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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会现场，友达光电相关负责
人就企业战略发展重点，与参加活动
的7家企业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近
年来，友达光电紧抓汽车智能化新机
遇，加码布局车载显示屏赛道，为多
个一线品牌打造车载显示方案。

一边听一边做记录，著赫集团人
工智能板块负责人朱志远觉得收获
颇丰，“我们公司在新能源方面的积
累很多，特别是和很多新能源车企有
过深入的合作，接下来我们也将和友
达光电做进一步沟通，期待能达成合
作。”

在参与的供应商企业看来，此次
对接会也是在家门口找商机的绝佳
机会。立洲精密等企业在活动现场
建了一个展台，全面展示自家的拳头
产品；著赫、汉印、立洲精密等企业更
是派出3-4人的团队参与对接。

据悉，为使活动达成最佳效果，
在活动前夕，火炬高新区通过供应链
协作平台以及大数据分析，筛选出与
友达光电匹配度高的供应商。活动
结束后，火炬高新区还将为参会企业
提供一对一的政策指导和跟进服务，
促进企业间进一步交流互访。

据介绍，本次普查将广泛应用部门
行政记录，推进电子证照信息等在普查
中的应用。在单位清查阶段，普查员使
用平板电脑、手机等手持电子终端，使用
免安装的移动采集小程序开展现场采
集，实现普查员移动端和清查软件平台
端的实时交互，普查员可在线查询全国
底册、智能识别营业执照信息，有效减轻
录入工作量，提高数据质量。在普查登
记阶段，采取普查员入户采集、普查对象
自主填报、部门组织普查等方式采集普
查对象数据。

本报讯（记者 詹文）古厝古建
筑，是赓续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是不
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昨日，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市政府
关于加强古厝古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审议。

近年来，在市委正确领导下，我
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古
厝古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开展了
一系列的工作，完善法治保障，健全
工作机制，加强修缮整治，强化监管
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开展历史风貌
建筑的普查、认定、挂牌和建档工作，
按照“一栋一档”的原则，制定保护方
案，为后续的修缮保护奠定了基础。
修缮保护也取得一定成效，目前已完
成了第一批163处历史文化遗产集中
保护修缮专项工作，第二批275处文
物修缮也已启动。

我市积极鼓励社会参与，开发上
线“厦门文物管家”系统，设立文物保
护志愿者文物巡查管理模板，构建反
应灵敏、衔接顺畅、社会参与的文物
安全管理体系。截至今年7月已注册
志愿者873名，认领文物1800多处，
巡查30000多人次，发现问题2000
余处。注重科技赋能，将全市广大尚
未核定为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纳入“多规合一”平台管理，将文物、
文博单位纳入“雪亮工程”，逐步推进
视频监控全覆盖。2020年，我市获批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正积极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我市
古厝古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表示充分肯定，认
为监管能力水平不断提高，修缮保护
力度不断加强，古厝古建筑活化利用
不断推进。

不过，市人大教科文卫委调查发
现，我市文物类古建筑和非文物类古
建筑交错分布在城市各地段，分别隶
属不同部门监管，适用的法律规定、
保护要求、管理标准、管理体系都有
较大差异，统筹规划力度有待进一步
加强。目前，我市修缮保护的古厝古
建筑以点状居多，较缺乏以文化脉络
串联成线，成规模的历史文化街区较
少，活化利用方式也可进一步开拓。

审议中，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强调，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
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城
市历史文化记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议
加强统筹协调，注重连片开发，强化
技术指引，建立系统保护规划导则；
实行有机更新，分级分类保护，补足
基础设施短板，回收利用传统建筑构
件，提高修缮保护水平；探索提前介
入新理念，创新开发利用新模式，打
造特色文化新IP，通过保护历史建筑
的“筋骨肉”，传承文化的“精气神”。

