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
治理融合水平，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2024年 12月 31日，福建省凤山
石材集团有限公司的石材退出改造
项目集体建设用地挂牌公告。这意
味着，该项目在土地规整后，可进行
成片开发，成为晋江探索国有建设用
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置换的最新落地
举措。

无独有偶。不久前，晋江在全省
率先实现国有建设用地与集体建设用
地置换，“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农
转后入市政策突破，全面提高晋江的
土地利用质效，加速从试点迈向示范。

哪里阻碍项目落地，就从哪里改
革突破。近年来，在“晋江经验”的引
领下，晋江紧抓契机，推进盘活利用低

效用地试点工作，全面推进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低效用地再开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历史遗留问题处置
等重点任务，先后出台 26份试点政
策，以实践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国有用地与集体用地置换
推动土地规整和成片开发

福建省凤山石材集团有限公司的
石材退出改造项目便是国有建设用地
与集体建设用地置换的受益案例。

该项目位于磁灶镇大埔村、瑶琼
村交界处，是一处旧石材厂房，用地
面积约 137.35亩。企业现状大多是
破旧厂房，产业技术相对落后，部分
设施用于租赁。项目范围原有土地
规划、权属较为复杂，涉及国有、集体
土地等权属性质，导致项目无法进行

整体规划设计。
据了解，按现有政策，国有土地

和集体土地难以并宗开发。为此，晋
江在2024年9月出台了《晋江市连片
低效工业用地改造项目建设用地置
换实施办法》，在建设用地连片盘活
利用中，以“双方自愿、凭证置换、面
积相近或价值相当”为原则，土地权
属人协议置换土地，推动土地规整和
成片开发，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依据政策，该项目用地范围 2
宗、3.74亩国有建设用地与该地块周
边的 1宗、3.74亩集体建设用地进行
置换，置换后再对整个137.35亩的地
块集体打包入市，解决了国有土地与
集体土地交错分布、无法整合开发问
题，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农村低效用地再开发
零散地块有了新价值

农村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涉及的
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简称“三地”）

等非建设用地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呢？
2024年 10月，晋江出台《晋江市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边角地、插
花地、夹心地等非建设用地农用地转
用报批操作规程》，农村低效用地再开
发项目涉及的“三地”等非建设用地，
可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再
结合入市政策整体供地。

安海恒欣云谷新材料智造产业
园位于安海镇仁寿村、下洪村交界
处，项目用地面积 112.59亩，其中建
设用地 103.45亩，边角地、夹心地等
非建设用地面积9.14亩，用地范围内
厂房多数出租用于堆放煤渣、石材、
废塑，涉及建筑物面积 1.55 万平方
米、简易搭盖1.07万平方米。

按原有入市政策，该项目涉及的
103.45亩建设用地可采取入市方式供
地，但由于该地块形状极不规整，初次建
筑设计方案“强排”建设密度仅约33%，
土地利用效率虽有提升但仍无法满足企
业开发建设需求，用地成本也较高。

政策出台后，9.14亩非建设用地
可农转后与 103.45亩建设用地整体

入市，让该地块更为规整，园区道路、
厂房、宿舍等均可合理规划设计，建
设密度可提升至40%以上，建筑面积
可至少增加2.8万平方米。

2024年 12月 27日，该项目农转
用获省政府批复，为全省首宗农村低
效用地再开发“边角地”农用地转用项
目；2024年12月31日，该项目用地挂
牌公告。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将解决
仁寿村与下洪村交界的原旧石材厂房
地块环境脏乱问题，还将有效盘活两
村低效土地，增加村集体资产和收入，
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下一步，晋江将深化拓展盘活
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工作，探索混合用
地改造等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分类
施策、妥善处置历史遗留建设用地，
梯次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单
元，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深
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破
解制约发展最突出的空间问题，为项
目落地、产业升级、城市提质、民生保
障提供有力支撑。”晋江市自然资源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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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023年福建省报刊十大名栏目

本报讯（记者 吴晓艳）日前，泉州晋江国际机场
开通重庆—泉州—马尼拉航班，由厦门航空执飞。该
航班的顺利开通，标志着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正式开启
国际通程航班业务，为重庆、泉州、马尼拉三座城市之
间的交流与往来搭建起了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同时，
也将进一步发挥泉州作为连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空
中“黄金通道”的枢纽作用，加强中菲两国在人文、经贸
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不用大包小包地带过来办理海关通关手续，既省时
又省力，真的很方便！”搭乘该航班从重庆前往马尼拉的
刘女士，在快速办理完通关手续后感慨道。

