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谷亚光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4304 CHINA REFORM DAILY

关注 AttentionAttention 2019.09.10 星期二

本报讯 9月 5日，记者

从福建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泉

州专场会获悉，泉州九成以

上的制造业企业“触网”、超

过五成规上企业融入“数控一

代”、超100个数字经济平台

上线……数字化赋能已成为泉

州制造业发展的新动能。

据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永礼介绍，泉州目前是国家

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九成以

上的制造业企业“触网”。近

3年来，泉州网络零售额平均

增幅 30%以上，2018 年达

1415亿元，占全省近四成；现

有国家级电商企业3家、电商

园区2个，国家级服务型制造

示范平台数量位居地级市前

列。2018年，泉州快递业务量

近10亿件，在全国所有城市

中排名第10位，目前全国所

有大的快递企业在福建区域

总部有11家设在泉州市。

此外，泉州还是全国“数

控一代”创新应用示范工程试

点城市，超过五成规上企业融

入“数控一代”，实现智能化改

造。同时，泉州的工业互联网

发展走在全首前列，超1000

家企业“上云”。泉州市数字

经济指数综合评分超80分，

处于全省第一梯队，超100个

数字经济平台上线，年交易额

超10亿元平台20多个。

泉州把数字经济融入研

发、生产、流通、销售等全链条，

超100个数字经济平台上线，

年交易额超10亿元平台20多

个，数字经济指数综合评分超

80分，处于全省第一梯队。品

尚征信平台是全省首家市场化

征信备案机构，已完成20余万

家法人主体公共信用评价，并

与台湾中华征信所全面业务合

作，开启了两岸民间征信融合。

“数字化赋能已成为泉州制

造业发展的新动能。”王永礼表

示，近几年，泉州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

正致力培育壮大电子信息制造

业，产业链正在形成过程中。

本报讯 记者从福建省市

场监管局了解到，“福建省企业

注销网上服务专区”于近日正式

上线运行，企业只需“一网”就可

获得税务、市场监管、海关、商

务、社保等部门注销业务服务。

为加快推进企业注销便利

化改革，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省

发改委、省人社厅、省商务厅、

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省税务局

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了《福建

省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实

施方案》，着力解决企业“注销

难”问题。

据悉，福建省企业注销网

上服务专区由福建省市场监管

局、省税务局、省商务厅、福州

海关、厦门海关等部门共同建

设完成。注销专区将通过业务

协同、数据共享方式，将企业注

销申请信息同步推送至税务、

市场监管、海关、商务等部门，

打破了原有各部门注销业务

“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企业

注销“一网”服务，提高企业注

销效率。同时，企业可通过“进

度查询”、“动态展示”等板块，

实时查询办理进展，综合了解

各部门办理数量，实现公开透

明可预期。

“福建省企业注销网上服

务专区设定了智能化引导的填

报项目，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填

报后，系统将根据企业填报信

息，引导企业进行注销申请。”

据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让企业注销办理

更加简单透明，专区还为企业

提供办理各部门注销业务的材

料规范、咨询电话等办事指引，

提供有效指导。

目前，福建省企业注销网

上服务专区支持公司、非公司企

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

业及其分支机构申请办理注销

业务，暂不支持个体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外

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外国（地区）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申请办理。

福建泉州曾经是宋元时期

的世界商贸中心、“东方第一大

港”，经济总量连续20年领跑

全省。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

期间，6年内7次深入泉州晋江

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成

为泉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胜

法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泉州

取得哪些辉煌成就？又如何传

承弘扬“晋江经验”，实现历史

性的进步和变化？

70年聚力“四变”

