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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023年福建省报刊十大名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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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月6日 星期一 天气：晴
地点：晋江西园街道屿头社区

“来，泡茶！”下午3时许，刚走进屿头社区“党建+”
邻里中心一楼，该社区党委书记洪耿谋就朝我挥手，邀
请我加入“书记下午茶”的行列。此时，茶桌前围坐着
的，有西园街道下社区干部朱东兴、社区党委宣传委员
洪智超，以及富仕山庄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兰少元，大家
正在商讨电梯安全员的增设问题。

一杯茶下肚，我了解到，富仕山庄小区一期是由屿
头社区集体投资建设的，2013年7月竣工，物业是社区
代管。目前，小区共有15部电梯，每月都要进行安全
检查，“但每次都要联系其他安全员来负责。因此我建
议，社区能否在小区里增设一名安全员。”

“电梯安全员要负责电梯的日常维护和设备检查，
可否委托电梯公司来负责。”“人员要稳定，重点考虑能
在社区多待几年的人。”……大家围坐一起，边泡茶边
建议，在轻松的氛围里，为网格里的“心头事”出谋划
策。

在朱东兴看来，眼前这张茶桌很“接地气”，大家边
喝茶边说事，既可以更好地了解事情的原委，又可以见
缝插针提出解决办法，让社区居民的“心头事”在喝茶
中逐步得到解决。

该社区常住人口 5000 多人，被划分为 7 个网
格。 洪耿谋告诉我，“书记下午茶”是屿头社区的党
建品牌活动，去年9月开设至今，已解决邻里纠纷、人
居环境等方面问题超百个。这里不仅能泡茶，还是
一级网格的流转区，二级网格反馈的问题能在这里
解决的当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流转至街道各个科
室协调解决。

“事事有处说，时时有人听。”西园街道党建办相关
负责人告诉我，泡好这杯“茶”，不仅能了解百姓心声、
回应百姓诉求、解决基层问题，还能增进邻里感情，助
力大家凝心聚力，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本报记者 王昆火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昨日上午，晋江市人大常
委会领导林仁达、黄文福、洪元程带队前往东石镇、深
沪镇，视察渔港经济区建设情况。晋江市领导颜宏达
陪同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东石镇白沙二级渔港建设项
目、深沪镇渔港港阜避风塘整治项目、深沪镇中心渔港
扩建工程和渔港港区环保提升工程等项目现场，详细
了解晋江市渔港经济区建设情况。

视察组指出，相关部门要大力推进渔港经济区项
目建设，立足项目规划倒排工期，紧盯时间节点和目
标任务，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建设任务；要完善健全海
洋渔业产业链，锚定打造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绿色
渔港、产业渔港目标，认真梳理渔业企业发展情况，
切实发挥渔港经济效用；要统筹促进海洋渔业高质
量发展，探索规划海洋渔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积
极融入文体旅融合发展格局。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及
各级人大代表将持续关注、加强监督，共同推进渔港
经济区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当下，由本报联合紫帽
镇精心策划的“登紫帽 攀文峰”紫帽山文创产品设
计大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吸引了不少创作达人
的积极参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学生更是组团参
赛。随着大赛截稿日期的日益临近，连日来，该校学
生纷纷投入创作，将自己对紫帽山文化的理解融入
作品之中。

“从之前的报道中我了解到，凌霄塔是文峰塔，
与学业息息相关。所以，我想以此为主题，设计文创
书签。”孙蓉是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大三学生。从小就喜爱涂涂画画的她，对于各类绘
画、设计颇感兴趣。大学期间，孙蓉珍惜每一次实践
锻炼的机会。此次紫帽山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启动的
消息一公布，她第一时间开始构思。在查阅了紫帽
山相关资料后，孙蓉很快就在脑海里形成了框架，她
希望能设计一款精美且具有紫帽山特色的文创书
签，“本周末，我还要去紫帽山实地看看，激发灵感，
为作品添加更多细节。”

同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曾珊珊是土生土长的
闽南人。在创作作品时，她心中有个想法——用线
条展现凌霄塔及气象塔的建筑风格，同时将建筑的
名称用闽南语标注出来，增添几分亲切感。图案设
计完成后，可用于马克杯、手账本、扇子等文创产
品。“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我更多地
了解晋江的地方文化，同时也能帮助我更好地提升
动手设计能力。我会好好构思，好好设计。”曾珊珊
说。

