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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福建日报 15日，记者从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召开的福建省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为更好传承弘扬“晋江经验”，福建省近期出台了
《关于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围绕五个方面，提出十九条具体措施：
一是围绕培育民营企业，强调做优做强民营龙头企业、
梯度培育中小微企业。二是围绕推动民营经济转型提
升，强调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推动民营企业技术改
造、提升民营企业智能制造水平、推进民营经济数字化
转型、加快民营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三是围绕拓
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强调加快推进民间投资增长、推
动民营经济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围绕强化民营
企业要素保障，强调完善民营企业引才引智服务机制、
优化民营企业创新融资服务、保障民营企业用地需求、
强化数据要素支持、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水
平。五是围绕优化服务，强调提供精准政务服务、发挥
行业协会商会桥梁和服务作用、促进民营企业家健康
成长、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民营经济良好发展环境
等。

《若干措施》充分吸收了民营企业和相关部门的意
见建议——

既注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又着力满足企业具体
需求。在梯度培育民营企业、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方面，用好国家新出台的金融工具，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提出“鼓励民间投资用好基础设施REITs、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等，积极参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
型基础设施及相关领域投资建设和运营”。同时，将企
业反映的具体需求，吸收到文件中，如在“提升民营企
业智能制造水平”“推进经济数字化转型”方面，《若干
措施》提出“筛选一批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
厂优秀供应商，供民营企业选择”“加快培育贸易数字
化和电子商务平台龙头企业”。

既注重对标先进，又充分体现福建省特色。《若干
措施》充分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福建省
实际，在构建国际营销服务体系、用地政策等方面，提
出具体措施。同时，推出一批具有福建特色、便民利企
的政策措施。如，福建省提出“深化与台港澳合作，支
持民营企业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鼓励民营
企业与台港澳企业共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
展投资并购和国际产能合作”“整合现有涉企服务资
源，依托‘闽政通’App建设企业服务专区，为企业提供
一体化服务”等。

当前，福建民营企业在数量、规模、实力及社会贡
献等方面位居全国前列。2021年，全省新增私营企业
32.68万户，同比增长 16.6%；规上民营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40388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 17%；实现利润
总额2721.7亿元，增长29.5%。

“十九条措施着眼推动民营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加快转型升级，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福建产品和品牌等方面，
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心无旁骛做实业，激发民营企
业创新创造活力。”福建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
文洋表示。

勇立潮头，
综合实力不断跃升

20年来，在“晋江经验”指
引下，福建省始终坚持以发展
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
本方向，综合实力不断实现新
跃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
2002年的4467.6亿元（人民币，
下同）增长到2021年的48810.4
亿元，人均 GDP 从 2002 年的
1.29 万 元 增 长 到 2021 年 的
11.69万元。特别是中共十八
大以来，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
续跨越 3个万亿元台阶，2021
年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
国第 8位，人均GDP位居中国
第4位。

“十四五”以来，福建深入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聚焦“提高效率、提升效能、
提增效益”，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
经济，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 2.46万亿元、增
长 4.6%，主要经济指标运行保
持在合理区间。

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
泉州、晋江深入践行“晋江经
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
量发展路子。泉州地区生产总
值从 2002年 1081亿元增长到
2021年 11304亿元，20年来年
均 增 长 11.2% ；人 均 GDP 从
1.45万元提高到 12.82万元；一
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从 2002年
85.5亿元增加到 2021年 940.9
亿元，20年来年均增长 13.5%；
工业规模从 1700亿元增长到
2.4万亿元，形成纺织服装、鞋
业、建材家居、石油化工、机械
装备、食品饮料、工艺制品、电
子信息、纸业印刷等 9个超千
亿产业集群。

20年来，泉州累计引进共
建大院大所 18家，高新技术企
业从86家增加到1650家，市场
主体目前已突破 130万户。晋
江地区生产总值从 277亿元增
长 至 2986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1.6%；财政总收入从 20亿元
提高到 257 亿元，年均增长
14.4%，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
居中国四强。

坚守实体，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晋江经验”最为鲜明的特
色，就是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

