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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如何才能“拼”
出高质量发展新气象、“拼”得日子更红火？从总书记
讲话中，可以找到答案。

这两天，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福建漳州、厦门等
地，深入乡村、红色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单位、自由贸易
试验区等考察调研。

在福建漳州，总书记首先来到东山县陈城镇澳角
村。2001年，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来过这里。澳角村三
面临海，近年来走出一条以海兴村、以海强村的新路
子。总书记看到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很是欣慰、很有
感慨，他动情地说：“真心地祝愿你们，日子越过越红
火。”

总书记还考察了东山县的谷文昌纪念馆。谷文昌
曾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他带领东山人民治服了“神仙都
难治”的风沙，并修公路、建海堤，圆了群众“天堑变通
途，海岛变半岛”的梦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谷文昌。
他这次说，学习谷文昌同志，不仅要高山仰止，还要见
贤思齐，像他那样做人、为政。

在厦门考察时，总书记指出：“今天，抓改革开放，
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比过去要求更高了。”为此，要对
接国际高标准深耕细作，多出一些制度性、政策性成
果。

福建晋江是我国民营经济发轫地之一，习近平同
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六年七下晋江调研，总结提出了

“晋江经验”。此次考察福建，总书记指出，创新发展
“晋江经验”，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总书记
还强调，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
神，锐意进取、善作善成。

山海相依，有福相见。从做好“海”的文章，到做大
做强海洋经济，再到继续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敢
拼、爱拼、善拼，将不断“拼”出高质量发展新气象，“拼”
得日子更红火。

（来源：央视《主播说联播》栏目）

推动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再创优势

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总书记强调“爱拼敢赢”

持续深化改革
探索更多便民利企举措

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英俊
表示，将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纵深推进
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集成破解要素制约、空
间瓶颈，结合抓城建提品质、健全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强化用地用海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
重点，发扬政企互动好传统，持续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探索更多便民利企举措，助力企业拓空
间、增活力。

晋江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林永红表示，
工信部门将牢记嘱托，坚决贯彻“牢牢守住实体
经济”的重要指示，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始
终秉持“企业是市场主体，政府是服务主体”认知
定位，一如既往地支持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

晋江市科技局局长许紫竹表示，将聚焦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走访科技企
业、深化人才交流、举办成果推介、开展银企对
接等形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新
动能，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贡献力量。

晋江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林琪表示，将
以“聚侨力、走出去、拓市场、稳外贸”专项行动

和“国货潮品”“焕新消费”系列主题活动为抓
手，加快构建“大平台+大市场+大流通”融合发
展体系，引导企业对标对表国际高标准，以“拼”
的闯劲和韧劲抱团出海、拓展国内市场，加快融
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
施荣进说，住建部门将不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
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落实国家房地产金融支
持政策，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升级；深化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动项目加快建设投产；
引导建筑企业技术创新，扶持建筑企业发展壮
大；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为民
营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志友表示，将继续推进审批登记“全域通办”、企
业信用修复、包容审慎监管等举措，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发挥知识产权快维中心、质量基础设
施平台等作用，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民生
领域监管，牢牢守住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特种
设备安全底线，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杨志勇表
示，将持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聚焦企业和个
人两个全生命周期构建政务服务链条，进一步

强化模式创新、流程优化和数字赋能，以“高效
办成一件事”提升群众办事体验，助力企业降本
增效，推动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行政效能不断提
升，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

铆定真抓实干
新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陈埭镇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先
行先试，继续扛牢主力军担当，不断创新发展

‘晋江经验’，真抓实干促发展。”晋江市副市长、
陈埭镇党委书记吴靖宇表示，陈埭镇将立足泉
州环湾规划建设“主战场”，围绕“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持
续发力，全力打造泉州环湾“产城人”深度融合
发展的陈埭样板。

在“晋江经验”的指引下，池店镇取得了快
速、稳定的发展，特别是在文体旅融合发展上闯
出了新路。“在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同时，池店镇将纵深推进‘状元故里 环湾新
城’文体旅品牌建设，做大做强池店状元文化
IP，助推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池店镇党委
书记陈英煌表示。

当前，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厦泉金合作发
展区）正全力加快建设。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党组书记、主任许国鑫表示，晋江经济开发区
将发挥好晋江实体经济“主战场”、高质量发展