“中转旅客在始发站办妥行李直挂，经泉州办理进出
境手续后飞往其他城市，无需再提取行李重新托运，可直
接在最后的目的地提取行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项服务真正实现了“一票到底，行李直达”，
为旅客带来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据了解，为确保国际通程航班的顺利开通，泉州晋
江国际机场与泉州海关、泉州边检、厦门航空紧密合
作，对通关流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制定了详尽的业务
保障方案。其中，针对中转行李过检、存放等关键问
题，机场与各单位加强协作，升级了“中转行李”远程后
台监管设施，并开发了“空运行李监管系统”，实现旅客
通关、海关监管与行李传输同步进行，提高通关效率；
同时，打造托运行李先期机检作业平台，应用“远程后
台判图”等技术手段，提升监管效能，为旅客提供了“无
感”通关体验。不仅如此，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还贴心设置
了国际通程航班中转旅客等候区。

数据显示，2024年，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进
出境航班 4167架次、进出境旅客 50.99万人次，同比分
别增长 53.71%、54.48%。接下来，该机场将持续优化完
善国际通程航班的保障和服务流程，争取开通更多国
际通程航班，进一步提升机场的国际化水平和综合服
务能力。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昨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寒”。在晋
江，“小寒”节气的特点主要包括早晚温差大、干燥，以
及沿海有大风等。昨天，晋江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明
媚，气温也有所回升，大部分镇街最高气温在 21℃上
下，体感舒适。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局获悉，预计未来三天，晋江依
旧以晴好天气为主，大家可以多到户外晒晒太阳。不
过，近期雨水较少、空气干燥，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另
外，从明天开始，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气温将有所下
滑，大家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今天晴，气温11℃~19℃，沿海东北风3~4级、阵风
5级增强至5~6级、阵风7级；明天晴，气温10℃~16℃，
沿海东北风 5~6级、阵风 7~8级；后天多云转晴，气温
8℃~17℃，沿海东北风4~5级、阵风6~7级。

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通讯员 姚逸）昨日，记者从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漳州车务段获悉，自2025
年1月5日零时起，铁路部门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晋江
新增多方向旅客列车。

为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根据客流新变
化，优化列车开行结构，泉州站、泉州南站、泉州东站、泉
港站新增直达上海虹桥、南通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方便
泉州居民乘车前往长三角等地区城市探亲访友、旅游观
光。

此次实施的铁路新图合理规划途经泉州地区杭深铁
路、兴泉铁路、福厦高铁等线路列车的运行路径，采取变
更区段、变更经由、变更始发终到站等方式，优化旅客列
车运输方案，在泉州至福鼎、宁德、河源，晋江至武汉、龙
岩、赣州，泉州南至青岛、南京、南宁等方向、区间新增动
车组列车，泉州地区铁路通达性、便利性进一步提升。

此外，为了充分发挥泉州地区拥有10座铁路客运车
站的区位优势和功能作用，新的列车运行图科学均衡安
排运能，在泉州、泉州南、晋江站分别增加停站旅客列车
8趟、4趟和 3趟，延长G3001、G3002次大客流旅客列车
在泉州站的停站时间至3分钟，保留兴泉铁路安溪东、南
安北、永春、德化站开行的旅客列车3对，全力满足周末、
寒假、春运等客流高峰时段的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部门提醒，新图实施后，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
务资讯，可通过铁路 12306网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查询，也可以关注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及公告，
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昨日，记者从晋江市市
长专线办获悉，今日下午 3时至 5时，西园街道办事
处主任尤金榜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7日（星期
二）下午 3时至 5时，灵源街道办事处主任苏孙慰将
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9日（星期四）下午 3时至 5
时，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洪树林将轮值接
听市长专线电话。

届时，欢迎广大民众和企业就以上单位职责范围
内的事务，拨打市长专线电话85612345，进行咨询、提
出意见和建议。

加速从试点迈向示范
晋江建设用地置换、“三地”农转入市取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 阙杨娜 通讯员 詹嘉明

晋江机场启动
国际通程航班业务

西园街道、灵源街道、
晋江市工信局
本周轮值接听市长专线

新列车运行图昨起实施
晋江新增多方向列车

晴天继续“包场”
新冷空气明日抵达

本报记者 施蓉蓉 秦越

“想不了那么多，救火最重要。”昨日
上午，在深沪镇海上海岸安全综合服务中
心，回忆起当晚的海上救援，几位参与救
援的船长仍历历在目。

1 月 2 日下午，晋江深沪镇政府对不
久前参与海上救援的苏奕博、詹瑞挺、吴
灿猛、蔡振文、吴良艺、陈培养、侯维升、穆
长超、林荣塔、吴国汀、詹志辉等 11 位船
长进行表彰，授予锦旗。他们在危急时刻
主动伸出援手，驾驶船只打通海上救援通
道，仅半小时，就将起火渔船推至岸边，帮
助消防救援人员顺利灭火，有效保卫了码
头安全。

情况紧急
起火船连着十余艘渔船

时间拉回到2024年12月20日晚上。
当日 18时 25分，一名远洋作业的岸

上人员发现海上一艘渔船起火，立即上报
深沪镇渔业发展服务科（以下简称“渔业
科”）。随即，在相关科室部门的组织下，
一系列紧急救援处置工作迅速展开。

当时，渔业科负责人马上通知科室工
作人员及海安中心、渔港值班人员，同时
打电话给附近在泊船只的船长，请大家来
帮忙。彼时，深沪海防所、龙湖消防中队、
深沪镇专职消防队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参与组织救援。

