》，向辖
区企业提供七个方面24个项目的企业服
务大礼包，精准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辖区不少企业受益于这一服务。近日，
杏林街道还举办首届企业家沙龙，以“政企
面对面，共话新征程”为主题，邀约辖区28
家规模以上企业和商会企业代表面对面交
流，了解困难和需求，以便后续的工作更有
目标性。

据介绍，接下来杏林街道还将升级企
业服务大礼包2.0版，计划引入第三方企业
参与企业精准服务、围绕“一趟不用跑”的
目标建立智能化办事大厅，从而进一步提
高政府办事效率，提升营商环境。

8月6日，杏林湾畔烟花绽放，一场大型
水上实景焰火秀刷爆了朋友圈，这已经是好
慷在家发起的第十一个国际家政员工节。
作为一家将互联网与家政服务业相结合的
创新型企业，好慷2016年落户杏林湾后，取
得了爆发式的发展，到2017 年，营业额比
2014 年增长46 倍，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
服务全国31个城市的家政行业龙头企业，
成为与集美新城共同成长的范例之一。

“最近两年，杏林街道招商引资的综
合得分在集美区中名列前茅，在保持房地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在下大
力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杏林街道方
面表示。2020年，杏林街道经济指标综合
排名在集美区各街道中位列第一；2021
年，杏林街道累计完成招商项目落地72

个，注册资金39.67亿元，其中，外资到资
同比增长83.33%；2022年上半年，杏林街
道财政本级收入增幅位列集美区第一。

在招商引资方面，杏林街道下足功
夫，强化招商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履职尽
责评价榜”作用，调动干部积极性，同时主
动对接招商服务机构，搭建商会协会服务

“一站式”平台，依托新城核心区，聚焦以
软三为重点的软件信息业和以营运中心
为重点的楼宇总部经济。同时，盘活历年
存量结余资金参与基金项目跟投出资，推
动招商项目更好更快产生效益。此外，杏
林街道还以杏林老工业区提升改造为契
机，为落后产能退出、新兴产业进驻争取
相关政策支持，力争产业空间优化提升，
推动杏林老工业区有序“腾笼换鸟”。

产业更新 大力推动创新发展 招商引资 奠定经济发展未来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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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软件园三期已成为杏林街道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依托。
（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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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舒琪
住宅小区是城市的细胞。当文明风尚涤

荡城市大街小巷，全域蝶变或许就是从一个小
区、一个楼道开始。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基层治理“最后
一公里”，市建设局创新推出“大物业”管理模
式，着力破解“无物业”小区管理难题。

这是一次探索，将推动党建引领下无物业
小区逐步实现从“社区管”到“居民自管”再到

“有物业管”的发展新路径，不断提升城市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也是一次
破题，试图解决无物业小区居民自治意识弱、购
买服务意识低、管理“脏乱差”等问题，构建小区
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
活新期待，为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贡献力量。

用“大物业”管好无物业小区
市建设局探索推出新模式，逐步实现无物业小区从社区管到居民自管再到有物业管

“大物业”试用期间暂不收费
让居民“先尝后买”
位于梧村街道的橡胶新村中，一份公示

文件正在引发居民广泛讨论——思明城建
集团的全属子公司思明市政事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事业公司”），将正式进
驻开展物业服务，解决小区“无物业”的管理
困境。特别的是，公示中提到将给小区居民
一个月的免费试用期。试用期结束，居民根
据满意度再来选择是否进行接下来的付费
委托。

推动“大物业”管理模式落地，离不开居
民的理解和支持，分步推动。因此，市建设
局鼓励“大物业”管理单位在试行期间，采取

“先尝后买、共建共治、长效管理”的方式，对
无物业管理小区“只服务、不收费”，让居民
感受到物业服务为生活带来的改善作用。

“居民满意再委托，这是一次新的尝试，
也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市政事业公司副
总经理郭阳说，试用期开始，物业服务工作
也就正式开始了。他们将主要开展三项行
动——亮灯行动，对老旧小区内楼道、公共
空间的缺失灯具进行维修补足；清风行动，
实施全小区的刷洗清扫及绿化提升；品质提
升行动，聚焦居民实际需求，设置晾晒区、电
动车充电区域等。

试用期结束后，居民如果同意付费委
托，前三年的物业费也很低廉，我市将以政
府补贴的形式，按照“小区公共收益补一点、
居民再出资一点”的方式，逐步培养居民“花
钱买服务”意识。三年推进期结束后，业主
再共同表决，是否同意管理单位以符合市场
行情的物业服务标准收费。市建设局物业
管理处负责人提到，之所以设置试用期、推
进期，除了考虑到要切实提高居民的接受度
外，也在考验管理单位的服务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为指导和督促“大物业”
管理单位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市建设局还提
出探索由街（镇）等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建立
考核机制，综合“大物业”管理片区的管理实
际和服务难度，结合物业服务收费率、居民
满意度、小区文明创建、星级评定等情况制
订相应考核标准。考核结果与政府以奖代
补金额、企业和项目经理信用评价、评优评
先等挂钩。

