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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市列入省级龙头企业
名单 209 家，列入市级产业龙头企业
355家。今年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6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42家，市级创新型中小企业407家。

●全市拥有有效注册商标超75万
件、马德里商标超 1300 件、驰名商标
159件，数量均居国内地级市前列。

●新增发明专利3185件，发明专
利拥有量 16975 件，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 19.12 件，年度专利授权量
连续十二年居全省首位。泉州被授予

“国潮品牌之都”。
●着力构建3条万亿级产业链群

和培育若干个百亿级、千亿级新兴产
业，形成“石化—纺织鞋服”两万亿
级、“建材—家居”万亿级、“机械—电
子”万亿级的产业链群。

●2023年新增南安市水暖厨卫产业
集群、德化县白瓷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为全省第一。

我市大力推进“重龙头、强品牌、铸链条”专项行动

今年355家企业列入市级龙头企业
一段时间来，我市大力推进“重龙头、强品牌、铸链条”专项行动工作，加快推动全市工业龙头企业做大做优做强。□本报记者 游怡冰

“重龙头、强品牌、铸链条”
专项行动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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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泉州：
暖心服务

不仅“快办”更“好办”

编者按
“春江水暖鸭先知”。
营商环境这一池春水是否清澈见底，是否活力潺潺，企业有着

最深切最直观的感受和体会。
年终岁首之际，谋划未来之时。今年是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三

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在全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市委“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要求，聚焦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群众
有感，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之
际，市发改委（市营商办）联合泉州晚报社推出《年终岁首话营商》系
列报道，聚焦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之变化，
透过一个个典型故事，共话营商环境建设，共谋营商环境未来发展。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一次高效便捷的流程、一
次公平公正的办事、一次优质到位的服务、一次及时有力的帮助，对经
营主体和群众来说，真切感受胜过千言万语。

在泉州，多年来诸如“码上办”“帮代办”“免证办”“免申即办”“智能
导办”“数字政务门牌”等政务服务品牌持续涌现，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
和群众从身边“关键小事”体会到营商环境便利化带来的点滴变化。

□本报记者 林书修 通讯员 石淑静

来到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您的‘关键小事’就是我们的

‘心头大事’”等标语映入眼帘。
市民张文景到中心窗口办理

二手房过户时，发现忘记带身份证
和结婚证。以往，碰到这样的情况，
免不了要再回家拿一次证件。可是
这次不一样，窗口工作人员告诉
他，现在已经有了“免证办”服务，
如果手机闽政通App上有相关电
子证照，一样可以办理。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张文景
很快进入相关页面，查询到了自己
的证照，点开相应二维码图片后，
随着“嘀”的一声“扫码亮证”，他的
证照信息就被录入了系统，顺利办
理了二手房过户。

去年3月 1日起，晋江市行政
服务中心在全省率先试推行政务
服务“免证办”。据此，凡是通过电
子证照可以获取的信息，不再要
求企业和群众提供相应材料。今
年，这一让群众体验感满满的举
措延伸至晋江镇（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

丰富“就近好办”应用场景，打
通政务服务便利化最后一米。不只
是“免证办”，在泉州，越来越多

“快办”向“好办”的措施让人眼前

一亮。
——丰泽区在全省首创“AI秒

批”，全智能服务，实现跑动次数和
人工成本“全面清零”。“不用到窗
口，手机就可以下载加盖电子印章
的企业登记档案信息，随时随地可
查可用，方便！”泉州一企业负责人
王晓玲说。

——南安创新推出“数字政务
门牌”，从谁能办、在哪办、怎么办
等维度入手，对330个高频事项进
行全要素标准化、颗粒化梳理，并
精细拆分办事情形、分类受理场
景，同步提供表格样表和远程视频
帮办代办服务，破解群众办事“找
不到”“不懂办”等问题。

