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壬寅年七月廿一_2022年8月18日 今日8版_星期四 第6350期

编辑_王昆火 设计_李江龙 校对_黄青稚 新闻热线：0595-82003110 广告热线：0595-82005188 发行热线：0595-82009828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汪卫东

版权声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晋江经济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导读

创新动能缘何源源不断流入晋江

身临其境 惊叹连连
——媒体集中采访见闻录五 P3

老镇新生
——且看英林城镇面貌如何更新 P4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晋江经济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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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7次深入晋江，
总结并提出“晋江经验”。源自县域改革实践的“晋
江经验”，是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武器和
制胜法宝。

今年是“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作为“晋江经
验”的发祥地，2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晋江经验”的引领下，晋江市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
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推进产城人融合，走出
了一条县域全面发展的典范之路。

“晋江经验”指引下的泉州市，晋江、南安、石狮、
惠安、安溪等县域经济突破上行，带动泉州实体经济
持续壮大。20年来，泉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1.2%，从 2002 年 1081 亿元，到 2013 年突破 5000 亿
元、2020年突破1万亿元、2021年达11304亿元。目
前，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安溪5个县（市）进入全
国百强县行列，其中晋江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居
全国第四。

20年披荆斩棘，20年改革创新。站在新时代的
历史坐标点上，泉州、晋江正以勇立潮头的勇气与魄
力，踏上发展新征程。

深耕实体 谱写县域发展新篇章
工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石。发展以工业经济为

主的民营经济，是泉州、晋江的看家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亲自总结推广的‘晋江经

验’，是泉州、晋江民营经济砥砺前行的指路灯塔。”
泉州市主要领导表示。

20年来，泉州民营经济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发
展出纺织鞋服、建材家居、食品饮料等千亿集群，形
成超两万亿元制造业大盘，贡献七成税收、八成
GDP、九成研发投入、九成城镇就业、九成企业数。

走进位于晋江池店镇的安踏集团品牌博物馆，
奥委会区、篮球区、科技区、FILA区等八大展区集中
展示了安踏的品牌形象与核心精神，炫目的体育营
销光电屏、琳琅满目的多元化运动鞋服产品，让记者
耳目一新。

8月8日，安踏发布全新的奥运冠军跑鞋。这款
跑鞋是以国家队运动员需求为核心，专为中国国家
队5公里至10公里跑步训练而打造的跑鞋。

“去年，安踏集团年营收额达493.3亿元。”安踏集
团副总裁李玲对记者说，安踏的奋斗历程和成功，得
益于“晋江经验”的指引，是“晋江经验”的生动体现。

20年来，在“晋江经验”引领下，晋江民营经济、
实体经济获得快速、健康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
外有影响力的龙头民营企业和品牌企业。晋江，也
因此成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品牌之都。

20年来，晋江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经济
得以快速发展。作为地理面积仅占全省1/200的县
级市，晋江的县域经济实力持续稳居“全省第一”和

“全国十强”，坐拥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
业强市、中国陶瓷重镇等14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
牌，建成2个千亿元、5个百亿元产业集群，成为全国
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中小城市建设的样板。

20年来，晋江市地区生产总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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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力位居全国四强，引领我省县域经济快速、健
康、稳定发展。今年上半年，晋江克服疫情影响，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351.30亿元。 （下转3版）

昨日，《福建日报》头版刊发《县
域发展的典范之路——“晋江经验”
20年传承与实践观察》。今日，本报
予以转载。

晋江第二体育中心已成晋江新地标。本报记者 秦越 摄

县域发展的典范之路
——“晋江经验”20年传承与实践观察

本报讯（泉州晚报记者 陈林森
本报记者 李玲玲）在“晋江经验”提出
20周年之际，昨日，泉州市委、市政府
2022年重大项目视频连线开工活动在
晋江举行。省委常委、泉州市委书记刘
建洋讲话并宣布开工，泉州市市长蔡战
胜主持。李建辉、肖汉辉、宿利南、施宇
辉、陈辉宗、傅藏荣、黄景春、黄文胜、张
文贤等泉州市领导参加。

活动中，泉州市发改委汇报了今
年前两批次开工项目进展情况；各县

（市、区）、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
区相关负责同志汇报本地重大项目
开工情况。泉州市共144个重大项目
开工，总投资 1837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242亿元。

刘建洋指出，今年以来，泉州市
项目攻坚行动全面拉开架势，前两批
次开工项目超序时推进，形成比学赶
超、大干快上的浓厚氛围。此次开工
的重大项目将进一步为建设 21世纪

“海丝名城”提供后劲支撑。

刘建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坚定信心，突
出项目为先、项目为基、项目为要，以
有效投资拉动经济恢复发展，打好稳
住经济大盘保卫战攻坚战持久战，确
保三季度好于二季度、下半年好于上
半年。要全力攻坚，以优质服务保障
项目推进速度，强化平台支撑、调度
谋划、要素供给，抢抓国家政策机遇，
创新园区管理体制和项目推进机制，

深化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策
划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提高效率、提
升效能、提增效益，全力推动洽谈项
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
目快建设、在建项目早竣工、竣工项
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产。要滚动
接续，以开放招商增添高质量发展后
劲，立足产业发展招项目、城市建设
谋项目、民生生态争项目，增量和存
量一起抓，既逆周期加大以商招商、
产业链招商，定向招引更多强链建链

补链延链扩链和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的优质项目；又充分释放龙头企业、
高成长性企业发展潜能，鼓励加快物
理空间和生产工艺技术“双改造、双
提升”，推进增资扩产、提质强产。

