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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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红亮 李剑锋）“这是直流充电，即
快充。插枪时，要用手按压插进去再松开……”昨日下午
2时30分，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实训基地内，工学院教师周
天财正在授课，听课的学生是来自泰国的28名职业院校
教师。

4月初，这28名教师从泰国飞至中国晋江，参加中泰
新能源汽车技术培训项目。该项目为期21天，泰国教师
们将进行160学时密集实训，内容涵盖安全操作规范、电
路图识别、低压控制与车辆网络系统等新能源汽车维修
技术。此次培训，既有结合真实故障案例教学，也有实地
参访行业标杆企业。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拥有众多顶
尖企业，电动汽车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我们希望通
过此次培训，深入学习相关技术细节，并掌握电动汽车系
统与组件的开发方法。”Pracha Khamphakdi是泰国乌汶
大学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他告诉记者，泰国作为东盟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重要市场，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的需求
日益增多，这是他们此次不远千里奔赴中国晋江参加培
训的原因。

“很羡慕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有这么一个实训基地，有
很多实体车可供实践学习。”来自泰国素林皇家大学的
Nikom Lonkoontod院长也对此次培训充满期待，“培训能
提升我们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我
们将把学到的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带回
泰国，为泰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为中
泰两国在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的合作交流搭建桥梁。”

据了解，泰国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汽车生产国。近
年来，泰国大力拥抱电动化。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车企
出海泰国，受到越来越多泰国消费者的青睐。新能源汽
车合作成了中泰两国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生动实践。恰逢中泰建交50周年，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与行云新能科技共建的行云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联合
泰国Tech NC集团及12所高校，启动了中泰新能源汽车
技术培训项目。

培训结束后，通过考核的学员将获得由主办方颁发
的结业证书及中国交通运输部认证的新能源汽车检测与
维修专业能力证书。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林文艺表
示，这是全省首个中泰新能源汽车技术培训项目。下一
步，该校将加强与泰方院校在新能源汽车技术方面的交
流，持续推进两国职业教育合作。

28名泰国教师：我们在中国学习新能源汽车技术
全省首个中泰新能源汽车技术培训项目开班

两代人30年接力守护

磁灶下灶村的“不老承诺”
本报记者 赖自煌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通讯员 刘云峰）日前，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关于 2025 年乡村“五个美
丽”整村打造培育名单的公示，拟确定 50个村入选，
包括 41 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和 9 个非省级
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其中，晋江有 7个村入选，包
括安海镇新店村、磁灶镇苏垵村、金井镇南江村、英
林镇东埔村、龙湖镇鲁东村、永和镇玉溪村等 6个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以及非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创建村深沪镇科任村。

据介绍，“五个美丽”创建指以美丽乡村庭院、美丽
乡村微景观、美丽乡村公共空间、美丽田园、美丽乡村
休闲旅游点为载体，通过改造、完善、提升，打造一批小
而优、小而精的乡村美景，由点及面、带动辐射，加快宜
居宜业美丽新农村建设，持续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截至目前，晋江已有 38个案例入选全省“五个
美丽”建设典型案例。

晋江7个村上榜
泉州乡村“五个美丽”
整村打造培养名单

本报记者 张茂霖

昨天，晋江天空云系明显增多，太阳偶尔露脸。监
测显示，大部分镇街最高气温在 26℃左右，体感舒适。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局获悉，今天，晋江仍以多云天气
为主；明天将有中到大雨，大家外出时，要提前做好防范
准备；后天，晋江将重回多云到阴的天气。

瑞雪提醒大家，晋江本周晴雨相间，后期气温波动
较大，要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另外，近期雨水频
繁，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路面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阴到多云，气温 18℃~25℃，沿海西南风 2~3
级、阵风 4~5级；明天中雨到大雨，气温 16℃~26℃，沿海
西南风 2~3级、阵风 4~5级；后天多云到阴，气温 19℃~
26℃，沿海西南风 3~4级、阵风 5级。

明天有中到大雨
出门记得带雨具

据福建日报 我省作为民营经济
大省，中小微企业数量多，在民营企
业群体中占比高，撑起了民营经济的

“大半壁江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如何守护好这“大半壁江山”，支
持它们健康发展？