“主阵地”作用，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全力争
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晋江奋力打造中
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力量。

“安海镇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接续攻坚改革创新，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
新区（厦泉金合作发展区）建设大局，着力打造
以智能装备制造产业为先导、‘产城人’融合为
支撑、文体旅一体为亮点的产业链集群区。”安
海镇党委书记黄胜鑫表示。

东石镇党委书记洪建立表示，东石镇将发
挥好侨乡优势，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厦泉金
合作发展区）建设大局中奋勇争先，以睿斯科医
疗项目、凯辉基金总部项目、正大制药高端医疗
器械项目等落地为契机，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晋江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总书记的亲切话语、殷殷嘱托为我们今后
发展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安海镇西安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颜鸿帛表示，西安村将

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产业市场和历史文化优势，
全力发展以“西安土笋冻”为特色的现代乡村产
业体系，打造特色乡村文化和旅游项目，让人们
记得住“乡愁”，看得见“远方”，过上更好的日
子。

“总书记的话语，让我们倍受鼓舞。”磁灶镇
大埔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金程说，大埔村
将聚焦实施党建引领、人才回归、资金回归等系
列工程，着力打造特色乡村产业，让村民共享更
多乡村振兴成果。

当前，在英林镇东埔村，全国“和美乡村健
康跑”活动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我们将以举
办这次全国赛事为契机，进一步打造‘野球圣
地’篮球品牌，提升村庄环境风貌、提振村民精
神面貌、拓展乡村消费空间，用赛事‘打开’乡村
振兴发展新思路，持续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
感。”英林镇东埔村党总支书记吴晓东表示。

作为滨海渔村，东石镇塔头刘村依托革命
老区村、制造业、水产养殖业、滨海风光等优势，
积极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我们将以文体旅融合
为发力点，持续深挖乡村‘海洋经济’潜力，推动
渔业、文化、旅游业、制造业融合发展，全力争创
省级美丽乡村，让村民的幸福生活更有质感。”
塔头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永进表示。

福建日报记者 林蔚

（上接1版）

20多年来，“晋江经验”在指导晋江、
泉州乃至全省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实践中持续发挥更大作用，福建民营
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实现新跃升：民营经济
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1.32 万亿元增加到
2023年的 3.72万亿元，增长了 1.82倍，年
均增长 9.9%，高于同期经济增速。

福建省委、省政府坚持和落实“两个
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创新和发展

“晋江经验”，部署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
省战略，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准确把握
发展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民营
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再创优势。

谋机制，提升“稳”的预期

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实现良好
开局。截至 2023年底，民营经济贡献了
全省近 70%的地区生产总值、70.6%的税
收、70%以上的科技创新成果、80%以上
的城镇劳动就业、94%的企业数量，其中
对税收、地区生产总值贡献分别比全国高
出两成和一成左右。

当前，福建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重
大机遇，也正处于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
爬坡过坎关键期。

大浪拍来，如何勇立潮头、乘风破
浪？答案藏在全局谋划里。

2022年底，福建省委作出新时代民营
经济强省战略的重要部署，2023年 8月召
开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
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首次以全会形式、从战略
高度部署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成立了以省
委书记为组长、省长为第一副组长的省全
面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领导小
组。

2024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省委、
省政府即召开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
紧接着在农历正月十一召开省全面实施
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全面总结 2023 年工作并部署
2024年工作。

“去年 7月，党中央将‘晋江经验’写
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这
既是对晋江发展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民营
企业的亲切关怀。”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
丁世忠在今年第一个工作日，参加国家发
展改革委组织召开的创新发展“晋江经
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时如是
说。

强信心，稳预期。丁世忠等民营企业
家感受到的良好政策环境，是我省以经济
体制改革为牵引，谋划机制创新，推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反映。

重谋划有序推进，建机制蹄疾步稳。
当前，我省已出台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

略的 20余项配套政策措施，“1+N”政策体
系基本形成。建立了领导干部挂钩联系
重点民营企业等工作机制，出台规范政商
交往行为意见，修改废止了 797件涉民营
经济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上线全省
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

优环境，拓展“进”的空间

一组来自省发改委的数据显示，近年
来，我省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福建私营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从 2012 年的 115.7
万户增加到 2023年的 741.1万户，11年间
增长了 5.4倍，从平均每 33人中有 1个私
营企业家或个体工商户，增长到平均每
5.5人就有1个。

