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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国家 ll型大城市，对晋江
来说，是城市发展史的重大飞跃！

撤县设市30年来，特别是近20
年来，在“晋江经验”指引下，晋江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立足城市服务产业发展、服务市
民生活定位，深度推进产城人融合，
成为新型城镇化县域样板。

此次跻身 II型大城市，不仅是
晋江经济水平、发展潜力、城市吸引
力的综合体现，也为晋江未来发展
标注了新的坐标。踏上新征程，晋
江又该如何定位目标、谋划发展、乘
势而上，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晋江实践中再谱“晋江经验”新篇
章，成为晋江在新时代的新探索。

晋江为什么能入围？

10月中旬，中国国务院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了《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义乌市、慈溪
市和福建省晋江市4个县级市拿到
了大城市“入场券”。“4个县级市被
确定为大城市”随即登上微博热
搜。一时间，“为什么是晋江”的话
题引发热议。毕竟，在全国105座大
城市的名单中，大多是省会城市、地
级市，县城跨入大城市还是第一次。

“大城市”标准如何界定？人
口规模是重要考量。根据相关规
定，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 500
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城区
常住人口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
为Ⅰ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300万以下的为Ⅱ型大城
市。晋江以主城区人口 101.25万
人的规模成功入列Ⅱ型大城市。

作为偏居一隅的闽南小城，晋
江陆域面积仅649平方公里，为何人
口会向这里集聚？在厦门大学经济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丁长发看
来，人口集聚的背后，与晋江发达的
产业、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密切关系。

晋江实力有多强？也许外人
并不熟悉晋江这个地方，但没有几
个人不熟知晋江的产品。嘴里吃
的食品、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
鞋子、手里拿的雨伞、家里用的纸
巾、建房装修的瓷砖，晋江产品在
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安踏、特
步、九牧王、柒牌、劲霸、七匹狼、恒
安、盼盼、蜡笔小新、亲亲、心相印、
雅客……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
品牌，都来自晋江。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
区之一，晋江孕育了 50家上市企
业，拥有 42枚中国驰名商标，不仅
是中国鞋都、中国伞都、中国运动服
装名镇、中国休闲服装名镇，还被评
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市、国家
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爱
心城市、七星级慈善城市等。

晋江用福建省两百分之一的土
地，创造了太多不可思议的经济数
字。回望历史深处，晋江发展路径
的选择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经
过科学的设计，更充满智慧的创造。

2002年 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
的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以“六个始
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为主要内容的“晋江经验”。20年
来，在“晋江经验”指导下，晋江牢牢

守住实体经济“看家宝”，缔造了以
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和产业
经济奇迹，地区生产总值从 277亿
元（人民币，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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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建成2个千亿元、5个
百亿元产业集群，亿元以上企业超
700家，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居
全国四强。

“正是因为晋江产业基础好，丰
富的就业机会吸引了人口流入。”福
建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研室副主任
陈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良好的产业
生态是集聚产业、催生创新的土壤，
也是吸引外来人口流入的关键。年
轻人来到晋江这片土地打拼，站稳脚
跟后又带动身边的一批人，人口规模
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晋江凭什么留住人？

近年来，晋江经济社会发展各
方面成绩斐然，此次跻身大城市更
是赢得广泛关注。但与北上广深等
超大城市相比，晋江靠什么留人？

“公共服务不仅要‘提质量’，
还要‘均等化’；不仅要让本地人生
活得好，还要让外来人口有归属感
和融入感。在这方面，福建晋江走
出了自己的路子。”被央视《焦点访
谈》点名表扬的这一举措，是晋江
市民化积分优待管理措施。

作为一座外来人口数量占常住
人口一半的城市，晋江坚持“同城同
待遇、保障全覆盖、待遇均等化”。
早在2011年，晋江就在全省率先推
行居住证制度，赋予持证人员30项
市民化待遇，同等享受就学、就医、
就业、住房等待遇。同时，晋江还率
先实现异地高考；为企业员工提供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人才房等保障
性住房；“包飞机、包火车、包汽车”
送务工人员返乡过年……一项项

