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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_许洋洋

本报讯 昨日上午，晋江
召开十三届市委常委会第 191
次（扩大）会议。晋江市领导刘
文儒、张文贤、林仁达、许宏程、
王明元等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
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泉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精神，并研究部署晋江市贯
彻意见。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
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上级部署要求，

逐条逐项分析研究，细化项目
举措、具体安排，坚持苦干巧干
实干、全力做细做实做成，为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做更
多“晋江贡献”。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抓好发展质效。就指标增长
运行，要立即行动，认真对照、
全力挖掘，创新发展“晋江经
验”，走前列、做示范，重点冲
刺第一季度开门红，确保完成
任务；要保障企业生产，进一
步深化研究，组建专人专班，
紧盯上级部署安排，帮指导、
帮策划；要推动外贸升级，加
强指导，引导企业用好市场采

购贸易试点、锁定汇率等政策
措施；要持续推进“五个一
批”，守牢盯紧报批、招商环
节，做好具体项目报批指导，
确保实现更大突破，同时也要
坚持“主管招商、全员招商”

“广撒网、精捕捞”，持续掀起
“大招商、招大商”热潮。

会议要求，要抓好创新生
态。在企业主体方面，要宣
传、解读好鼓励创新的利好政
策，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
化提升。在平台建设方面，要
继续抓好归口管理工作，积极
推动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共

建实验室，深化产学研用合
作，围绕抓创新、抓融合、抓转
化，策划企业创新大会主题，
推动研发机构、高校机构及企
业主体三者深度融合，抢抓创
新突破。在活动载体方面，要
通过企业创新大会、鞋（体）博
会、家博会、食交会等活动，引
导企业创新发展；同时也要各
司其职、统筹协作，突出创新
导向，梳理一批管用、好用、实
用的政策。

会议强调，要抓好城市品
质。以此次创城整改为契机，
改变以往“运动战”“游击战”

“创城一阵风”思维，全面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长
效、常态的治理机制。要按照
各级会议精神，以高度政治觉
悟和饱满精气神，加速推进、
全力推进赛事筹办。要抓紧
抓实新区建设、“两心”基地建
设，上海六院、清华附中等民
生项目及梧林传统村落、紫湖
郊野公园等促旅游项目建设，
注重系统规划、品质建设及项
目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品
质、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
要抓好风险底线，盯紧安全生
产工作，研究透、研究好、研究
细森林防火方案及做好学生
心理素质教育等工作。要按

照上级要求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同时确保安全、有序完成
疫苗接种工作任务。信访维
稳要全力做好重点领域、重点
群体、重点问题、重点人员的
化解工作，确保有序化解、稳
妥化解。要抓民生保障，坚持
人民至上，按计划推进为民办
实事、民生微实事及教育、医
疗、养老、四帮四扶、防返贫和
防新贫等系列民生工作，同时
以赛事筹办为契机，促进体教
卫融合。要抓好换届风气，严
格遵照上级要求，稳妥有序推
进换届工作，严格遵守各项换
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加快创新发展
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贡献“晋江力量”
十三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1次（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记者_李玲玲

本报讯 昨日下午，为深入开展“再学习、再调
研、再落实”活动，晋江市市长张文贤带队开展“五促
一保一防一控”专题调研活动，到一线、进企业，深入
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目前建设进展如何？”“有没有什么困难？”……在
龙湖镇冠和高端产业用非织造布智能工厂项目现场，
张文贤认真听取建设情况汇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
资约15亿元，预计5年内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国内卫生
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最先进的生产示范基地之
一。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规划设计，正加快基础建
设。张文贤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
有效落实土地报批、用工等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
速；要加强工程质量监管，严把施工安全关、质量关。

当天，张文贤一行还实地调研百宏33万吨功能
性聚酯薄膜项目、福田印染公司、达丽服装公司等。
每到一处，张文贤都深入建设工地和生产车间，与相
关负责人详细交谈，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生产运
营和招工用工等方面情况。