本报讯（记者 詹文）民营经济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日
前召开的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专门听取了市政府关于
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情况的
报告。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国家和
省关于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部署安
排，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融合，营造有利于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深
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着力实
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扎实推动我
市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注重民营龙头企业培育，不断
做优做强民营龙头企业。聚焦重点
产业发展方向，根据“4+4+6”现代
化产业体系及产业发展实际，修订
完善《厦门市重点发展产业指导目

录（2023年本）》，持续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定期开展民营龙头企业
认定工作，已认定四批次共300余
家，并连续两年发布民营企业100
强系列榜单。落实《厦门市先进制
造业倍增计划实施方案》，对产值和
营收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给予奖
励。

梯度培育民营龙头企业后备
军，率先在福建省搭建起“科技型中
小企业—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未来产业骨干企
业—国家级高企上市企业”的“全周
期”梯次培育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呈跃升态势，2022年同比净
增806家；截至今年6月30日，累计
培育四批次 120家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民营企业。
推动民营经济转型提升，支持

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2022年拨
付研发费用补助资金近4.1亿元，惠
及民营企业999家。支持民营企业

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我市现有省级
新型研发机构54家、市级新型研发
机构10家，均为民营企业。支持产
学研融合建设，推动宁德时代与厦
门大学、嘉庚创新实验室共同成立
厦门时代新能源研究院，围绕智慧
能源、储能技术、下一代动力电池等
重点领域开展联合人才培养和科技
攻关。支持民营工业企业技术改
造，2022 年对773个工业项目补助
8.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研制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2022年1月至
2023年6月，对14个民营企业省内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补助
1572.55万元。

推进民营经济数字化转型，开
展企业智能制造成熟度认证辅导，
组织企业参加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
评估师培训。深度开展“智能制造
服务周”系列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在
智能制造转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
问题，助力企业从制造迈向“智

造”。加强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示范企业的业务指导和政策支
持，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参与直播电
商基地建设，推动电商平台与我市
特色产业开展对接。

下一步，我市要不断提高政策
支持力度，做好“一企一策”综合扶
持协调工作，实现民营企业在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的数量跃升和质量提
升。启动企业千亿研发投入引领
计划，支持建设重点实验室、企业
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建立“企业
界出题、科技界答题”新机制，加快
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力争年净
增500家。围绕创新发展要素，引
进培育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提升民
营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质效，突破民
营企业创新瓶颈。扩大“甘当店小
二，服务好民企”品牌影响，畅通政
企沟通渠道，涵养高质量发展良好
生态。

供需企业“手拉手”
提升本地协同配套水平

火炬高新区昨举办平板显示产业供需对接会

本报讯（记者 林露虹 通讯员 管
轩 刘清）架设供需对接桥梁，推动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昨日，火炬高
新区举办平板显示产业供需对接会，

为龙头企业友达光电与本地产业链
配套企业搭建对接平台，提升本地协
同配套水平。这也是火炬高新区“益
企服务”专项行动系列活动之一。

供需双方当面聊 分享最新动态

“产业链供应链是制造业的筋骨
血脉，是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支撑。”
火炬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以“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为目标，火炬高新区积
极鼓励、引导企业推进本地配套，促
进园区内产业链协同发展，畅通产业
链“微循环”。

今年来，火炬高新区已举办包括
平板显示、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主

题在内的5场供需对接活动，吸引参
与企业150余家次，促进项目意向合
作30个。

不仅供应商企业收到龙头企业
抛来的橄榄枝，供应商企业之间也通
过活动促成合作，有了“意外收获”。
比如，在今年年初的天马专场供需对
接会后，州巧与兆泰形成合作对接，
昕精密与米博、普为光电达成了合作
对接意向。

今年来已举办5场供需对接活动

对接会活动现场。（火炬高新区 供图）

保护古建筑“筋骨肉”
传承文化的“精气神”