目前，思明区、湖里区已先行试点“大
物业”管理模式。其中思明区委托思明城
市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
明城资”）对鼓浪屿开展“城市管理运营”
模式，湖里区委托愿景集团对东渡片区实
施“投建管运”一体化模式。

●全岛整合运营居民生活更有幸福感

“呼叫，在大德记浴场附近沙滩发现
垃圾，请立即清理。”昨日，在思明城资的
智慧运营调度中心，定时起飞的无人机巡
查发现沙滩上的垃圾，后台立即派单给附
近网格的工作人员，垃圾被及时清除。

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鼓浪屿上演。
近年来，思明区委区政府及鼓浪屿管委会
借力思明城资，创新采用“全域智能运营”
模式，对鼓浪屿的城市公共空间、公共资
源及公共项目实行全流程“管理+服务+运
营”，最终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会
广泛参与的新型城市治理生态圈。

值得一提的是，运营企业将老旧小区
的物业管理与“大物业”片区资源捆绑打

包，并辅之以增值服务，提升居民宜居水
平。如思明城资在鼓浪屿龙头社区的指
导推动下，解决了龙头商院小区环卫清
扫、垃圾转运、绿化修剪等历史遗留问题，
并为居民有偿提供家政、维修等增值服
务，深得民心，小区居民依法决议引入其
进驻管理。“垃圾及时清理，园林花草常绿
常新，楼道灯不亮也能立刻维修……专业
机构入驻后，我们生活越来越有幸福感。”
龙头商院小区居民何先生如是说。

●一本大账统筹推动片区“自我造血”

在湖里区，东渡片区的居民们也期待
着即将发生的变化。

今年9月，愿景集团正式中标湖里区
东渡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这是我市第一
个EPC+O项目，即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合
伙人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全周期参与片
区及老旧小区的改造、管理及运营。社会
资本通过施工利润、停车位的运营等收
益，平衡自有资金投入及物业管理缺口，
通过“一本大账统筹”，实现片区的自我造

血及长效运营。
“我们将采取‘投建管运’一体化模

式，全周期推动片区的前期改造、后期
管理。”愿景集团福建区域副总经理陈
小勤介绍，东渡片区更新有完整社区更
新及老旧小区改造两部分，涉及4个社
区、25个“无物业”老旧小区。项目想达
到的最终效果，一方面是实现专业化管
理从无到有，从社区秩序维护、环境整
治、设施维修、社区安全管理等方面，对
社区进行专业化的物业服务。另一方
面，通过社区居民活动、日常关怀服务
等举措，强化居民的黏度，构建守望相
助的邻里文化。

此外，在片区更新上也将充分结合居
民的建议与愿景，推动品质提档升级。例
如通过挖掘低效利用的空间，由社会资本
进行投资打造社区小食堂、日间照顾中
心、托育中心等，补足片区功能短板；为现
有基础设施重新“赋能”，如对现状已较为
老旧的金鼎菜市场进行改造，重新进行业
态规划及招商，更好服务周边居民。

“一盘棋”“一张图”全域治理
推动管理全覆盖

近年来，改造提升让许多老旧小区旧貌换
新颜。但同时，小区管理“后半篇文章”的重要
性也逐渐凸显。“硬件”提升，“软件”如何跟上，
以确保改造成效不“返旧”？今年市建设局创新
探索“大物业”管理模式，为我市推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社区治理探出了一条新路。

“打破边界壁垒，以‘全域治理’理念为基
层治理提质增效。”市建设局物业管理处负责
人介绍，通过将无物业小区、独栋房屋、公共建
筑等进行整合，并延伸公共市政服务，将周边
市政道路、街区合并规整，形成“大物业”管理
范围。再以“一盘棋”和“一张图”的全域治理
理念，推动小区实现全覆盖有效管理。

“大物业”管理具体如何实现？市建设局提
出了三种模式，供运营企业根据我市不同区域、
不同小区分类施策——可采用将政府的市政物
业管养、购买服务等资源与“大物业”片区的无物
业小区管理捆绑打包的物业“肥瘦搭配”模式；或
是将整个片区当做一个“大物业”来运营的“城市
管理运营”模式；又或是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城市
更新等工作，进行“投建管”一体化模式。

思明区湖里区先行试点 打造“城市管家”

思明城建集团深入试点小思明城建集团深入试点小
区组织开展区组织开展““洗脸行动洗脸行动””，，有效有效
营造美丽营造美丽、、美好的居住环境美好的居住环境。。
（（市建设局市建设局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