展不放松。
目前，全省产值超千亿产

业集群达 21个，营收超百亿企
业突破 50家。2021年全省工
业增加值位列全国第 6位，规
模 以 上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0%，规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
指数375.14点，创历史新高，实
现利润总额 4353.3亿元，有 18
家企业入选中国 500强，6家企
业入围世界500强。

“晋江经验”源自县域改革
实践，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特色
县域经济的典范。泉州立足实
际、发挥优势，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扩容提质，坚持“一县一产
业”发展实体经济，目前已形成
了九大超千亿产值的产业集
群。

20年来，晋江市锚定实体
经济，推动传统产业高新转型、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现代服务
业培优壮大。目前，晋江培育
市场主体超 26万户、上市企业
50家，打造形成 1个超两千亿
（鞋服）、1个超千亿（纺织）、2
个超五百亿（建材、食品）、3个
超百亿产业集群（集成电路、智
能装备、医疗健康）。在晋江经
济结构中，民营经济是特色所
在、活力所在、优势所在，对税
收、GDP、研发投入、城镇就业、
企业数量等的贡献都超过九
成，晋江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
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改革创新，
融入新发展格局

“晋江经验”的核心动力是
改革创新。福建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十三五”以来，
全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2015
年的2035家增加到8500余家，
累计设立 71家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128 家全省工程研究中
心。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外溢效应不断释放，与省内
高新区共建协同创新平台 34
个。深入开展“上云用数赋能”
行动和实施“5G+工业互联网”
创新工程，加快推进“机器换
工”，全省超 5万家企业实现上
云。

泉州市坚持“一县一特
色”深化改革开放，全市 70多
项国家级改革试点深入推进，
成为中国 18个改革开放典型
地区之一。晋江不断优化要
素资源配置，引进落地 9家国
字号科研平台，全社会研发投
入、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实现

5年翻番增长，荣膺“国家创新
型县（市）”“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称号。先后承担 42项国家
级改革试点，全面深化县域集
成改革，围绕新型城镇化、营
商环境、农村三块地等领域率
先探索形成多项改革经验，成
为福建省乃至中国改革试点
最多、成果最丰富的县级城市
之一。

“晋江经验”明确“处理好
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中共十八大以来，福建用
好用足中共中央赋予的“多区
叠加”政策优势，充分发挥华侨
和民营经济优势，加快构建植
根福建、面向全球的产业链体
系，涌现出福耀玻璃、宁德时
代、紫金矿业、安踏等一批各具
特色的代表性企业。

持续拓展对内联接、对外
开放的空间。铁路运营里程突
破 4000公里，实现设区市快速
铁路环线闭合；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突破 6100公里，路网密度
全国第三；厦门港、福州港、湄
洲港均跨入亿吨大港行列。
2021年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
额增长 31.8%，出口规模突破 1
万亿元。

晋江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扎实推进“国际化”战
略，构建市场采购、综合保税、
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形成海
陆空港立体格局，社会进出口
总额 10年间翻了一番，企业在
家门口就能“买全球·卖全球”。

以人为本，
产城人融合发展

“晋江经验”的最终目的是
全面发展。福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把“晋江经验”融入县域
经济、中小城市和区域经济发
展，实施新时代山海协作，以福
州和厦漳泉两大都市圈建设为
引擎，带动闽东北、闽西南协同
发展区建设。实施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
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全省涌现
出晋江、南安、石狮、福清等 9
个中国百强县。2021年城镇化
率达69.7%，义务教育阶段随迁
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达
92.8%，城乡收入比缩小为2.22
∶1。

20年来，泉州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展，中心市区面积从
2002 年 70 平方公里，发展到
2021年的242.5平方公里，城镇
化率从 41.9%上升到 69.7%。
20年来，泉州市累计城镇新增
就业288.3万人，累计新增中小
学学位 54.2万个、幼儿园学位
26.5万个，新增医疗床位 3.4万
张、养老床位4.9万张。2021年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分别为 5.5万元、2.6万元，比

2002年增长 481%、436%；实现
3.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18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
部出列，群众生活更加殷实。