“海丝城市、晋江经验、爱

拼敢赢，是我们提到泉州常说

的三个关键词。”9月5日，福建

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泉州专场举

行，泉州市委书记康涛表示，从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到小康富

裕，从工业基础一穷二白到制

造业大市，从“乡镇企业一枝

花”到县域经济竞相发展，从

“南北一条街”到环湾城市格

局，“晋江经验”成为指导泉州

不断跨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的重要思想武器。

——从一方水土难养一方

人到小康富裕。康涛指出，70

年前的泉州，一方水土难养一

方人、工业基础一穷二白，1949

年全市GDP仅1.33亿元，1978

年人均GDP排在全省末位。但

泉州人不拘现状，勇于拼搏，发

展至2018年，泉州市GDP达到

8468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两成和四成。

——从工业基础一穷二白

到制造业大市。泉州地处海防

前线，工业基础长期薄弱。改

革开放以来，泉州抓住中央给

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拉

开了“三来一补”的乡村工业

化帷幕。1978年~2018年，工

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7.3%。

2018年，工业规模1.82万亿、

约占全省 1/3，形成了纺织服

装、鞋业、建材家居、食品饮料、

工艺制品、机械装备、石油化工

7个千亿元产业集群。

——从“乡镇企业一枝花”

到县域经济竞相发展。1984

年，泉州诞生了福建全省首个

亿元镇——陈埭镇。之后的泉

州，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晋江、

石狮、南安、惠安、安溪多次进

入全国百强县，2017年，晋江

作为县级市成功获得2020年

第 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举

办权。

——从“南北一条街”到环

湾城市格局。康涛说，泉州市民

把当年老城区描述为“一二三”，

即“南北一条街、东西两座塔、路

上三岗亭”。1978年，泉州市建

成区仅7.74平方公里，相当于宋

元时期的规模。今天的泉州，古

城实施“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国

家试点，新城“沿江、环湾、面海”

发展，环湾建成区面积226平方

公里，人口189万。海陆空综合

交通体系完善，成为当代海丝

战略支点城市之一。

心无旁骛做实业

“‘晋江经验’是指导泉州

不断跨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的重要思想武器。”回顾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的奋斗历程，

康涛表示，“特别让泉州干部

群众记忆犹新、振奋鼓舞的，

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

间多次到泉州调研，带来的指

导、指引。”

康涛说，泉州作为中国“民

营经济大市”，民营经济的贡献

可以概括为“88999”，即贡献了

泉州市 80%的税收、80%的

GDP、90%的研发投入、90%的

城镇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

“晋江经验”之所以成为泉

州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制胜法

宝，在康涛看来，主要有三个方

面做法：一是抓产业链，做强“三

个板块”。 高新板块抓建链，重

点抓集成电路、化合物半导体

等，努力在技术迭代周期内把产

业链做起来；传统板块抓强链，

加快构建产业生态圈；重化板块

抓补链，主要是石化产业和机械

装备产业，把化工新材料、精细

化工等环节补起来。

二是抓创新驱动，加快“三

个赋能”。生产赋能，通过机器

换工，从人工车间到智能车间；

产品赋能，大力培育一批专注制

造业的本土科技小巨人；平台赋

能，以供应链为纽带，鼓励“大企

业建平台、中小企业进平台”。

三是政企互动，着力“三个

关键”。实业导向造环境，从过

去提供土地、用工、资金等传统

要素，转向更多提供高端要素、

城市环境和全方位服务；踩准

节拍促转型，通过制定规划、出

台政策、提供要素、牵线搭桥

等，支持龙头企业先示范，再以

点带面逐步推开；既亲又清优

质服务，联系企业做到“不叫不

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

做到”。

“务实实干，专心做实业是

泉州企业家的一大特点，我常

用‘泉州人有精神、企业有根、

社会有活力’来形容泉州和泉

州人。”康涛表示，一定要常学

常新、常讲常新“晋江经验”，落

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信心满

满地建设“创新、制造、海丝、美

丽、幸福”的现代化泉州。

福建莆田是一座山清水

秀、人杰地灵的古府新市，“妈

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莆

仙戏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

石”。新中国成立70年来，莆

田人民励精图治，使昔日“蒲草

丛生”的农村地区，变成了今朝

绿色生态宜居港城。

“我们以木兰溪流域系统

治理统揽高质量发展落实赶

超，推动美丽莆田建设一年一

变化。这片神奇的土地，正焕

发出新的蓬勃生机。”9月4日，

福建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莆田专

场举行，莆田市委书记林宝金

围绕“发展之美”“城市之美”