近日，省委办、省政府办印发了
《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若
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围
绕建立工作协调机制、鼓励创新转
型、支持发展壮大、加强要素保障、优
化发展环境等五个方面，提出18条具
体措施，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8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邀请省发改委、工信厅、财政
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
志，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企业所需政策所向
政策措施要管用实用，关键在于

找准痛点，精准施策。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小微
企业发展，通过广泛、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剖析我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优
势和短板，明确工作思路和方向。”省
发改委副主任王高辉说，在此基础上
出台的《若干措施》，从中小微企业的
需求出发，围绕解决企业突出问题，
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

拆解这份专属于中小微企业的
政策“大礼包”，每一条都对应着企业
急难愁盼。

市场需求不足，经营困难，怎么
办？支持各地开展 70场以上“手拉
手”供需对接活动；深入开展“福品销
全球”活动，每年遴选 50场左右面向
新兴市场的重点境外展会；支持更多
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参与消费品
以旧换新活动，结合实际提高预拨资
金比例……《若干措施》从加强产业
链供应链协同、开拓市场、支持参与

“两新”和政府采购等方面，扩大有效
需求，提振发展信心。

科技创新动力有余，底气不足，
怎么办？对符合条件的省重点技改
项目固定资产贷款，省级给予 2%的
贴息支持，最长3年；对新认定的专精
特新中小微企业，省级财政一次性给
予1000万元奖励；面向中小微企业提
供大型科研设施仪器共享服务……
《若干措施》从支持技改提升、专精特
新企业培育、创新服务供给等方面，
激发创新动能，激活发展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若干措施》还延
续和优化了一批受惠面广、支持力度
大、契合需求期待的惠企政策，为市
场投资经营活动创造稳定可预期的
政策环境。

对入选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
产业化项目给予最高 300万元支持，
对符合招用登记失业人员条件的中
小微企业给予每人 1500元的扩岗补
助……这些早前推出的政策干货，在
实践中行之有效，企业反响良好，在
《若干措施》中不仅得以延续，还适当

优化，拓展适用范围，以期让好政策
惠及更多的中小微企业。

“1+1＞2”的协同效应
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是一

项系统工程，如何发挥协同效应，实
现“1+1＞2”？

《若干措施》坚持系统协同，增强
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协调性。一方面，
注重政策的协同，加强科技、财税、金
融与用工、用地、监管执法等政策的
协同配合、同向发力；另一方面，强调
部门间的协同，提出建立省级工作协
调机制，“一月一协调”“一季一调度”
督导政策落实，及时协调解决中小微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政策、技术、市场
等困难问题。

在发布会上，省直有关部门带来
各自创新探索，汇聚支持中小微企业
健康发展的部门合力。

如何引导帮助中小企业加快创
新转型步伐？省工信厅副厅长许永

西表示，今年计划新培育1000家以上
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和一批“小巨
人”企业；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
型储能等领域实施 25个左右省技术
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加力扩
围“两新”“两重”，落实省技术改造项
目融资支持专项政策，出台融资租赁
贴息政策实施细则；加快推动全省规
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主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企业，它们在
商业信用、经营领域、品牌效应、竞争
能力等方面缺乏优势。省市场监管
局副局长王文生表示，为支持具有一
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我
省支持个体工商户扩大经营规模、完
善内部治理结构、更好地参与市场竞
争。2024年全省共办理“个转企”登
记2600户，服务182.9万户次个体户、
5.9万户次企业重塑信用，回归正常
经营轨道。

（下转2版）

我省围绕五方面提出18条具体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护航“大半壁江山”

昨日上午，晋江磁灶镇下灶村，满目
皆是流动的“中国红”——735名年过耆耄
的老人身着红裳，手持印着“福利金”字样
的存折，在锣鼓声中接过第 360个月准时
抵达的养老金（如右图）。

这场持续 30年的温情履约，让这个
闽南村落成为“中国爱心城市”晋江最温
暖的注脚。

1996年，下灶村原党总支书记吴海水
面对农村养老难题，牵头成立下灶村老人
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立下