调研中，张文贤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开展
“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主动靠前，深入一
线，强化服务，扑下身子狠抓落实，全力帮企业促项
目；要倒排时间节点，细化用地报批方案，专人负责
组件报批，保证项目早日投产见效；要坚持创新驱
动，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向智能化、数
字化发展，推动产业提档升级；要梳理完善招工用工
政策，加大援企稳岗支持力度，妥善解决好企业招工
用工难题，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经营。

晋江市领导王海林参加活动。

帮企业促项目 出真招见实效 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晋江市领导开展“五促一保一防一控”专题调研活动

昨日下午，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
书记刘文儒到晋江市信访局接访群众，面
对面听民声、解民忧，现场协调相关部门、
镇街解决房屋确权、翻建，污水管网建设
等群众反映的问题。晋江市领导陈长义
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_许洋洋

简明新闻

春天的脚步来临，所行之处，皆是花红叶绿，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你看，世纪大道上怒放的三角梅，热情、大方，迎风摇曳，似乎
早已按捺不住，想和这个春天尽情拥抱。

一条条鲜艳夺目的花道、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立体花坛、一处处满满正能量的文明标语……经过精心装扮的世纪大道，人们不仅
能感受色彩上的愉悦，还能接受润物无声的文明教育。

“上妆”后的世纪大道如此养眼，得益于之前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开展的市区城市干道花化彩化工程。该工程通过种植三角梅、炮仗
花、黄花风铃木等，打造繁花似锦的道路景观，助力晋江以更好的城市形象迎接世中运的到来。 本报记者_沈茜 董严军 文图

本报记者_柯国笠 王志前

本报讯 一条生产线最多能同时生产多少品类的
服装？安踏集团给出的答案是50种。

日前，安踏位于厦门同安的智能工厂正式亮相。
该智能工厂采用行业首创的从布片到成衣的全品类、
全流程贯通式生产方式，实现了一条生产线可同时制
作超50种品类、成千上万件服装。

“当下行业智能化改造大多是单一模块，无法同时
满足多品类生产。而在这里，无论是基础款的T恤，还
是需要数百道工序的羽绒服，一条生产线全搞定。”安踏
集团同安服装部生产总监李金胜介绍，同安智能工厂打
造出能同时满足多品牌、全品类产品的柔性生产链。

一条生产线如何做到“七十二变”？这得益于安踏
的创新生产模式：构建“大脑”，铺设“神经系统”，为每
件衣服制定最优生产方案。

安踏同安智能工厂 IE 经理钟学良打了个比方
——数据指挥中心是整个工厂的智能“大脑”，发送
命令至神经路网终端的各项自动化设备；现场技术
人员是“中枢神经”，对命令进行优化；一线员工是

“末梢神经”，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的协作下高
速运转。

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安踏提供的
数据显示：生产周期从此前的 15~30天缩短至 3~15
天；同品人效提升 18%~35%、产能提升 21%~28%；管
理结构精简15%、流程优化超30%。

“以前两个课长管一层楼、10条线，现在我一个人
就能管几层楼、40多条线，而且更轻松了。”安踏同安
工厂生产部经理龚刚金笑着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
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如今的安踏，正朝着这
个方向迈进。

每年，安踏集团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超过销售
成本的 5%。目前，该集团已在国内及美国、日本、韩
国、意大利等地建立全球设计研发中心。其中，安踏运
动科学实验室已累计申请国家专利超1800项。

“企业作为经济主体，要参与国家产业战略推进和
产业集群建设，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促进供应链
转型升级，努力提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安踏董事局
主席丁世忠说，未来安踏计划每年在数字化方面投入
超10亿元。

福建省体育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任慧涛认为，现
代体育产业体系升级，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作为核心竞争力，是品牌在市场竞争中领先的最重要
的能力。” （新闻纵深见3版）

一条生产线的“七十二变”
安踏智能工厂首创柔性生产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