为了让民营经济这片“森林”尽享阳
光雨露、扎根肥沃土壤，更加本固枝荣，愈
发生机勃勃，近年来，我省出台一系列政
策举措，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

——问题导向，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创
新。聚焦企业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制定
实施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在市
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
方面落实一批标志性举措。

——促进公平，全力落实平等待遇。
拓宽民营企业参与政府决策机制，在涉企
政策、规划、标准的制定和评估等方面充
分听取民营企业家意见。

——常态长效，完善法治和制度环
境。启动《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立
法前期研究，制定促进首台（套）技术装备
推广应用条例，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

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立法。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良好的营

商环境为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力
拓展了“进”的空间。今年来，规上民营工
业增加值、民间制造业投资、民营企业进
出口、全省实有私营企业和实有个体工商
户数、民营经济贷款余额等指标表现良
好，民营经济支撑全省经济恢复向好的作
用进一步彰显。

抓实业，拿出“立”的担当

从草根起步、靠实体起家，福建民营企
业专注一双鞋、一片纸、一泡茶、一块玻璃
等，几十年如一日心无旁骛做实业。近年
来，面对种种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的挑战，
福建民营经济展现出以实体经济为主的鲜
明特征和强大实力。任凭商海潮涨潮落，
福建民营企业因为有着坚守实体经济的底
气，拿出了弄潮儿向涛头“立”的担当。

浔兴拉链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拉链
厂，40年以匠心做好一根拉链，成就了今
天产销量 10多年来位居中国第一、全球
第二的行业领跑者地位；

安踏集团恪守“单聚焦”战略，认真做
好每一双运动鞋、每一件运动服，目前已
拥有超过 15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营收连
续 11年列中国体育用品企业首位；

福耀集团专心致志做好一块玻璃，如
今已拥有覆盖汽车玻璃全产业链的自主
创新能力，成为全国第一、世界顶尖的汽
车玻璃制造商……

福建民营经济“立”的担当，来自深耕
实业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还来自发展实

业所形成的完整产业链。为引导民营企
业做大做强、优化产业结构，我省常态化
开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支持民营经
济加快链条协作、集群发展。多措并举提
高民营企业产业集聚度，提升不锈钢新材
料、高端装备、绿色石化、绿色食品、集成
电路与软件信息等国内领先的先进制造
业集群，建设新型显示、计算机和智能终
端、生物医药、工艺美术、新材料等各具特
色的区域先进制造业集群。

求创新，拼出“破”的勇气

宁德时代“电化学储能技术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金石能源“高效太阳电池装备
与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获国家发展改
革委批复，第三代 CTP 麒麟电池相继发
布，白羽肉鸡种源打破国外垄断，瑞芯微
和中科光芯设计研发的芯片获得国内集
成电路产业的最高荣誉“中国芯”……一
批重大平台和关键技术在民营企业的不
懈努力下实现重大突破。

曾几何时，以传统产业、中小微企业
为主的福建民营企业，“拼资源、拼环境、
拼价格”是发展路上绕不开的拦路虎，“不
敢转、不会转、转不成”是企业普遍存在的
成长难题。

“传统行业不是低端行业，要以科技
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丁世忠在创新发展

“晋江经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
会上提出的这一观点，是福建民营企业家
的共识。

据统计，我省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
2012 年 的 256 亿 元 提 高 到 2023 年 的
1171.7亿元，年均增长 14.8%，其中近五成
由民营企业投入。全省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 1.4万家，年均增长近 30%，其中
民营企业占 90%以上。民营企业牵头设
立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67家，占比达
85.9%。

面对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福建民营
企业拼出“破”的勇气，大胆探索创新，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省大
力推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支持民营企业
积极参与氢能、第三代半导体、人工智能、
卫星互联网等未来产业布局，其中新增一
批民营企业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等创新平台。迄今，福州、厦门、泉
州、龙岩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
点城市，7个细分行业 1100多家企业实现

“集群式”智改数转。
东南风好正扬帆，奋楫逐浪天地宽。
新时代新征程，福建民营经济将在高

质量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拿出“立”的担当、
拼出“破”的勇气、提升“稳”的预期、拓展

“进”的空间，再创优势，续写“晋江经验”
的壮丽新篇。

安踏博物馆里，高科技运动服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欣赏。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晋江围头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