据介绍，这艘起火的渔船在渔港停
泊，与多艘渔船排成一排绑在一起，这样
可以防止渔船被海浪、海风推走发生碰
撞，当地渔民称之为“船帮”。当晚，起火

船只正连着十余艘渔船。
“当务之急，是要立刻将起火渔船与

其他绑在一起的渔船分开。”当时正在出
海作业的深沪渔船船长、晋江市人大代表
陈茂界得知火情后，立即在船长微信群发
出火情信息，呼叫支援。不多久，就陆续
有11艘附近的船舶赶来救援。

当时，船长詹瑞挺开着小船，正在帮
远洋渔船进行出海前的准备，突然听到有
人在喊海上有船起火。“我扫了一下海面，
发现距离我几十米处，有一艘渔船正在冒
烟。”詹瑞挺一边打电话联系附近的船长，
一边向起火点驶去。

正在家里准备吃饭的船长吴灿猛 18
时27分接到电话，他顾不上吃饭，赶紧跑
到码头帮忙。等他驾驶船只向起火点赶去
时，发现有好几艘小船也同样往那里赶。
彼时，渔业科及其他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和
陆续赶到码头的船长们，一起上船出海，到
起火船处开展灭火救援工作。

这 11名船长从事渔业工作少则十几
年，多则二三十年。面对海上火情，他们深
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起火船只迅速跟“船
帮”切割开，避免火情波及其他船只。

“‘船帮’停泊在海中间，我们开船过
去大概3~5分钟。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刮
北风，风很大。”船长吴良艺说。

此时，起火船只船头正朝北，不快速
处理，火势将会随着风势往船舱方向蔓
延。

记者在深沪镇海上海岸安全综合服
务中心的公共视频上看到，海面上，起火
的渔船和救援的船只体型相差较大，小船
在渔船旁边，显得十分“迷你”。

深沪镇海上海岸安全综合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船是一艘渔船，
而参与救援的船舶，相对较小，当地人称

“机阿”。“机阿”不出海捕捞，主要负责渔
船出海物资的准备、渔获装卸、搭载船工
往返等，是连接渔船和海岸的重要交通工

具，可以理解为“摆渡船”。一般来说，渔
船船身长约40~50米，总吨位约250吨；而
小船“机阿”长约11米，总吨位在8~10吨。

在救援过程中，船长们经验丰富，临
危不乱，以“小”博“大”。在迅速完成对起
火船和“船帮”的分割后，几名船长驾船，
合力用船头顶住起火船只，将其调转方
向，尽量减缓火势的蔓延。

其他船长也配合默契，他们有的用船
头将起火船只两侧的渔船顶开，有的用船
头顶住起火船只右侧船身，将其推向岸
边。

11名船长齐心协力，仅半小时，就用
小船打开一条海上救援通道，并将起火渔
船顺利推至岸边。

19时05分，起火船只一靠岸，龙湖消
防中队和深沪镇专职消防队立即展开灭
火工作。因起火点在船头，靠岸时只有船
尾的缆绳能固定。在水枪的作用下，起火
船身发生移动。此时，后方的几艘小船还
要再次将其推回岸边。

直至 20时 29分，确认火势已完全被
扑灭，船长们才陆续离开。

一呼百应
11名船长配合默契

记者了解到，起火船是一艘准备报废
的渔船，原计划在 2024年 12月 21日靠岸
拆解，不曾想突发火情，若火势持续在原
地蔓延，可能会波及更多船只，给整个码
头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所幸处置及时，
未造成更大的损失。

船长苏奕博告诉记者，起火点在船头
桅杆处，这根桅杆是木头的，且附近还有
连接着吊杆的线。

“这些线一旦被烧断，十几米的吊杆
会砸下来，那就十分危险。”苏奕博回忆
说，当时，他一边推船，一边朝着起火船身
侧的其他小船大喊。 （下转8版）

仅用半小时
11名船长“顶”出海上救援通道

圆圈处为起火渔船当时所处位置，旁边有多艘渔船停靠。

参
与
救
援
的
船
长
介
绍
当
日
救
援
情
况
。

本报讯（记者 蔡明宣）近日，“中国改革2024年
度案例征集活动”年度案例名单发布，由晋江市委改革
办、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报送的案例“积极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动能”，获评”中国改革2024年度
县域改革案例”“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这是
泉州唯一入选“中国改革 2024年度县域改革案例”的
案例。

近年来，晋江市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站
在服务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角
度，从发展载体、业态融合、生态构建三个维度入
手，持续创新，以集成统筹的方式探索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绿色动能的途径。

晋江“积极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绿色动能”
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