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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叶晓菲
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翔安区拿下

两个全国荣誉——在《中国县域工业经济
发展报告（2022）》中，入围“2022年中国工
业百强区”；在第二届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
与国际合作大会上，获评全国“2022高质
量发展十佳城区”——这是翔安区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证明。

作为“跨岛发展”的主战场和主阵地，
当前翔安正处于工业化提升期、城镇化提
速期、基本公共服务提质期，城区发展空
间进一步拓展，发展基础更加扎实，发展
动力更加强劲。近日，翔安区委书记黄鹤
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翔安区将
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
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找准定位、发
挥优势、奋楫争先，着力强产业、兴城区、
惠民生、善治理，加快建设“五个翔安”，为
厦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
翔安新的更大贡献。

旗帜鲜明讲政治
学以致用出实效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翔安区组建区委
宣讲团、巾帼宣讲团、思政教师宣讲团，深

入村庄、社区、企业、校园等基层一线，以
故事会、微宣讲、答嘴鼓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用“乡土味道”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让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增强
宣讲的针对性实效性。

黄鹤麟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开展多形
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宣传活动，推动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翔安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一方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另一方面，坚持学以致用，对标市委全会
提出的《厦门一二三战略规划》，着力补短
板、强弱项、扬优势，以高质量发展成果检
验贯彻落实的成效。

招大引强增后劲
产城融合促繁荣

今年，翔安区的天马6代、中创新航
二期、电气硝子四期等重大项目正式投
产，天马8.6代、中创新航三期等新百亿项
目开工建设，1—9月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使用外资等8
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位居全市前二。下
一步，翔安区将如何继续当好厦门经济发

展的“增长极”？
黄鹤麟说：“我们将坚持把发展经济

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进一步深化大
招商、招大商、大员招商，围绕“4+3+3”现
代化产业体系，加大产业链招商、基金招
商、以商引商力度，着力找项目、建平台、
定政策、育人才、优服务，持续‘引强入
翔’，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以城聚产、以产兴城。翔安在坚持工
业立区、产业强区的同时，加快拓展城区
规模、促进新城繁荣。翔安大桥通车在
即，新体育中心即将竣工，新机场主体建
设，奥特莱斯也马上就要开业，翔安新城
建设正加速推进，各项公共配套服务也在
不断完善提升。黄鹤麟表示，翔安将坚持
项目带动，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全
力为省市重点项目做好要素保障，努力以
高于岛内的标准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公共
配套设施，大力引进大型商业综合体，加
快发展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促进人气
商气集聚，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

社会治理再优化
民生保障再提升

曾经以废旧物品回收为产业的桐梓

村，蜕变为“示范村”；曾经杂物堆积的欧
厝社区，实现华丽变身，整洁有序、空气清
新……这是翔安区实施村容村貌专项整
治行动、探索开展“五个再造”城中村治
理取得的明显成效。黄鹤麟说：“明年我
们将继续坚持为民惠民靠民，完善网格化
管理机制，落实人居环境常态化保持措
施，特别是要让群众通过感受身边环境的
改善，一起参与到社区治理、环境整治等
工作中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
力。”

今年以来，翔安区新开办双十中学
翔安校区高中部等20所学校，新增学位
2.3 万个，引进全国名校北京市十一学
校，前三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全市第一。如何让翔安百姓在区
域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黄鹤麟表示，
翔安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全面深化乡
村振兴；继续推进民生补短板，加快提
升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扎
实做好安全稳定、社会保障等工作，全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翔
安百姓幸福指数。

闯滩过礁乘东风 奋力建设“五个翔安”
——专访翔安区委书记黄鹤麟

我市工信经济平稳发展
今年以来，厦门工信经济平稳发展，一直致力于助

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在释放大企业创新活力的
同时，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固链强链
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推进会上，市工信局通报了今年我
市二产招商、工业投资成效以及重点工信领域产业链供
应链本地配套情况。

