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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中共晋江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晋江交出了过去五年的成绩单，
定下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 本报记者 蔡斯洵

新增15项国家级改革试点，成为全省首批集成改革试点县

圆满完成19项重点领域改革任务

晋江国际机场旅客年吞吐量突破800万人次

向金门供水突破千万吨

带你看懂市委报告
13137, 一组数字密码，包含着中共晋江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未来5年晋江发展愿景、发展定位和发展举措。

（一）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以强烈的历史担当赋予“晋江经验”新的时代内涵，敢为人先、爱拼会赢，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深化集成改革，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全面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创新、产业、城市、生态、治理和民生服务等现代化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中争当表率示范。

（二）担纲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主力领军。深刻把握新福建的时代方位，紧盯大局所需、展现晋江担当，深度融入闽西南协同发展、泉州“跨江发展 跨域融合”战略布
局，全方位提升科技创新、产业能级、城市品质、民生保障水平，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大局中彰显晋江作为。

（三）打造共同富裕县域范例。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统筹城乡一体和乡村振兴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市
民素质全面提升。坚持以人为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兼顾普惠、均衡和优质，着力推动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学有优教、病有良医、住有宜居、老有颐
养、幼有善育、弱有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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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略目标

GDP年均增长 7.4%、突破 26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达 227亿元，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4.5万元。

产业基金规模超80亿元，上市企业增至50家
先后落地实施重大项目超500个，累计投资超2500亿元

企业信贷不良率从4.9%回落至2%以内

全面攻坚16个品质提升专项行动

城镇化率提升至68.7%
培育乡村振兴试点示范村72个

植树造林6.6万亩

年度空气优良率首次实现100%
21条流域水质总体持续向好

扎实办好155件“为民实事”、超千件“民生微实事”

精准帮扶2194户家庭脱贫解困

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9万
新增优质学位5.37万个、医疗机构床位3643张、养老床位2626张

极 不 平
凡 大事要事
好事收获满满

●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晋江经验’现
在仍然有指导意义”

●六大新增长区
域建设全面铺开

●三大本硕高校
版图正式成型

●9家高水平科研
平台形成多核驱动

●集成电路产业
铸链成势

●城市投资潜力、营商
环境排名跃居全国县域第二

●县域经济基本竞
争力首次进入全国四强

●成功申办世界
中学生运动会

●有为应对新冠疫
情大考

未来，在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的助
推下，一支支“救急灭火队”即将“下
岗”，一批根源问题可得到有效解决。

报告说：在数字化场景下，完善“精
细化、网格化、智能化”基层治理模式，
推动“末端管控”向“源头治理”转变，全
力堵住城市建管、文明创建、安全运行、
疫情防控、社会稳定等治理漏洞。

未来五年，科技创新是晋江发展的新动能。
报告说：改革创新是“晋江经验”的动力源泉，敢为人先
是晋江的城市基因。要坚持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核心
地位，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治理创新。

报告说：全力突破土地、人
才、资金等要素制约和机制障碍，
以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供给为
企业松绑、给干部减负。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晋江一度发展中的绊脚石。奋力

打破瓶颈后，如今晋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匹配。未来，晋江如
何进一步提级晋位？

报告说：晋江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产、城、人的辩证关系，以产
聚人兴城、以城留人促产，推动“产城人”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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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0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突破300亿元，品牌之都、创
新高地、品质城市三张“金名片”基本确立。

GDP突破4000亿元

今后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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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将担纲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主力领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一个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