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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蔡斯洵 陈
巧玲） 20日上午，金门供水水源
保障工程开工仪式在晋江举
行。该工程的实施将构建“双水
源、双线路、多调节”的供水保障
体系，进一步提升供水水源系统
调度和抵御风险能力，通过供水
工程打造台湾海峡两岸交流典
范，加深两岸融合发展实践，促
进两岸乡亲交流交往。

开工仪式上，泉州市委常

委、晋江市委书记张文贤介绍
了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开工
准备情况。他说，晋江将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做好城市
水生态、水环境保护提升工作，
全力保障金门供水的水质安
全。相信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
力下，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
必将成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促进两岸乡亲交往交融的新典
范。

据了解，金门供水水源保障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湖库连
通工程、水源地保护工程两大部
分，计划总投资估算约 31.3 亿
元人民币，总工期41个月。湖库
连通工程，输水设计流量为 6.8
立方米/秒，线路总长53公里，计
划从晋江引水第二通道引水，起
点为紫帽泵站，沿线途经10个镇
街，连通新安、东山、溪边、草洪
塘和龙湖等“四库一湖”；水源地

保护工程将对晋江市内的东山
水库、溪边水库、草洪塘水库和
龙湖水源地进行保护和治理。

据悉，该工程被列入中国水
利部“十四五”规划150个重大水
利工程项目盘子，项目可研报告
已获福建省发改委批复。自
2018年8月5日福建向金门供水
工程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金
门供水超2500万吨，有效保障了
金门乡亲的民生用水。

晋江又拿下一个国家级荣誉。
日前，中国自然资源部公布首批

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
名单，晋江成功上榜。

此次上榜并非偶然，而是晋江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自然资源节约集
约，积极承接“三块地”改革、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等国家试点任务，着
力提高土地利用强度、优化用地结构
的硕果。

直面痛点：
破解用地低效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发端于村镇的晋
江民营经济全面开花。晋江拥有安
踏、恒安、三六一度、劲霸、柒牌等一
大批龙头企业，县域基本竞争力常年
位居全国前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县域发展路子。然而，一个在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痛点出现
了——空间布局破碎、土地开发强度
趋近饱和、用地成本过高，但晋江全
市工业用地的平均容积率却只有
1.07，工业用地紧缺与土地利用效率
低下的矛盾日益突出。

以晋江“老牌”工业园五里园为
例，从 2000年动工建设至今，五里园
已经走过了22个年头，是晋江优势主
导产业的主要承载区，集聚了恒安、
安踏、三六一度、利郎、海纳等知名企
业的厂区。2021年，该园区产值突破
1100亿元（人民币，下同），涵盖鞋服、
纺织、装备制造、食品、新材料等产
业，但土地利用不集约、亩均效益偏
低的情况也日益凸显。

“经过多年发展，五里园面临低
效用地较多、亩均效益不高、企业扩

大再生产空间不足、园区基础配套设
施逐渐老化等问题。”晋江经济开发
区工作人员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晋江市把五
里园列入首批园区标准化建设项目，
推动五里园向高新综合产业园方向
发展。“如果晋江能将工业用地容积
率提升到 2.0，在无新增工业用地的
基础上，工业园区预计可释放近 3万
亩的产业空间。”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五里园的转变，是晋江全力推进
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工作的一个缩
影。针对痛点，晋江频频出招，集全
市之力、聚全市资源，从用地分布杂
乱无章到布局集约，从容积率低到

“零地增容”，不断探索创新土地利用
方式，加快从粗放扩张向节约集约利
用转变，从注重产业体量向注重产业
质量转变，走出了一条土地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的“晋江路径”。

必然选择：
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

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提高工业
用地利用效率，成为晋江腾挪发展空
间、改善发展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选择。

2022年，围绕“强产业、兴城市”战
略部署，晋江市共策划了五里高新综
合产业园、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园、金井
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陈埭标准化工业
园、内坑镇品牌工业城等首批14个标
准化试点园区项目，加速产业转型升
级，为高质量发展拓宽空间、撑足后劲。

铲土车一趟接一趟地铲着黑沙，
来回穿梭；工人忙着搅拌水泥，砌筑
电力井墙体……在福建省集成电路

产业园区（科学园）内，集成电路小微
工业园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一栋
检测检验中心楼房正进行内外装修、
两栋职工公寓和道路景观建设正有
序推进。

该项目位于原冠科科技园最内
侧地块，用地面积 68002平方米（约
102亩），原地上建筑面积2.59万平方
米，容积率 0.38，原有厂房约 1.2万平
方米，分别租赁给汽车维修、机械加
工制造及塑料制品企业生产，租金平
均约7元/平方米，属低效用地。

“2021年，我们取得该地块，根据
区域整体规划，按照引进设计、制造、
小型封测、装备、材料、终端应用、创
新服务平台等两大龙头上下游配套
产业，带动集成电路产业协作配套和
专业化分工的思路，邀请专业设计院
对该地块进行针对性规划设计。”晋
江产业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重新规划，该地块规划总建
筑面积 11.38 万平方米，容积率达
1.61，园区预计总投资8.1亿元。项目
达产后亩均产值预计达 500万元，亩
均税收预计达 35万元，是晋江“零地
提容”的一个创新做法。

作为集成电路产业空间的载体，
集成电路小微工业园将带动集成电
路产业协作配套和专业化分工，培育
壮大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推动晋江市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完善配套：
做产业，也是做城市

园区标准化建设，既是做产业，
也是做城市。

作为晋江标准化园区的“明星”