新增签约项目298个
总投资1093.04亿元

健全招商机制，通过组建产业链招商小分队和重大
项目专班，开展产业精准招商。我市加大政策支持，对
相关产业链发展的政策措施进行修订和完善，今年修订
出台了加快推进软件和新兴数字产业、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等政策；修订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编制新能源汽车

“三电”等产业细分领域招商指南；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帮
助招引产业链配套企业。

据统计，今年1-11月，我市二产新增合同签约项目
298个，总投资1093.04亿元，其中5亿元以上30个，总
投资877.5亿元；落地项目168个，总投资678.97亿元。

前11个月完成570.39亿元
同比增长28%

工业投资方面，我市今年1-11月完成工业投资
570.39亿元，同比增长28%，全省排名第三，在15个同
类城市中排名第二；全年预计完成投资610亿元，力争
完成650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和新能源新材料产
业等重点、新兴产业项目投资有力，1-11月，完成投资
438.6亿元，占工业投资76.9%。

增资扩产提速增效，我市通过财政政策和“益企服
务”，推动天马、士兰等企业再投资，玉晶、厦钨等企业增
资扩产。1-11月，技改投资完成387.38亿元，占工业投
资67.9%。基金融资支持力度强，技术创新基金扩容到
150亿元，为企业增资扩产、技术改造和研发创新提供
低成本融资支持。今年，我市先后发布6批次技术创新
基金“白名单”企业共1686家，发布23批次技术创新基
金“白名单”技改项目共369个，总投资675.44亿元。截
至2022年12月16日，415家企业（项目）累计申请技术
创新基金融资金额181.31亿元；已批复企业（项目）309
家，批复金额合计129.95亿元。

园区载体保障有力。今年以来，我市完成产业准入
工业项目73个，总投资1237亿元，用地需求面积8857
亩，较去年都有显著增长。推动眼镜产业园、智能家居
产业园和输配电产业园等专业产业园区建设。加强通
用厂房保障，目前通用厂房项目47个，已建项目29个，
31.4万平方米可用于招引企业入驻。

优势产业本地配套率
超过70%

目前我市已经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
新能源、电力电气、电子信息三大领域产业链供应链本
地配套进一步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园区为载体，以龙头
骨干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配套、物流配送为保障的生
产组织体系。

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业龙头企业不断提高与本地
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结程度，携手本地小微企业共同发展。
2021年度发票数据显示，工业龙头企业本地采购金额占
境内采购额的35%，高于本地销售额占内销金额比重。

优势产业的产业链配套协作水平逐步提升，如机械装
备产业集群中的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产业链，在ABB、施耐
德、科华数据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已形成了从互感器、绝
缘件、五金件、电容、断路器到外壳柜体的完整制造、供应
体系，产业本地配套率超过70%，龙头企业的本地配套率
达到80%以上。同时，重点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逐步凸
显，产业链中间环节的上下游配套进一步紧密。

上下推动 部门联动 市场带动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
■厦门市首届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进会暨先进制造业产品对接会举行
■对接项目105项，计划投融资232.29亿元，8个项目现场签约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
运行稳中有进，前三季度多项经济指标位
居全省乃至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同时，招
商引资、财政投融资项目、企业协作配套等
各项工作齐头并进。

其中，招商引资方面，截至目前，已谋
划落地4个重点项目，涵盖金融、电子元器
件、智慧城市等多个细分领域，计划总投资
额达86亿元。

财政投融资项目工业品需求上，截至
目前，今年我市共梳理48个财政投融资项
目 ，涉及各区和部分国有企业等14家责任
单位，涵盖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等领
域，项目总投资112.29亿元，其中2023年
计划投资22.66亿元。

大中小企业协作配套方面，今年我市
围绕新能源、电力电气、电子信息等三大产

业，组织厦门储运贸易、海辰储能、厦门万
久科技等大企业面向本地中小企业发布技
术创新、供应链配套、项目建设等需求。经
过产品推介和现场洽谈，目前已有20个项
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项目规模达到20.28
亿元。