今年恰逢晋江经济报创刊 18周年，本报联合紫
帽镇推出“登紫帽 攀文峰”紫帽山文创产品设计大
赛，面向社会征集一批创新意识强、文化内涵深、利
于市场孵化和批量生产的文化创意衍生品和旅游消
费品，助推紫帽山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活化利用，打
造具有紫帽特色的文化 IP。

参赛作品需围绕紫帽山凌霄塔人文历史，融合紫
帽镇地域文化进行设计，将紫帽的历史名人、特色文
旅等融入创意，作品种类包括但不限于蕴含人文、历
史、文化底蕴的文创产
品、旅游商品、旅游纪念
品、伴手礼、办公用品、文
具等各类文化、生活创意
产品。届时，主办方将邀
请专家对设计作品进行
现场评选打分，评出一等
奖 1 名（奖金 2000 元+证
书）、二等奖 2 名（奖 金
1000 元+证书）、三等奖 3
名（奖金500元+证书）。

日前，2024年晋江市企业创新发
展大会和首届晋江科洽会接连登场，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春雷”也在晋江
不断响起。作为一家集战略性高新
技术产业、能源产业、园区开发建设
于一体的综合性投资集团，晋江产业
集团蓄力改革谋新篇，做好“新、绿、
高”三篇大文章，不断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

“晋江产业集团紧紧围绕晋江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聚焦转型升
级，以产业为主体，以改革为动力，以
科技和金融为两翼，向‘新’而行，提

‘质’而进，多措并举助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争当国企改革排头兵、产业发
展‘领投羊’。”晋江产业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丁永贵告诉记者，近两年
来，该集团提前布局，聚焦发展新质
生产力，累计投入近50亿元，参投企
业总产值超100亿元；新增策划“新”
项目12个，计划总投资80亿元。

向“新”求变
构建产业新格局

在产业布局方面，晋江产业集团
以创新引领发展，构建产业新格局。
近年来，该集团增强创新驱动力，支
持重点产业发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累计投入超 100亿元，聚势发展

“芯”产业。同时，该集团锚定先进制
造、人工智能等集成电路上下游产业
链，强化芯智造产业园等平台支撑，
推动招引签约企业 21家，计划投资
30亿元，有效推动项目落地、加速产
业布局。芯智造产业园获评首批“泉
州市重点创建专精特新园区”。

晋江产业集团还持续对标上海等
地的“科技投行”，在做实产业园区开发
运营的同时，不断深化对科技企业的服
务和投资，包括联合相关国企、民企，合
资设立冯源晟芯等基金，总规模超70

亿元；设立深圳三创中心人才飞地平
台；今年4月以来，对接35家高新技术
企业，其中2家已过集团投决会，即将
落地转化……上述这些做法，都是晋江
产业集团主动求变的一个缩影。

向“绿”而行
绘就发展新画卷

在绿色低碳时代，晋江产业集团持
续聚力新能源产业发展，筑牢产业发展
底色。该集团充分发挥自身原有能源
投资优势，聚焦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参
股建设晋江热电和晋江气电等清洁能
源项目，2023年总产值超40亿元，累计
发电超47亿kW·h，供热超870万GJ。
目前，该集团正策划总投资16亿元的
热电二期项目，预计未来可为辖区企业
提供900吨/小时的供热服务。

除了上述领域，晋江产业集团还
深耕光伏、充电桩等风口赛道，加大

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快新能
源充电桩建设，建成芯智造产业园

“光储充放检”示范站，节能又便民。
另外，该集团正推进总投资14亿元的
晋江市国有屋顶光伏项目，建成后发
电量预计可达 210MWp，将有力助推
晋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向“高”攀登
焕发升级新活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
“喜新”不“厌旧”。晋江产业集团除
了发展新产业，还深挖传统产业价值
潜能，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为晋江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着眼于晋江
制鞋、纺织服装两大千亿产业发展，
晋江产业集团与央企、民企合资设立
海峡石化产品交易中心平台，为晋江
制鞋、纺织服装等石化下游产品民营
企业提供资源便利，降低生产成本，

