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定增长 精准施策助企纾困

扩大投资 招大引强成果丰硕

深化改革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提升品质 城乡面貌明显改善

增进福祉 基础配套更加完善

宜居优城 城乡品质实现更大提升

产业强城 产业升级迈出更快步伐

改革兴城 改革开放跃上更高水平

爱心暖城 民生事业取得更实成果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叶晓菲
昨日上午，翔安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拉开帷幕。
会上，翔安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毅代表

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回顾2022年
工作成果、同步勾勒2023年发展蓝图，回
望成绩、谋划思路、锚定航向，激励全区广
大党员干部勇立潮头、奋楫争先，再创新佳
绩。

过去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宏观形势，
翔安区坚持早谋早动，坚决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
发展和安全，在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领
域都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在市对区主要
经济指标“晾晒”综合评比排名全市第一；
先后荣获“全国2022高质量发展十佳城
区”“全国工业百强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等多个荣誉。

新征程已经开启，冲锋的号角已经吹
响！翔安区将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
永葆争创一流的担当成色、永葆依法守纪
的廉洁底色，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
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撸起袖子加油干、团
结一致向前跑，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跨岛
发展的翔安新篇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努力彰显翔安新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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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翔安区将加强被征地
农渔民等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并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妥实施被征地
人员养老保险衔接政策，并健全养
老、生育支持体系。

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翔安区
将继续加快建设教育强区，加快建
设13所中小学幼儿园，新增学位
5070个；加快建设健康翔安，力促

区妇幼保健院新院、复旦儿科厦门
医院翔安院区开工建设；“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15分钟公共文化体育
服务圈”也将加快打造。

生态环境治理也将多维度推进，
翔安区将接续打好蓝天、碧水、碧海、
净土保卫战，实施一批国土绿化、生
态补水、安全水系、截污纳管工程，推
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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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岛发展谋突破 奋楫争先谱新篇
翔安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昨开幕

数据显示，翔安区2022年全年民生支出
达68.6亿元、同比增长12%，占全区可支配财
力82%——民生，是翔安区的头等大事。

在稳岗就业方面，翔安区大力实施积极
就业政策，及时兑现各项稳就业支持政策
3600万元，应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率达
98%，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7万人、农村富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1800人；

在社会保障方面，全区发放各类救助补

助超2.6亿元、惠及群众46万人次，同时多渠
道保障群众住房需求，审批农村宅基地2410
宗，新增保障性住房9200套。

在公共服务方面，建成厦门大学附属翔
安实验学校等36个教育项目，开办双十中学
翔安校区高中部等20所学校，全国名校北京
十一学校签约落地，新增各类学位2.3万个、
全市最多，复旦儿科厦门医院、北京王琦医学
研究院落户翔安。

荣誉榜
●今年，翔安区荣获“全

国 2022 高质量发展十佳城
区”“全国工业百强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以及省级“平安区”等多项
荣誉。

●“智慧环保+工作地
图”模式入选全国数字政府

建设优秀案例；沿海管防“三
五”工程在全国推广。
●“谁执法谁普法”智能管

理模式全省唯一获评“第六届法治
政府奖”；政务服务“园区办”模式
入选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
经验。

●今年，央视等央媒正面报道
翔安工作 260 余条，共计 4 次登上

《新闻联播》，有 30 家单位和 14 名
人员获省级以上荣誉表彰。

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方面，市对区主

要经济指标“晾晒”综合评比中，翔
安区排名全市第一；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幅居全市首位。

●翔安全年预计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6.5%以上，
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 值 增 长
9%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
增 长 10% ，
财政总收入
增长16.8%，区级
财政收入增长 15.3%，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6%。

平安健康
●疫苗全程接种
率超 95%、加强免
疫接种率超 83%，
4项接种指标居全
市首位。

●刑 事 警 情
下降 6.8%，“平安三

率”居全市前列；农村自
建房及小散工程“智慧

纳管”模式、土方车视觉盲区
预警系统、“智慧食安”监管平台

均系全市首创。
●辖区内“三无船舶”实现历

史性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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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水平建设“五个翔安” 更大力度推动“五个新跃升”

面对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影响，翔安区坚
持精准施策，从三个方面着手稳住增长曲线。

稳住市场主体，顶格落实国家、省、市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配套“助企纾困
10条”等12项区级政策，累计惠企减负37.4
亿元；同步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全年累计新注
册商事主体1.4万户、同比增长6%，新入统

“四上”企业230家、为建区以来最多。
稳健工业大盘，出让工业用地15宗、面积

达1784亩，创近8年新高，推动54个项目竣
工投产、增资扩产、技术改造，工业投资增长

12%；全年全区百亿规模工业企业增至5家，
电子信息产业（含平板显示、半导体和集成电
路）规模突破900亿元，新能源新材料、机械
装备制造业产值增长超40%。

稳定消费信心。财政补贴1500万元开
展各类促消费活动20余场，全年批发零售业
销售额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40%；乡村
旅游热度高涨，全年旅游收入19亿元；新城首
座商业综合体首创奥特莱斯即将开业，国贸
会展酒店等高星级酒店动工建设，商业环境
持续优化。

翔安区清楚，投资是全区发展的重要引
擎，在投资上下足功夫才能够充分释放发展
潜力。

一方面，翔安区全生命周期推动项目策
划建设提速增效。全年全区新策划亿元以上
前期项目126个、总投资超1800亿元；全年共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48亿元、建安投资448亿
元、省市重点项目投资710亿元，投资总量保
持全省各县区首位。