促进专精特新企业融资，我市引导多家
银行机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专
精特新”企业积极开展融资对接、深化合作
关系。截至目前，9家银行机构累计向我市
33家“专精特新”企业授信13.72亿元。

周桂良表示，我市将以此次对接会为
契机，进一步深化我市大中小企业供需双
方合作关系，围绕产业链供应链扎实推进
增资扩产和招商引资同频共振，引导存量
企业扎根本地、做优做强，引进增量企业投
资兴业、提质提效，不断推动大中小企业融
通创新向纵深发展。

本组文/本报记者 李晓平
本组图/市工信局 提供
昨日，由市工信局、市发改委联合

主办的厦门市首届大中小企业融通创
新推进会暨先进制造业产品对接会在
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举行。大会围绕我
市“4+4+6”现代产业体系，开设新能
源、电子信息、电力电气、财政投融资
项目等产业项目和专精特新专区等五
个分会场，聚焦产业发展、产品采购、
技术创新、学术研讨等方面进行深度
对接洽谈——由政府牵线搭桥，采取
大企业“发榜”、中小企业“揭榜”的形
式，充分发挥大企业引领带动作用，促
进产业链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
新，增强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
竞争力，助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是我市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落实国家关于促进大中小企业融
通创新的决策部署，结合工信部“百场
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和我市“益
企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做出的具体举
措。据初步统计，大会已对接项目105
项，计划投资（融资）金额232.29亿元，
另有8个项目完成现场签约。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城区
集美区“两会”闭幕

本报讯（记者 应洁 通讯员 郭妮妮 沈琦）昨日，集
美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集美区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分
别闭幕。会议期间，代表、委员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依法履行职责、共商集美发展大计。

2022年，集美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强大动力，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重要要求，全力做好“两稳一保一防”工作，不断巩固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集美区将全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加快把集美建成

“本地居民人人自豪、外地群众赞叹向往”的中国式现代
化城区，努力让集美在全市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中走前头、作示范。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海沧区“两会”闭幕

本报讯（记者 林岑）昨日，海沧区十三届人大二次会
议和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圆满落下帷幕。
会议期间，海沧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发展大局、民
生保障畅所欲言，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议案建议，充分
体现了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创先争优、走在前列。踏上新
征程，海沧区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厦门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产业立区不动摇，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有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实现
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链接

今年在疫情叠加经济下行的重重
压力下，我市先后出台工业生产稳定运
行若干措施、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和进
一步促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若干措施，推
动本地龙头企业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
同、保链稳链；先后举办多场产业链及
工业品供需对接会，引导2400余家企
业入驻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台，
推动上下游配套协作，提升有效供给。

据统计，今年1-10月，我市倍增
计划企业实现工业产值3471亿元，同
比增长12.4%，全年有望新增3家超百
亿企业，总数达到13家；招商引资新
增合同签约项目 298 个，总投资
1093.04亿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当前我市
正围绕“4+4+6”现代产业发展方向，
梳理产业链图谱，实施重点产业链培
育创新，实施龙头企业培育，着力引进
重大项目，推进高端补链、终端延链、
整体强链。

厦门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
桂良指出，厦门市首届大中小企业融
通创新推进会的举办，旨在通过上下
推动、部门联动、市场带动，促进大中
小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
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等“七条
链”全面融通，逐渐形成协同、高效、融
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

对接会上，市发改委对我市“4+
4+6”现代产业体系作政策解读，市国
资委发布2023年市属国有企业产品
和技术需求情况。

多部门联动
促进“七条链”全面融通

深化供需合作
推动融通创新向纵深发展21

厦门市首届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进会暨先进制造业产品对接会举行厦门市首届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进会暨先进制造业产品对接会举行。。

对接会上对接会上，，88个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个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与会嘉宾走进设在主会场内的专精特新展区参观交流与会嘉宾走进设在主会场内的专精特新展区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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