“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活

力之美”，细数新中国成立70

年来莆田的“美丽蝶变”。

发展之美到城市之美

“莆田七山两水一分田，

资源相对匮乏，新中国成立

初期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林宝金说，70年来，美丽莆田

绽放“发展之美”，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从 0.64 亿元增长到

2242.41 亿元，财政总收入从

0.05亿元增长到225.91亿元。

如今的莆田，电子信息、化

工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

业迅速成长，近3年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增加值比重

保持17%以上。鞋服、食品加

工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老

树”焕发出“新枝”；制造业和服

务业融合，催生出新动能。

“70年前，莆田的城里都是

平房、破旧房，农村的民房也都

是低矮的石头厝。”林宝金感

叹，70年来，美丽莆田逐步展现

“城市之美”，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功能配套不断完善，城镇化

水平由建市初期的不足6%提

升到 2018 年的 61%。2014

年，莆田又获批为全国首批新

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70年来，莆田人民感受最大

的变化，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日益

完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福

厦、向莆铁路建成通车；市县区行

政中心实现15分钟上高速、镇镇

20分钟上高速；莆田到福州国际

机场、晋江机场只有1个半小时，

到厦门国际机场也只有2小时。

和谐之美到生态之美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莆

田，生活必需品比较匮乏，群

众的温饱都成问题。”林宝金

指出，经过70年的奋斗，美丽

莆田尽显“和谐之美”，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8元增

长到3.72万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48 元增长到

1.79万元。全市现有贫困人口

全部实现脱贫，88个贫困村剩

余9个今年全部摘帽。

如今的莆田，学前教育毛

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市域内义

务教育提前实现基本均衡；全

省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和养

老保险并轨统一，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全面

推行城乡综合执法和服务治理

网格化，近几年群众的安全感

满意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绿色是莆田的最美底

色，良好生态是莆田宝贵资

源。”据介绍，通过几十年的努

力，美丽莆田迎来“生态之

美”，木兰溪、萩芦溪重点流域

水 质 功 能 达 标 率 稳 定 在

100%，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多

年位居全省前列，森林覆盖率

60.18%，荣获“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创成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近年来，莆田始终把良好

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城市中心规划保护了65平

方公里的生态绿心，拉近了人与

自然、城市与自然的距离，把生

态效益变成广大市民看得见、摸

得着的福利。在生态环境保护

中，还探索形成一些工作机制，

生态补偿、水务一体化、河长制

等走在全省前列。

林宝金指出，莆田自古就有

敢为人先的传统。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积极承接国家赋予的

民营经济、电子商务、智慧城市

等改革任务，打造了一批叫得

响、能推广的工作品牌。创办全

国首家家庭林场,开创了新中国

林业体制改革的先河。在全省

首创“诚信+信访”“诚信+交通”

等机制，今年荣获全国第二批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称号。

“莆田的活力在于走在开

放的前沿。”林宝金介绍说，莆

田从2016年开始连续举办了

三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促进

了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

相通。现在，妈祖文化的“朋

友圈”“同心圆”“合作面”越来

越广。

福建厦门是我国最早开放

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生态文

明指数居全国第一，目前已和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经贸关系……一个70年

前基础薄弱、封闭落后的海岛

小城，如何脱胎换骨成为“高素

质的创新创业之城”和“高颜值

的生态花园之城”？

“厦门经济总量去年是

4700多亿元，但发展速度质量

效益居全国前列。”9月3日上

午，福建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厦门

专场举行，厦门市委副书记、市

长庄稼汉表示，厦门的发展成就

概括起来有六个特点，分别是

经济发展高素质、城市建设高

颜值、产业结构高端化、对外开

放高层次、基础设施高水平和

人民生活高质量。

经济发展高素质
城市建设高颜值

厦门地域狭小，面积只有

1700平方公里。特区建设以

来，厦门市生产总值、财政总收

入年均增长 15.7%和 19.4%，

201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达1/4，财政收入占福建全省达

1/4。人均生产总值1.78万美

元，人均财政收入3.12万元……

“小而精”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注脚。

“这些指标均保持全国领

先。”庄稼汉说，厦门全社会研发

投入占GDP比重为3.3%，每万

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全国

2.4倍，工业规上高新技术企业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71.2%，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达65%。创新驱动发展的

