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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举措，成效
如 何 ，怎 么 提
升 ？一 次 次 发

问，问出了企业和群众
的期盼。昨日，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聚焦我市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召开专题询问，
以问促行，探寻良策。市
人大常委会委员接连发
问、追问，市政府相关部
门负责人“应考”作答。

《厦门经济特区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于去年3月1
日起实施。此次专题询
问前，市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还对《条例》的
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
查，打出监督“组合拳”。

记者彭菲

2022 年，厦门重大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稳中有进，
绿色出行成为居民主要交
通 出 行 方 式 …… 近 日 ，

《2022年度厦门城市交通发
展报告》发布。市国土交研
中心对城市交通发展的最
新形势进行分析与解读。

记者林依文通讯员陈思曲

优化营商环境 打出监督“组合拳”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开展专题询问

财政政策+金融工具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较
为单一、获贷相对困难的现状，市
人大常委会委员邹庆键提问：“将
采取什么解决措施？”

市金融监管局表示，我市通过
分类设计财政政策+金融工具的
组合，满足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
下一步将继续引导金融机构主动
贴近市场，创新提供更有针对性的
产品和服务；优化对金融机构的监
测考核，发挥金融监管合力，提升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效率；完善“信
易贷”平台建设，实现金融资源精
准投放。

市财政局补充回答，增信基金
免服务费政策将延长至今年12月
底，今后将继续扩大该政策的覆盖
面，鼓励、支持银行用好政策，支持
中小微企业获得更多“高额度、低
成本”的信用类贷款。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李雪的提问关注了人
才住房和子女入学的问题。

对此，市教育局表示，目前已有224名高
层次人才子女、2800名重点企业骨干员工子
女在厦就学。为解决产业人才子女就学需
求，2022年秋季新开办了厦门高新学校，已
招生875人；在同翔高新城片区开工建设一
所人才子女学校——厦门市属火炬高新实验
学校。

市住房局回答，《条例》实施以来，一方面

我市加快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新就
业毕业生“有得租”，累计为133家企业解决职
工无住房问题；筹集租赁房源11.7万套（间），

“十四五”期间还将筹集房源21万套（间）；发放
“五折租房”补贴9.5万人次、3.4亿元。另一方
面，让稳定就业青年骨干“买得起”，今年已确
认骨干人才轮候资格199户，11月初开展选
房；对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按市场房屋评估
价45%确定售价，已累计保障123户，今年已
确认轮候资格225户，近日将完成选房。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郭晓芳围绕电子印章、
电子证照的推广使用和互通互认提问，直指

“堵点”——针对目前存在的机制不完善、跨部
门办事仍有重复提交材料等现象，如何破解？

市审批管理局表示，我市目前已经打通证
照调用的通道，证照免提交清单拓展到360
类，电子证照调用量大幅提升。其中也有不足，
比如因调用过程中补齐、纠错不够及时须重复
提交资料，电子证照应用的宣传推广还要加强
等等。下一步将强化缺失登记机制和纠错登记

机制的落实，提升企业、群众用证亮证的意识，
倒逼各审批职能部门电子证照的生成和应用。

市工信局（市大数据局）补充回答，目前存
在电子印章到期、部门未及时处理的情况，须
加强统一管理，做好印章申请、延期、变更及注
销等工作。下一步还将把电子证照生成纳入审
批事项办结前置环节，与实体证照同步生成，
缩短证照调用周期。此外，将开展我市存量证
照的电子化转换工作，加快电子证照全量汇
聚，促进“全程网办”。

进一步推进电子证照应用 促进“全程网办”

关注人才保障 便利人才子女就学 完善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关注企业融资

厦门居民绿色出行比例超七成
《2022年度厦门城市交通发展报告》发布

旅客吞吐量

1012.56万人次

2022年，厦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稳
中有进。2022年12月29日，翔安大桥完
成全幅钢箱梁铺装，并于2023年1月17
日正式通车。海沧疏港通道于2022年10
月26日建成通车，是国内罕见的互通式
地下立交隧道。2022年7月，厦门第三东
通道正式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纳入国家规
划，建成后将成为本岛联系厦门新机场最
便捷的通道。

在轨道交通方面，2022年，轨道3号
线南延段、6号线（集同段）工程开工建设。
2022年7月23日，国内首个公交、地铁和
BRT一体化的系统——地铁1号线文灶
站公共交通智慧出行信息平台工程建成
使用。

2022年，轨道交通、BRT和常规公交
日均客运量分别为54.03万人次、18.71万
人次和125.31万人次。站点800米覆盖范

围内人口143万，占全市人口27%。2022
年绿色出行成为居民主要交通出行方式，
分担率超过70%。其中，步行、自行车、电
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及公共自行车等慢行
交通方式的出行比例为47.8%。

此外，2022年我市机动车保有量净
增13.7万辆，达200.1万辆。厦门岛内高峰
平均车速为 26.9 公里/小时，同比提升
1.7%。

2022年，我市对外交通不断完善，重
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厦
门新机场项目全面开工建设，飞行区工
程初步设计获批，预计 2026 年建成通
航。在铁路枢纽方面，2022年8月30日，
福厦高铁厦门段完成铺轨贯通，今年9月
底正式开通运营。厦门北高铁站房主体结

构于去年10月全面封顶，并于今年9月
28日正式启用。厦门港口交通持续高质量
发展，2022年10月，交通运输部正式批复
厦门市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首
批城市。

2022年，厦门发挥厦漳泉都市圈核
心城市作用，引领区域协同发展。厦门与

漳州全方式交互量为34万人/日，其中厦
门岛出行占比39.4%，海沧区出行占比
24.9%；厦门与泉州全方式交互量为28万
人/日，其中厦门岛出行占比37.7%，翔安
区出行占比19.8%。据了解，厦门与泉州、
漳州的交互量占厦漳泉都市圈交互总量
的80.5%。

日均客流

125.31万人次

日均客流

18.71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

54.03万人次

同比上涨16.0%

集装箱吞吐量

1243.47万标箱

同比上升3.2%
散杂货吞吐量

2.19亿吨

全年旅客发送量

1177.8万人次
全年旅客到达量

1160.6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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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通枢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厦门与漳州每日34万人往来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稳中有进 近五成居民采用慢行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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