我市古厝古建筑历史文化
遗产丰富，从保护层级可分为：
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世界
文化遗产地）、省级历史文化街
区（中山路、集美学村）、省级传
统村落（5 个）、历史街区（同安
老城和厦港片区）、历史风貌建

筑（507 处）、传统风貌建筑（5
处），这其中，全市不可移动文
物（古厝古建筑）达 1034 处，还
有大量尚未核定为文保单位的
古建筑。我市文物建筑大多以
近现代为主，部分为清晚期和
民国初期。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聚焦

我市全力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将助力民企实现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的数量跃升和质量提升

我市民营企业
已达867737家

本月起，我市正式启动了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下
简称“五经普”单位清查），普查人
员将持证上门，采集清查信息，本
次单位清查预计将持续至12月。

昨日，厦门市统计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单位清查情况，厦门市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市统计局总统计师柯友
升就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回答记
者提问。

据介绍，按照《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规定，经济普查每5年进行一次，分别在
逢3和逢8的年份实施。2023年，开展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的主
要目的是摸清我国境内从事经济社会活
动的各类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以及
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个体经营
户的基本情况和分布状况，准确界定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对象与种类，明确

地方普查机构与相关部门的普查登记责
任，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
位不重不漏，为后续各项经济普查工作
奠定基础。

据介绍，单位清查的对象是我市区
域内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从事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

“地毯式清查”从2023年8月开始，
单位清查全部工作至2023年12月结束。

据悉，这次单位清查对法人单位和
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分别设计不
同内容的清查表。

清查将设“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清
查表”，主要内容包括：单位类型、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单位详细名称、法定代表
人、运营状态、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
址、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联系电
话、行业类别、机构类型、登记注册统计

类别、成立时间、开业时间、执行会计标
准类别、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情
况、产业活动单位归属法人单位情况等。
此外，还将设“个体经营户清查表”，主要
内容包括：个体经营户名称、个体经营户
经营者姓名、有无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联系电话、个体经营户所在地区
划及详细地址、行业类别、从业人员期末
人数、预计今年营业收入等。

据介绍，单位清查工作包含普查区
划分与建筑物信息采集、普查人员选聘
培训、部门数据收集整理、清查底册编
制、“地毯式”清查、查遗补漏、数据审核、
数据检查与评估、数据验收与普查名录
编制等九个环节。

6月起，我市陆续开展了普查区划分
与建筑物信息采集、普查人员选聘和培
训、部门数据收集整理、清查底册编制，
接下来8-11月将开展“地毯式”清查、查
疑补漏、数据审核、数据检查与评估，11
月-12月进行数据验收与普查名录编制。

发布会上，市统计局同时提醒普查
对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全国
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请积极配合普查
员的工作，及时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对
拒绝或者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员依法
开展工作，或虚报、瞒报、漏报清查资料
的普查对象，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清查对象应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
等相关证照，以便普查员快速进行信息
采集，同时为正式普查登记做好统计台
账、相关财务报表等资料准备。

据介绍，各级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
将对普查对象的信息严格保密，相关信
息仅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对普查对象
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
为的依据。

这次普查在信息化手段
的应用上有何突破？

普查对象
如何支持和配合普查？

单位清查工作包含哪几个环节？

单位清查主要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要进行“五经普”单位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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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五经普”
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

本月开始，持续至12月
市统计局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高

标准开展单位清查工作

本报记者 沈彦彦 通讯员 杨邵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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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6月30日，我市民
营企业数量 867737家，占全
市企业数量的97.92%；

全市民营企业就业登记在
职人数为 424.8万人，占办理
就业登记在职人数的58.16%；

全市境内上市民营企业50
家，占全市境内上市企业数的
76.9%。

截至今年6月30日，
我市民营企业获评国家
级绿色工厂27家，绿色
设计产品企业23家，绿
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家。

截至 2022 年底，全市经
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
民营企业达3248家，占全市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的
90.04%；2022 年实现营收
1866.74亿元，占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营收的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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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