“有温度”的举措接续落地，吸引着
越来越多人来晋江扎根发展。

“新学校各方面都很不错，我
们都很满意。”家住紫帽镇的新晋
江人何女士说，今年9月，她的孩子
正式入读清华附中晋江学校高中
部。作为这所新办学校的首批学
生家长，何女士对学校的环境建
设、师资学风赞不绝口。

医疗和教育是衡量城市品质
和民生幸福的重要维度。近年来，
晋江引入清华附中晋江学校等优
质教育资源，形成 3大本硕高校、9
大公共科技创新平台的创新版
图，其中更有国科大、福大等“双
一流”高校。与此同时，还引进上
海六院福建医院、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树兰医疗等高端医疗资
源，落地中国县域首个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上好学”“看好病”。越来越多像
何女士一样的新晋江人，在见证
和参与晋江发展的同时，也共享
了晋江发展的成果。

“我经常和上海的亲戚朋友讲，
晋江不仅连续 21年跻身全国十强
县，而且空气优良率多年保持
100%，高速、高铁、机场等一应俱
全，市民在家门口可以读名校、看名
医，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越来越

强。”利郎公司副总裁胡诚初来晋江
生活已经 24年，当初那个“不成规
模”的晋江如今跻身“大城市”行
列，成为他回上海滩“炫耀”的资
本。

以产业集聚人才，以人才助推发
展。多年来，晋江“求”人才不拘一
格，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企业认定的
人才，政府还每月发放补贴。从学徒
出身，到中国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主管，来自江西的七匹狼公司高级制
版师胡牛崽如今每月能领到4000元
政府津贴，申请的20万元购房补助
也已获批，子女上学还有优惠政策。

“人才政策不分本地人、外地人，我感
觉自己就是晋江人。”胡牛崽说。

越来越完善的城市配套，让晋
江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而注重“以人为本”的营商环境优
化，更让晋江成为炙手可热的就业
创业热土。

“人才创业需要环境，还需要鼓
励和支持。晋江是个有温度的地
方。在人才方面，晋江一直走前列，
为创业者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海归博士、国家高层次人才曾福泉
说，强大的产业基础、优厚的人才政
策和卓越的营商环境，促使他扎根
在这里，成为一名新晋江人。据悉，
曾福泉带领团队潜心科研，开发出
的产品已成功被多家世界500强企
业所采用，并与安踏、盼盼等晋江企
业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

“在晋江，没外人”“待遇均等
化、保障全覆盖”“来了都是晋江
人，晋江都是一家人”……这些在
新晋江人圈子中流行的口号，不仅
是晋江开放包容的写照，更是晋江
留得住人的生动注脚。

晋江未来又该怎么办？

晋江跻身“大城市”后，许多人
对这座城市今后的发展充满期待。

“20年前，我们都想不到晋江会
有现在这样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
春光说，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是观
察城市发展的重要数据，可以反映
出一座城市的经济水平、发展潜力、
城市吸引力。此次入围“大城市”，
也让晋江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无独有偶。在陈新看来，晋江
晋级大城市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
和自豪的事情。他表示，“Ⅱ型大
城市”的考量因素不光是人口，背
后的经济实力、产业发展、新型城
镇化、人才政策配套等均缺一不
可。由此可见，晋江成为一座“超
级县城”，丝毫不简单。

在为晋江“提格升级”高兴的
同时，陈新也提出，如何把握入围

“大城市”契机，争取更大的发展，
是晋江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于晋江而言，入列大城市，意
味着城市能级实现了一个大跃
升。同时也要看到，晋江产业创新
动能不足，城市能级、承载能力与
产业发展不够匹配，社会治理能力
水平远滞后于现实需要等问题客
观存在。

“产业是立市之本。晋江产业想
要保持‘常青’，就要发力转型升级。”
在丁长发看来，晋江在未来产业结构

中要着力优存量、拓增量。如传统鞋
服、纺织、食品等是存量市场，需要通
过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产业、企业
产品的高附加值化、品牌化；而增量
部分，则需加快引进新兴产业步伐，
比如晋江当前正在推动的集成电路、
智能装备等产业，都要根据本地产
业、技术、人才加以推进。

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百强县
前十强相比，晋江人才短板明显。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
示，昆山每 10万人中超 2.2万拥有
大学文化程度；义乌每10万人中超
1.4万拥有大学文化程度；而晋江
的数据仅为接近1万。