另一方面，要素保障有力推进。全年完
成土地征收9500亩、总量全市第一，全年累
计完成9个整村搬迁任务。

最重要的是，招商引资成果斐然。翔安
区坚持大招商、招大商、大员招商，实施“引强
入翔”战略，全年新增签约项目100个、落地
项目80个，实际使用外资增长71%、全市第
一；区产业引导基金管理规模突破200亿元，
带动项目落地返投94个。

数据显示：翔安改革热度指数排名全市
前列——这是翔安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优化营商环境的最好证明。

翔安区坚持用改革思维解难题促发展，
策划培育11个重点改革项目和62个改革事
项。创新发展也在翔安辖区范围内持续推
进：生物制品创新实验室、海洋三所翔安基地
等国家、省级科研机构加快建设；天马显示研
究院、ABB创新研究院等新型产研平台引进

并落地；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4家，数量居全国各县区第21位、全市第一。

政务服务在深化改革中持续提升：区级行
政许可事项100%实现“一趟不用跑”和全程网
办，政务服务即办率达87%、位居全市第一；开
放交流也在持续深化：翔安区举办闽台青年人
才大会，还打造全省首张台胞专属借记卡台青
创业卡；扎实完成与宁夏彭阳、西藏左贡、漳州
云霄、龙岩永定协作帮扶任务。

翔安区坚持以高于岛内标准，大力实施
城乡建设品质提升工程，城区形象面貌明显
改善、功能品质持续提升。

大建设补短扩容正在快速推进：新机场
航站区、飞行区工程全面开建，航空产业启动
区主体封顶，新体育中心、新会展中心即将投
用，同翔高新城各项配套加速建设；全区第二
条进岛通道翔安大桥、全市首座双层跨海大
桥溪东大桥通车在即，新增城乡道路里程50
公里；率先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辖区
绿色交通出行率达60%。

大整治美颜提质初见成效：开展文明创

建“6+2+N”整治行动，全面实施村容村貌专
项整治，建成“五个美丽”示范点210处，75
个村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空气质量优良
率98.3%，地表水功能区达标率100%，近
岸海域一类水质居全省沿海县区前列。

大治理创新提效已全面铺开。全面
规范整合村居各类专兼职人员队伍，岗
位压减68%、人员精简72%，社区专职工作
者大专以上学历提升至 95%，基层治理效
能明显提升；以“五个再造”思路启动城中
村治理行动，首批9个城中村治理试点取得
阶段性成效。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十四五”规
划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翔安建
区二十周年。翔安区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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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致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贺信重要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
大力度推动“五个新跃升”、更高
水平建设“五个翔安”，努力为厦
门率先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作出翔
安新的更大贡献。

翔安区将聚焦构建“4+3+3”现
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打造千百亿产
业集群，力争电子信息产业率先突
破千亿规模，机械装备产业突破
600亿元，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突破
300亿元。

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翔安
区将实施商业服务综合提升行动，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文旅会展、文创
体育，力争第三产业增幅保持全市
前列；同时加快布局生物医药、海洋
高新、航空临空等未来赛道，形成更

多新增长点。
产业空间还将进一步拓展。翔

安区将策划新建数字经济产业园三
期、生物医药产业园，配合推进海洋
高新产业园、“专精特新”产业园，逐
步盘活新城CBD商务区。

产业动能也将进一步积蓄。新
一年，翔安区将动建厦门科学城（莲
河片区），支持嘉庚、生物制品、新能
源等重点实验室高水平发展；鼓励
企业创新发展，同时开展产业链招
商专项行动。

城乡如何统筹协调发
展，翔安区也给出了答案。

新一年，翔安区将全力
服务保障重大片区建设，助

力航空新城框架全面铺开，推
动东体新城主体建成投用，支持同翔
高新城向东拓展，同时提升南部新城
功能品质，启动东山片区、港汊片区
建设，推动中心区组团连片成势。

乡村振兴的推进速度将进一步
加快。翔安区将继续做优“种养加
旅”（种子种苗业、特色养殖业、农业
加工业、休闲旅游业）四大产业，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继续深化乡村建
设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同时
力争11个未达标行政村集体经济
收入超50万元。

城乡配套也将得到进一步建
设。翔安区一方面将完善综合交通
体系，保障优化翔安大桥通行效率，
推动新324国道竣工通车、第三东
通道开工建设，同时加快地铁3、4
号线机场站建设及地铁接驳配套完
善；另一方面将大力提升市政配套
水平，动建翔安北水厂、内田污水处
理厂二期等。

翔安区将加快投融资体制改
革，优化财政投融资项目管理机制，
探索“大城管”“大市政”治理格局，
实现一体化管理；同时还将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支持区属国企制度创
新、业务拓展，激活闲置资产效能。

在对外开放深化交流方面，翔
安区将坚持“对台工作+”理念，打
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

首选门户和台青发展友好型城区；
同时发挥“空、侨、港、台”优势，推动
外资外贸稳定增长；还要高质量做
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

翔安区将深化政务服务“一网、
一门、一次”改革，全力打响“翔好
办”政务品牌；同时健全“益企飞翔”
常态帮扶机制，助力市场主体轻装
上阵、焕发新活力。

成绩单

◀
翔
安
新
城
生
机
勃
发
。(

本
报
记
者
王
火
炎
摄
）

预期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以

上、保持全市前列。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财
政总收入增长 14.5%，居民收入保
持平稳增长。

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