活动中，晋江市市长王明元介绍
晋江市重大项目开工情况。晋江共
有 22个项目列入泉州市重大项目开
工，总投资 965.5亿元。其中产业项
目21个，总投资942.5亿元；基础设施
项目1个，总投资23亿元。

泉州市2022年重大项目视频连线开工活动举行

144个项目开工 总投资1837亿元

汇聚前行力量 挺起产业脊梁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福建答卷（上）

激发县域经济“源动力”

晋江集成改革闯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 李玲玲

“从报送材料到办下许可证，花了不
到一个月时间。晋江经济开发区的‘双
零’服务，让我们太省心了。”谈及近日收
到工程规划许可证一事，晋江希尼亚户外
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蔡金钟赞叹不已。
她坦言，这放在以前，不仅要花半年时间，
还要花不少精力和中介费用。

蔡金钟口中的“双零”服务，是晋江经
济开发区推出的服务企业零距离、服务项
目零收费“双零”服务机制。这套惠企机
制，让园区项目从策划到落地的周期由 1
年左右缩短到平均5个月；项目报建手续
办理时限从 6个月缩短至 3个月；项目各
类手续代办费用，从中介机构收取 10多
万元变成政府免费服务，企业实实在在享
受了“放管服”改革的红利。

“双零”服务是晋江推进集成改革、构
建便捷高效政务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
2019年10月，晋江市被省委、省政府确立

为全省首批县域集成改革试点后，就以传
承弘扬“晋江经验”、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细化实施15个改革专项，集成
推进78个改革项目，从资源集成整合、体
制集成创新、服务集成优化等方面入手，
担当改革的“试验田”。

如今，随着一大批对接发展所需、基
层所盼、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落地实施，
不仅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有效激发，也形
成了集成改革的“晋江样本”。

勇闯改革“深水区”
20年来，在“晋江经验”引领下，晋江

实现了从“高产穷县”到“经济强市”的跨
越，一家家企业孕育而生，一栋栋厂房拔
地而起，一个个产业集群飞速发展。然
而，与此同时，企业布局分散、厂居混杂普
遍、工业化遗留问题等日益凸显。

“早期厂房存在消防、绿化等诸多问
题，地块利用率不高，再加上厂房与厂房
间缺乏整体规划，交通拥堵、噪声污染和
水电资源不足等问题层出不穷，更让人担
心的还有火灾隐患、治安等问题。”晋江市
工信局局长林永红直言，企业生产经营逐
步扩大的同时，也面临着没有足够空间扩
大生产的窘境。

如何在不干预产业正常发展的前提
下，在原有土地资源的基础上，聚焦产业
转型升级，腾出更多空间，扎实推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晋江的解决办法是，把园区
作为经济发展主阵地、项目建设主战场，
全面加快园区标准化建设。在全面分析
园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晋江坚持“策划
建设一体推进、国资民企双管齐下、单宗
连片改造并重”，迅速掀起园区标准化建
设热潮。

（下转2版）

福建日报记者 何金 王敏霞 李向娟 通讯员 林晓燕 谢佩龙

本报记者 林小杰

今年末伏为8月15日至24日，超长“待机”的三伏
天将结束，但高温似乎没有收敛的意思。昨天，太阳早
早地打卡上岗，午后最高气温仍然较高，晋江大部分镇
街超过了34℃。全市最高温出现在池店镇，测得温度
为36.6℃。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副高相
伴。晋江的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较高。由于高温持续
发力，近期晋江降水较少，瑞雪提醒市民朋友，尽量减少
中午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今天多云，26℃~35℃，沿海偏南风3~4级；明天阴
转晴，26℃~34℃，沿海偏南风 3~4级；后天阴转多云，
27℃~34℃，沿海偏南风3~4级。

副高常相伴
高温“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截至昨日 19时，全国现
有中风险地区652个，高风险地区959个。其中，福建
现有中风险地区7个。为保障广大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晋江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醒。

晋江疾控提醒，所有市域外入（返）晋人员（含本市
外出的返晋人员）实施网上预登记制度，请扫描“入
（返）晋人员登记二维码”或关注“晋江 12345”微信公
众号进行自主申报和提前登记，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未提前登记报备的，在抵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补充登
记；有7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务必第一时间报
告所到村（社区）、单位或酒店，配合落实核酸检测等相
关防控管理措施。

此外，请 7天内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入（返）晋
人员严格落实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7天内有中
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入（返）晋人员落实7天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措施；7天内有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
的其他地区（低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入（返）晋人员需持
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落
实三天两检核酸政策，并做
好健康监测；省外陆地边境
口岸城市（与香港、澳门有口
岸相连的除外）入（返）晋人
员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对于境外入（返）晋人
员，经我省口岸入境的，应实
施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解
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后，目
的地为晋江市的入境人员，
点对点接回目的地后继续实
施3天居家健康监测。

晋江疾控还提醒，请广
大市民朋友要切实做好个人
防护，进入公共场所要配合
做好测温、亮码、戴口罩、扫
场所码等防控措施，勤洗手、
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晋江疾控发布健康提醒
返晋人员需进行预登记

“晋江12345”公众
号二维码

入（返）晋人员登
记二维码本报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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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省长的六年里七下晋江调研，于2002年为这座城市挥毫泼墨写下“晋江经验”。20年来，晋江始
终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加快产业转型，成为福建县域经济的“领跑者”。

“晋江经验”脱胎于县域经济，但又不仅适用于县域经济。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曾说：
“福建省如果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样了。应该说，‘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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