厦门，在占全省1.4%的土地上，

创造出占全省13.4%的生产总

值、25%的财政收入，成为福建

全省唯一的财政总收入突破千

亿元大关的城市。

生态文明指数居全国第一，

摘得联合国人居奖，被评为国际

花园城市、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

林城市……具有高颜值的厦门，

不仅是我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

之一，也是全国最早实施垃圾分

类处置的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在

全国考评中已经连续多个季度

名列全省第一。

“厦门坚定实施跨岛发展战

略，大力推进岛外新城建设，目前

岛外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75%，岛

外工业增加值占全市71.2%，城市

建成区面积达到388.58平方公里，

比改革开放初期扩大了10倍以

上。”庄稼汉指出，多年来，厦门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忘

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成为生态省

建设排头兵。建成区绿化率

43.8%，森林覆盖率40%，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主要污染物

排放优于全国水平。

产业结构高端化
对外开放高层次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高端产业布局。”庄稼汉说，围绕

实施“三高”企业倍增行动，厦门

大力发展和引进“高技术、高成

长、高附加值”企业，目前已突破

2000家，通过“精准滴灌”和贴心

服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厦门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形成了光电、软

件、生物与新医药、电力电器、

钨材料、视听通讯等6个国家级

特色产业基地，火炬高新区光

电显示产业集群成为全国唯一

的光电显示产业集群试点；实

施千亿元产业链群培育工程，

确立12条产业链群为主攻方

向，目前已有平板显示、计算机

与通讯设备、机械装备、旅游会

展、金融服务、软件信息、航运

物流、文化创意8条产业链群规

模超过千亿元。

同时，厦门已和世界上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

系，经济外向度高达125%，位居

全国前列。2018年外贸进出口

总额占全省将近一半，外贸综合

竞争力位居全国第5位，厦门已

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钨制品生

产出口基地、中国主要电脑出口

基地、液晶面板出口基地、中国

最大的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

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8亿美元，

引进外资项目1.4万多个，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有119家在厦

门投资兴业。累计实际利用台

资突破110亿美元，占全省35%

左右。厦金航线旅客吞吐量占

两岸“小三通”的90%。

基础设施高水平
人民生活高质量

庄稼汉还提到，厦门是中国

四大国际航运中心之一，集装

箱吞吐量居世界第14位，拥有

143条海运航线，通往全球168

个城市。空港运营城市航线

171条、国际航线35条，跻身全

球机场百强。陆运方面，建成

了厦门大桥、海沧大桥、集美大

桥、杏林大桥和翔安隧道等跨

岛通道，建成福厦、龙厦、厦深

高速铁路，连接国内高速公路

网和铁路网。

“厦门市财政一般预算

70%以上投入民生和社会事

业。在全国率先建立全民医

保、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

等制度。”庄稼汉介绍说，教育

方面，厦门每年均将学位建设列

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2018

年新增学位2.75万个，基础教育

满意度位列全国38个重要城市

第二；医疗方面，厦门加快创新

实施“市校合作、高位嫁接”战

略；社会治理方面，厦门获评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市，

连续三届获评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优秀城市，荣获全国

文明城市“五连冠”、全国双拥模

范城“九连冠”等荣誉。

厦门创造高质量发展生动样本
呈现六大特点：经济发展高素质、城市建设高颜值、产业结构高端化、

对外开放高层次、基础设施高水平和人民生活高质量

20201919厦门国际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举办厦门国际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举办
9月8日，2019厦门国际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在厦门开幕。图为国内外客商参

观“复兴号”动车组模型。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古府莆田:“美丽蝶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福建莆田人民励精图治，使昔日

“蒲草丛生”的农村地区，变成了今朝绿色生态宜居港城

福建企业注销可“一网”搞定

聚力“四变”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8年，福建泉州市GDP达到8468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两成和四成

福建泉州九成以上制造业企业“触网”

（本版文字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武艳杰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