项目之一，新智造产业园还未建成就
已“出圈”，吸引了10多家企业意向入
驻，这也意味着新智造产业园已初步
实现产业聚集。

“我很看好这个产业园，里面不
仅有标准厂房，还有研发中心、仓库、
职工宿舍等一系列配套，对企业来说
可以节省不少投入成本。”经营一家
汽车零部件生产工厂的企业主王聪
说，新智造产业园的建设，让他打消
了自建厂房的想法，对未来发展也有
了新谋划。

王聪算了一笔账，入驻园区后，
原本用于自建厂房的资金可以省出
一部分投入创新研发；以园区为平
台，产业配套的供应链也能一起引
入，减少了沟通、物流、生产成本。

“如今行业竞争激烈，利润越来
越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一同入园运
营，这种打造‘隔壁工厂’产业生态的
方式，预计可为企业节约 2%~3%的
运营成本。”王聪说。

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切中了许
多中小企业的现实需求。当下，对于
还没有实力拿地、自建厂房的成长型
企业来说，可以“拎包入驻”的标准化
厂房，还有完善的配套，是企业安心
留在当地发展的“最优解”。

无独有偶。在集成电路小微工
业园项目“隔壁”，由高级公寓、商用
区、SOHO办公区、文体活动区及幼儿
园、地下空间等组成的邻里中心及人
才公寓芯动家园也将在两年内投用，
为园区提供高端的配套。

“届时，高层次人才集聚，医教养
配套齐全便利，5分钟到高铁站，10分
钟上高速，梧林传统村落就是‘后花
园’。”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晋

江分园区办事处副主任苏华伟说。
可以说，建设综合产业园区，不

仅仅是建设标准厂房，更重要的是构
建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形成产业空
间与城市空间的有机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9月，经中国
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国自然资源部和
福建省政府联合出台了《泉州市盘活
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方案》。2023
年1月11日，晋江盘活利用低效用地
试点工作指挥部“一办五组”人员工
作动员部署会召开。晋江从全市抽
调 44名人员，形成“一办五组”，分工
协作，统筹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城镇低效用地开发、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等
工作，目前已初步摸排低效用地 3.44
万亩、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 0.856万
亩。

“荣誉的背后，是自然资源部对晋
江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促进高质
量发展的充分肯定。”晋江市自然资源
局局长、晋江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
点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英
俊表示，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为晋
江腾挪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带来
了重大机遇，对破解晋江“空间束缚、
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等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晋江也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
识，高效推进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
工作，全力为晋江发展腾挪空间，做好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两篇文章，

“不负荣誉背后的责任。”

本报讯（记者 黄伟
强） 健身器材、棋牌桌、
活动小广场、鹅卵石步
道、景观树池……20日，
记者了解到，位于晋江市
青阳街道阳光广场南侧
的阳光适老公园已基本
完工，周边市民特别是老
年人又多了一个休闲的
好去处。

这个微型公园地处
阳光社区繁华地段，靠
近内沟河，面积约 700平
方米，前身是社区一块
边 角 地 。 公 园 面 积 虽
小，但“五脏俱全”，除了
有运动健身区和休闲交
流区外，还配套有棋牌
桌等多种适合老年人休
闲的设施，其中部分设
施还做了适老化设计。
蓝色的活动小广场、绿
意盎然的苗木花草、崭
新 的 健 身 设 施 和 休 闲
椅，组成了一幅清新怡
人的画卷。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18日，记者来到晋江安
海镇赤店苏厝村的龙峰图书馆，馆内窗明几净，书架
上的书琳琅满目，学生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或看书
或写作业，也有家长、村民在此歇息、阅读……

“这里离学校、离家很近，看书学习很方便。
我和同学们都喜欢来。”当天，小学六年级学生曾
雅琳约着同学一道来看书。说起刚建成正在试运
行的乡村公益图书馆，她很是欢喜。

不同于政府支持建设的图书馆，龙峰图书馆
是赤店苏厝村乡贤们合力创办的公益图书馆。

晋江市委选派驻赤店村第一书记林牡丹介
绍，创办公益图书馆的想法源自去年 5月村里龙
峰兴才教育促进会组织的一场座谈会。当时，会
上提及村中孩子阅读资源较为匮乏，如果能建设
一间图书馆，将有益于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对
此，乡贤们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创建一座乡村公益
图书馆。乡贤曾华厂当场表态，愿意将自家的 2
层楼房改建为图书馆，并捐款70万元人民币用于
图书馆的建设及运作。在其带动下，村里不少热
心乡贤也积极捐款捐物，例如曾清柱、曾英坝就捐
款购置了图书馆所需桌椅。

随着公益图书馆建设的有序推进，赤店村两
委会及苏厝老人会、教育促进会等组织又向全村
村民发出了捐书倡议，立即得到热心村民的积极
响应。截至目前，该图书馆已收到村民热心捐赠
的书籍超1万册，其中曾国良、曾鹏辉个人捐书就
超2000册。

此外，还有不少热心村民自愿前往图书馆担
任志愿者，54岁村民曾华景就是其一，如今，只要
一有空，他就往图书馆跑，帮着整理书籍、做好分
类，同时维护图书馆的秩序及安全。

据了解，龙峰图书馆自去年11月底建成以来，
实行全天候免费开放。今年春节期间，图书馆内还
举办书赠春联及元宵亲子花灯制作等活动。如今，
龙峰图书馆已然成为村中乡村文化振兴的“充电
站”，也吸引了不少周边村落的村民、儿童前来阅读。

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晋江路径”
本报记者 阙杨娜 通讯员 蒋翔

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开工
构建“双水源、双线路、多调节”的供水保障体系

托起老年人“微幸福”

青阳阳光适老公园基本完工

安海赤店苏厝村——
乡贤合力建起公益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