“目前制约晋江发展的最大短板
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原因就是缺人
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在丁长发看
来，近年来，晋江引进国内高端教育
资源合作办学，福州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相继落地，这是
非常好的举措。下一步，晋江可立足
鞋服、建材、食品、玩具等产业需求，
着力推进高职院校建设，促进校院企
合作、产学研用融合，推动企业加快
数智转型。

“大城市就要有大城市的胸
怀、大城市的容量、大城市的治理
水平。”在王春光看来，未来城市之
间的竞争一定是综合性竞争，产
业、人才、配套等既互相融合又互
相影响，需要晋江同步发力，而且
要跑得比地级市乃至更高层级的
城市更快、更扎实。

“今年，晋江调高了人才工作
专项资金，由原来的 1亿元增加至
1.5亿元。”晋江市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黄建华表示，为了更好地留住
人才，从去年起，晋江每年安排
10%商品房房源作为优秀人才专
属房源，并对引进的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给予最高800万元的
经费支持。同时，晋江还实行“一
对一”人才服务挂钩联系制度，为
各类人才提供咨询答疑、指导协
助、帮扶协调等服务。

“金杯银杯不如人才的口碑，
千好万好不如人才一句话好。”黄
建华表示，希望通过人才之间的

“口口相传”，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
晋江创新创业。

晋江产业发展要实现再跃升，
城市平台是关键。多年来，晋江经
济发展名声在外，但城市建设的

“掉链子”一度成为晋江上坡路上
的绊脚石。近年来，晋江深入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心城区建成区
面积拓展至 115平方公里，城镇化
率已达到69.3%。王春光说，如今，
晋江的城市建设不能再囿于“县级
市”的定位，推进新型城镇化也不
能仅是涉及基础设施投资，而要对
标国内一线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品
质，持续强化就业扶持、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民生投入，
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体系，让
人才进得来、留得住，为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更多县域样本。

本报讯（记者 王云霏）近日，深圳
市福建商会第七届理监事就职典礼在深
圳举行。福建省政协常委、信义集团董
事、深圳市恒通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施能狮当选新一届会长。

施能狮表示，将带领商会全体会员
凝心聚力、精诚团结、勇往直前，创造更
加灿烂的明天；希望深圳、福建两地党
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能一如既往地给
予商会关怀、指导和支持，共同助力商会
发展。

据悉，深圳市福建商会于2003年12
月19日经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成立，商会
拥有理监事企业 1000多家，涉及地产、
服装、物流、医疗、珠宝、建筑、餐饮等行
业。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
一中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我
国著名极地考察科学家、晋江一中 1964
届高中校友陈立奇，向母校捐赠南极石、
3D演示片和专著《南极小百科》等科普
书籍。

南极石系蜂巢岩，被称为南极怪石，
出自寒武纪时期的片麻岩，历经5.3亿年
的磨砺而成。晋江一中获赠的南极石是
中国第 13次南极考察队队长兼首席科
学家陈立奇，于1997年采自中国南极中
山站的拉斯曼丘陵，一直珍藏至今。

当天，陈立奇校友在晋江一中江海
学堂的“校友讲坛”向地理学社的同学们
开设讲座，讲述南北极科学考察故事与
地理科学知识发现，介绍南极石的形成
过程，引导学生认真观察、深度思考、理
解迁移、科学表达，鼓励同学们凡成功成
才均需要磨炼毅力、砥砺奋斗。

陈立奇校友在向同学们传播地理科
学知识的同时，培养了同学们的科学精
神。他还以亲身经历对同学们进行生涯
规划发展指导，鲜活生动的讲述引起听
众强烈共鸣。

据悉，作为晋江一中建校七十周年
系列活动之一，捐赠“南极石”仪式暨开
设校亲讲坛活动，既展现陈立奇校友感
恩母校的情怀和引导后学努力学习、奋
发有为的责任担当，又为母校七秩庆典
增光添彩。

跻身大城市 晋江新坐标
本报记者 李玲玲

著名极地考察科学家陈立奇
向晋江一中捐赠“南极石”

深圳市福建商会换届
施能狮当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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