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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厦高铁
月底开通运营
先期开行 58 对高铁列车，运
营后将推广月票等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艳）为深入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关于支持台胞参与
福建生态环保等各项事业发展的有关
精神，近日，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厦门市
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为参与厦门航空

“轻装出行活动”的台胞颁发全国首张
台胞《轻装减碳证书》，创新推动两岸交
流与低碳出行融合发展。

厦门航空在全国航空业率先开展
“轻装出行活动”，通过积分激励旅客行
李减重，践行“行李越轻、油耗越低、碳
排放越少”的出行理念，实现“开通绿色
账户、记录绿色足迹、收集绿色能量、兑
换绿色权益”。根据在厦门产权交易中
心（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碳账
户平台备案的数据，截至2023年 9月
15日，厦航“轻装出行”活动参与人数已

达25.88万人，实现行李减重量2.97万
吨，减少碳排放总量达4986吨，不少台
胞积极参与生态低碳出行活动。

在今年8月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
之际，集美区聚融壹家台湾青年双创基
地、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等台青基
地，通过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厦门市碳
和排污权交易中心）全国首个农业碳汇
交易平台购买集美区后溪镇岩内村农
业碳汇，用于抵消台青基地产生的1127
吨碳排放，成为全国首批“零碳台青基
地”，创新打造“双碳目标+两岸融合+乡
村振兴”的厦门样板。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还成功推动了
台青家庭第一次参与大陆农业碳汇交
易，实现了“农业碳汇大学堂走进两岸
合作教学项目”的落地，并运用数字化
手段建设厦门市绿色融资企业及项目
库，目前共有10家台资企业入库，涉及

台资24.3亿元。近年来，厦门产权交易
中心以产权为纽带，累计推动2.76亿元
台资通过中心参与大陆企业的兼并收
购、资产重组，探索打造台胞台企登陆
产权要素市场的“第一家园”。

下一步，金圆集团旗下厦门产权交
易中心将根据厦门市委、市政府关于依
托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建立统一的产权交
易市场的工作部署，推动各类资产资源
进入中心交易，继续深入建设好全国首
个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和全国首个农业碳
汇交易平台，力争打造“立足厦门、服务
两岸、辐射全国”的生态要素大市场。

全国首张台胞轻装减碳证书在厦颁发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助力两岸生态要素融合发展

恢复扩大消费 我市有新动作
出台5方面18条举措，涵盖大宗商品、餐饮、文旅等消费领域

6家厦企
上榜中国500强

本报讯（记者 刘艳）今年购买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2023
年力争完成不少于5000个公共停
车位建设；鼓励实体家电零售企业、
电商平台对家电以旧换新给予补
贴；鼓励各区发放消费券……9月
18日，厦门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
《厦门市恢复和扩大消费若干措
施》，提出了5个方面18条具体举
措。

此举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和省促
消费系列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创新消费场景，积极推动恢复和
扩大消费。

其中，促进大宗消费方面，包括
扩大汽车、家电、家居等商品消费，
落实国家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
辆购置税减免政策，支持开展新能
源工程车辆综合示范应用，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
支持住房消费需求，支持传统商贸
企业数字化转型等。

丰富餐饮消费方面，包括举办
餐饮促消费活动，支持餐饮企业做
大做强等。

繁荣文旅体育会展消费方面，
包括扩大文化消费供给，增加营业
性演出活动，办好体育赛事活动，促
进展会消费等。

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包括鼓励
发放消费券，支持举办主题促销活
动，支持传统消费品行业开拓市场
和树立品牌等。

完善消费设施方面，包括落实
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完善
乡村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等。

下一步，我市将扎实推动促消
费各项措施落实，促进消费规模稳
步提升，消费模式创新发展，消费环
境显著改善，培育创建区域性消费
中心城市。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召开会议