进而提高市场竞争力。2023年，海峡
石化公司营收约160亿元。

与此同时，晋江产业集团还加快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积极承接福建省纺织
服装产业外经贸提质增效示范项目，策
划生成市采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运动
时尚（全球）创新轴、纺织服装3D数字
化平台等多个外经贸提质增效项目，并
深化与中纺院海西分院、海峡石墨烯研
究院等大院大所合作，“石墨烯改性
TPU防色迁复合膜材料”获评第一届晋
江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大会十大成果，有
力重塑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助力焕新跃
升蝶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 接 下 来 ，集 团 将 聚 焦 推 进
‘13137’+‘411’发展战略，主动担当
作为、强化投资发展，提质增效，积极
锻造新质生产力。”丁永贵表示，晋江
产业集团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晋江高质
量发展贡献产投力量。

紫帽山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火热进行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学生组团参加

向“新”提质 逐“绿”前行 登“高”突围
晋江产业集团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本报记者 唐淑红 通讯员 杨梓辉

泡好一杯“茶”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
视察渔港经济区建设情况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今晚，带着校领导的祝福，吃上一碗热
腾腾的面线糊，暖心又暖胃。”昨晚 10
时 30分，晋江市南侨中学高三学生结
束了一天紧张的学习，大家纷纷拿上高
考励志餐票，三五成群地奔向灯火通明
的食堂，品尝学校精心为他们准备的爱
心夜宵。

临近高考，南侨中学的爱心夜宵专
场如期“开张”。学校免费为学生准备

面线糊、绿豆汤、米粉汤、卤面、瘦肉粥
等美味夜宵，天天不重样，让学生在备
考的同时补充营养、缓解疲劳。

今年，为了给考生助力，南侨中学仪
式感满满，特别为学生量身定制了餐票。

“这是一张带有满满祝福和鼓励的
餐票，太有纪念意义了，我要好好珍
藏。”南侨中学高三考生李钊琦向记者

“晒”起了自己的餐票。只见红色餐票
上写着“南侨中学 2024届高考励志餐”

的字样，特别之处在于餐票下方那一句
祝福语。每天餐票上送祝福的人都不
同，有校级领导，有年段长、班主任，还
有各备课组的老师，寄语各不相同，相
同的是对考生真挚的鼓励与祝福。

品尝完美味的爱心夜宵，南侨学子
心满意足地朝宿舍走去。大家纷纷感
叹，爱心夜宵为他们扫去了一天的疲惫
与紧张，让他们能够蓄满能量，全力冲
刺高考。

爱心夜宵 温情助考

扫码了解参赛详情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在这充满
希望的时节，应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
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塞尔维亚共和国
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担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以来第二次踏上塞尔维亚
这片美丽传奇的土地。8年前访问塞
尔维亚的美好情景仍然历历在目，8年
来双方紧密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我期待，再次同武契奇总统等塞尔维
亚领导人和朋友们畅叙友情、共商合

作，为中塞铁杆友谊注入新活力。
中国和塞尔维亚相距遥远，但两国

人民始终心手相连。在上世纪反法西
斯战争的浴火岁月和国家建设时期，两
国人民培育了跨越时空的深厚友好感
情。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双方彼此支持更加坚定，互利合作更加
紧密，交流互鉴更加深入。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中塞始终是真朋友、好伙
伴。我们的铁杆友谊历久弥坚，树立了

国家和人民交往的典范。
我们坚持互尊互信。我同武契

奇总统通过会晤、通话、信函等方式
建立起良好工作关系。两国各层级
各领域保持密切交往。双方充分理
解和尊重各自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
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坚定支持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双边和多边领
域的协调和合作密切顺畅。两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

我们坚持互惠互利。塞尔维亚
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首个自由贸易
伙伴。去年，中国是塞尔维亚最大投
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
经贸、产业链、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兴未艾，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
2016 年我到访的河钢斯梅戴雷沃钢
厂已是塞尔维亚三大出口企业之
一。塞尔维亚的蜂蜜、红酒、牛羊肉
等农食产品备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我们坚持互帮互助。新冠疫情
发生后，我同武契奇总统两次通话，
就抗疫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方向
塞方援助并优先提供多批医疗防护
物资，还派遣专家组赴塞尔维亚。
塞方全力支持中方在疫情期间帮助
旅外侨民的“春苗行动”，塞尔维亚
民间组织自发向中国人民捐助口罩
等物资。这种雪中送炭的兄弟情谊
弥足珍贵。 （下转2版）

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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