牢记“处理好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关系”的嘱托，20年来，
晋江坚定走好全面发展、共同
富裕之路，坚持“以产聚人兴
城，以城留人促产”，深入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率提
升到 69.3%。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每年将七成以上财力投入
民生领域，构建并持续完善七
大民生保障体系，打造形成三
大本硕高校版图、三大医共体
格局、“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
系，在共建共享中让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

做优服务，
大力提升营商环境

这些年，晋江立足建设“有
为政府”，更好地服务“有效市
场”，全力当好引路人、推车手、
服务员三种角色。在不同发展
阶段，晋江党委政府先后实施

“质量立市”“品牌强市”“资本
上市”“科技创新”“数智转型”
等发展战略，每年召开企业创
新大会，定期组织党政企考察
团到先进地区对标学习等，帮
助企业明方向、定航标。发扬
政企互动优良传统，通过领导
干部挂钩帮扶等方式，常态化
进企业、送政策、解难题，在企
业顺风顺水的时候推一把，在
企业遭遇困难的时候扶一把，
每年兑现涉企政策资金超过20
亿元。与广大企业家一道维护

“诚信晋江”金字招牌，引导民
营企业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02年成立中国首家县级慈善
总会，累计募集善款超 40 亿
元，乐善好施、反哺家乡成为晋
江企业家的鲜明特色，晋江也
荣获中国爱心城市、十大慈善
城市，城市公益慈善政府支持
指数位列中国第一。

秉承“不叫不到、随叫随
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理
念，晋江全力构建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荣膺“中
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示范
市”称号，城市投资潜力、营商
环境跃居中国县域第二。特别
是围绕让人才“引得进、留得
住、受尊重、得实惠”，深入实施
人才强市战略，推进“科创人才
集聚、硕博人才倍增、技能人才
振兴”行动，构建“六个一”服务
体系，让人才在晋江干事有舞
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无顾虑；
围绕服务产业转型升级，设立
总规模 50亿元的产业发展母
基金，专门组建企业家火炬成
长基金，全力培育一支能坚守、
会创新、有情怀、高素质的企业
家队伍。

（综合福建日报、新福建）

20年来，在“晋江经验”指引下，福建省综合实力不断实现新跃升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更好传承弘扬“晋江经验”
福建省出台十九条措施
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今年是“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15日，中共福建省委
宣传部召开福建省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新闻发布会，福建
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文洋，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
委书记张文贤，泉州市副市长刘林霜介绍了20年来传承弘
扬“晋江经验”，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福建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文洋(左二)，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张文贤（右二），泉州市副市长刘林霜（右一）介绍了
20年来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李诗怡） 15日，记者了解到，晋江
籍青年作家许晋杭的新歌《永久星辰》将于 19日在全
网正式上线。在这首即将发布的新歌中，许晋杭把对
家乡的热爱谱写成音符，用动听的歌声讲述晋江故事，
展现晋江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新作还邀请到知
名音乐人飞儿乐团成员阿沁担任制作人。

谈及新歌的灵感来源，许晋杭透露，这是某天在压
马路时萌生的念头，“有一天，我走在晋江熟悉的街头，
联想到晋江这20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心血来潮想写一
首歌，号召同为‘90后’的晋江新一辈更加积极向上，
为家乡做贡献。”

作为土生土长的晋江人，许晋杭深度参与歌曲创
作，光是歌词就打磨了无数遍，一次次修改、润色。同
时，他邀请到知名音乐人飞儿乐团成员阿沁为新歌谱
曲，并担任制作人。据悉，阿沁曾创作出许多经典歌
曲，如《我们的爱》《遗失的美好》《lydia》等，并曾担任潘
玮柏、邓紫棋、谢霆锋等大咖的制作人。

据悉，《永久星辰》将于19日在全网各大音乐平台
同步上线。许晋杭透露，接下去打算拍摄歌曲MV，希
望通过镜头让更多人看到晋江这些年来的变化，一起
见证晋江的发展和繁荣。

许晋杭新歌《永久星辰》
19日全网发布
用歌声讲述晋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