“让全村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的誓言。

从此，那句“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
老”的朴实语言，成为凝聚全村力量的纽带。

30年风雨变迁，承诺从未褪色。吴海
水的儿子吴炳煊接过父亲衣钵，累计带头
捐赠 268万元，带领全村党员干部持续冲
锋在养老事业一线。

更令人动容的是，当年首批捐款的村
民，已有不少从“捐赠者”变为“受益者”。
村民唐龙巧感慨：“当年，我跟着老书记捐
钱时才40多岁，如今已在领每月200元的
养老金。我的子女们也在捐！”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 30年坚持
做一件好事。”下灶村老人协会会长吴孝

明指着账本上一笔笔记录说：“这些数字
的背后，是几代人的爱心。”

30年间，下灶村老年福利金发放从未
按下“暂停键”。从最初的每月几十元，到
现在的每人每月 150元至 250元不等，截
至目前，基金会累计发放养老金 2660万
多元，受益老人已从第一代到第三代。

“今天我为别人，明天别人为我。”吴
孝明说，以基金会为依托，下灶村各界已
将老书记的初心转化成代代传承、代代坚
守的使命。

在昨日举办的30周年庆典上，基金会
再次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611.1万元，
为历年最多。30年来，下灶村参与基金会
捐资人数共计 2297人次，捐赠总额（包括
其他收入）达3099万多元。

“养老不是负担，而是共同事业。”现
场，吴炳煊说，“只要‘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的精神在，这份承诺就能永远传递。”

作为“中国爱心城市”的一分子，下灶
村坚持 30年慈善养老的善举生动诠释了
晋江的慈善精神。

近年来，在下灶村“两委”的带领下，
村里还筹建了3家敬老院，并成立居家养
老服务站，让老年人有了“安乐窝”。不仅
如此，基金会还不定期组织老年人集体出

游，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吴炳煊说，坚持每月给老人发放养老金并
不容易，养老事业任重而道远，但他们将
继续坚持，并一代代传承，让这份爱一直
传递下去。

30年，足够让青丝变白发，也足够让
一颗善心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下灶村
的故事证明：当敬老孝亲从个体选择升华
为群体接力，中国农村养老的破局之路，
或许就有了最温暖的答案。

福建日报讯 记者从福建省科技厅获悉，为贯彻省
委、省政府部署及省领导要求，福建省科技厅依托福建
省金融服务云平台（下称“‘金服云’平台”），全力建设
科技创新主体融资需求库，这也是我省首个专门针对
科技创新主体的融资需求库，将搭建科技金融供需对
接平台，健全科技创新主体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功能，
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近日，省科技厅启动
2025年第一批融资需求征集工作，面向全省科技型企
业展开。

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负责人介绍，科技创新
主体融资需求库设置创新主体、银行、政府三方功能模
块，依托平台建立分析统计机制，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
体系。6月起将启动第二批融资需求征集工作，面向
全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研院所及
创新平台依托单位，常态化开展融资需求征集，并通过

“金服云”平台向金融机构推送，搭建科技金融供需对
接平台，推进科技产融机制化对接。这也将是我省首
次探索面向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征集、推介、对接融资
需求，助力科技创新主体获得更全面的金融支持。

2025年第一批融资需求征集对象包括：获科技部
“创新积分制”系统量化评分 70分以上的我省科技型
企业；省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
业需按照“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征集表”的要求，填报
融资需求内容。

据介绍，企业可通过电脑端登录“金服云”平台网
页或者手机端登录“金服云”小程序两种途径提交融资
需求。“金服云”平台常年面向各类科技创新主体开放
融资需求填报功能，企业可以随时登录平台填报。为
便于省科技厅统计和集中推介，2025年第一批融资需
求填报时间截至4月30日。

据悉，在服务方面，对科技型企业等各类科技创新
主体填报的融资需求，省科技厅将通过“金服云”平台
推介给省内各大金融机构，积极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同
时将转报工信部，争取发布在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同
时，依托“金服云”平台，定期统计、分析企业融资需求
对接情况和效果，推动各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因企制
宜、精准施策，更好地服务企业科技创新需要。

福建建设首个科技创新
主体专属融资需求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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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论课和实操课，泰国学生学习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