本报讯（记者 詹文）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杨国豪主持召开常委会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向
2023年浦江创新论坛致贺信、给红其拉甫海关全体关
员回信、向2023北京文化论坛致贺信精神，传达学习全
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市委提出“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高效率”要
求，坚决把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提升政治能
力、落实政治责任等重要要求落实落细，高效做好统筹
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工作，进一步加
强“四个机关”建设，切实在绝对忠诚上、在极端负责上、
在清正廉洁上作表率，为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建设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按
照全国、全省、全市组织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强化政治引
领、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全面提升机关党的
建设质量和水平。要巩固深化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提升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能力水平，以
高质量人大工作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助力我市
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主动融入我市综合改革试点，用好用
足经济特区立法权，推进与改革事项相关的法律法规立
改废释，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要加快民营经济领域
立法修法，为我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法善治的
法治环境。加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监督，
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认真总结提升
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督赋能科技创新，用法治力量助力厦
门打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妇幼保健院
集美院区

年底完工，明年上半年投用

马銮湾新城
南岛九年制学校

昨日开工，后年完工交付

同安新城
市民文体中心

近日动工，2026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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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外新城
民生配套
加速推进

●鼓励实体家电零售企业、电商平台对家电
以旧换新给予补贴

●支持扩大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商品消费
●对零售增长达到一定条件的企业按规定给

予奖励

●对购置日期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对购置日期在2024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
车免税额不超过3万元

●鼓励金融机构通过适
当下调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延长还款期限、简化审批流程
等方式，加大汽车消费金融支
持力度

●进一步增加城市公
共停车位供给，2023 年力
争完成不少于 5000 个公
共停车位建设

●积极适应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用好
用足“一城一策”政策工具箱，调整优化房地
产政策措施

●持续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引导
国企、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多种建设主体利用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金融机构融资等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确保完成2023年新开工建

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1 万套和新增各类保障
性租赁住房1万套（间）的任务

●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鼓励居民将
专项维修资金用于老旧小区改造和老旧住
宅电梯更新，支持城镇老旧小区居民提取住
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

今年新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1万套住房

●支持行业协会和主流媒体推出“厦门夜餐饮地图”，
举办中华美食荟暨2023“寻味厦门”鹭岛美食节活动、2023
厦门必吃100家餐厅等餐饮促消费活动

●支持餐饮企业连锁经营，建设中央厨房，
积极争创“闽菜馆”，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不
超过100万元的奖励

●鼓励持续引进高艺
术水准的音乐会、话剧、舞
剧，举办第二届全国优秀音
乐剧展演，打造《文姬归汉》
驻场演出版等，举办2023年
市民文化节和中国厦门中
秋旅游嘉年华等活动

●办好国际国内高端
品牌赛事活动，大力发展智
能体育装备，实施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提升行动，促进体
育消费

鼓励家电以旧换新家电 推出“厦门夜餐饮地图”餐饮

今年购买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汽车

鼓励各区
发放消费券消费券

鼓励各区发放消费券，用于零
售、餐饮、文旅、住宿、体育等领域
消费，活跃消费市场

办好国际国内
高端品牌赛事活动

文旅体育

记者实地体验
厦门热门露营地
为您解锁多样玩法，盘点露
营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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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厦门马拉松赛
1月7日开跑
鸣枪时间、比赛路线等尚待
正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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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路桥工程物资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A02版
A02版

今天局部有雨
暑气依然徘徊
我市城区最高气温约 32℃，
空气湿度较高

〔A06版〕同安新城市民文体中心效果图同安新城市民文体中心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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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全球经济波动下行，地缘政治危机升级，发展失

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面对层出不穷
的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对共同发展的期盼愈发殷
切，共同发展理念在实践中日益深入人心。

2021年9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六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
发展倡议，为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破解发展赤字

难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两年来，有效凝聚了共促发展

的国际共识，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最迫切需要，得到了
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和推进落
实，顺应人心所向，为世界携手共同发展注入更多动
力，展现了中国担当。 （下转B01版）

高举共同发展旗帜
同行人类进步正道

——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两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