——今年3月份开始，泉州在
全市范围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全
面推行“电子身份码”场景应用。依
托泉州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
化行政服务平台，扩展镇村“掌上审
批”功能，针对孤寡老人、文化程度
偏低的村民等，提供上门办事服务，
村（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移动端“掌
上审批”服务扫描居民出示的“身份
码”，授权获取相关个人信息及电子
证照，直接在居民家门口完成收件
及业务办理，实现基层群众办事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丰富“就近好办”应用场景
群众办事“少跑腿”

近年来，惠安县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全力推动石化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今
年1—11月，惠安县石化产业实现产值1148
亿元，泉惠石化园区跻身全国20强，荣膺全
省首家全国绿色化工园区。在推动企业绿色
低碳转型上，惠安县做足“点、线、面”工作。

打造优势，做大绿色龙头企业。推动建成
全省最大的炼化一体化基地，兑现各项补助
资金；加快智能化改造，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标杆；依托资源禀
赋，推动石化企业延伸海外市场业务。

聚焦短链，科学构筑绿色链条。先后引进总
投资超300亿元的中下游项目，加快实现化工
原料就地转化；跨域联动，搭建中化公司与泉州
本地企业供需合作平台，靶向对接全市优势产
业；积极培育新能源、生物科技赛道，构建新兴
产业链。

投入150亿元，完善绿色园区服务。盘活
利用低效用地，推动水电气热集中供应，提
升污水、固废、危废集中处置，降低经营成
本；以科技驱动，建成全国石化行业第一家、
全省首家“千人计划”专家工作站，成立2个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团队，建设研究基地，
降低创新成本。

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
以点带面向“绿”行

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新型工业化 推进有良方
——部分县（市、区）分享典型经验

昨日，全市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召开。会上，部分县（市、区）作交流发言，分享关于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推进工业
园区标准化建设、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的典型经验。 □本报记者 游怡冰 叶虹羽

近年来，洛江区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坚持示范引领、政策扶持和精准服务，
积极培育壮大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全区规
上工业企业237家，已培育国家级重点“小
巨人”企业 1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7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0
家，专精特新企业总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市
前三。

洛江做好梯度化培育，实行动态管理、
层层递进，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实现数量、质
量双提升。建库储备一批，每年建立创新型
企业梯度培育库，建立区领导及区直部门
挂钩联系+第三方专业机构“一对一”服务
机制，引导企业对照标准自我评价、优化提

升，梳理筛选一批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
中小微工业企业，建立“小升规”培育库，进
一步充实后备力量；成长壮大一批，建立专
精特新企业增资扩产挂钩机制，成立专精
特新龙头企业服务专班、供地小组，“一企
一策”保障用地需求；创新提升一批，强化
专精特新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着力建设高
能级平台，培育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个、
省级3个、市级4个。

此外，洛江区坚持“真金白银”开路、配
套政策护航，举全区之力保障专精特新企业
发展驶向快车道，累计兑现奖励资金73家
（次）、1439万元，实现专精特新企业“全覆
盖、全挂钩、全联系”，全方位护航培育。

梯度化层层递进“真金白银”开路
积极培育壮大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近年来，石狮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新业
态，电商竞争力跃居全国县域第2位，跨境
电商做法入选全国外贸新业态优秀实践
案例。

石狮通过深化数字变革，推进生产能
力转型，引导鹏泰、德谱家等一批外贸龙头
工业企业与亚马逊、虾皮、阿里巴巴国际站
等跨境电商平台数据直联，打造数字化柔
性快反智造供应链平台，建立“小单快反、
个性定制、智能高效”的生产模式，加快网
商园等项目建设招商运营，推动出台全省
电商数字化智能制造专项扶持政策，通过
技改补贴等措施，引导传统制造企业从生
产型制造向服务型智造转变，提升企业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夯实跨境电商的
工业基础支撑。

同时，加快培育孵化，打造产业集聚样
板。建成全省首个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设
立跨境电商人才培训基地、职业技能实训基
地，常态化开展跨境电商培训、众创空间、信
息交流等活动，吸引跨境人流、物流商流汇
聚，降低泉州及周边地区企业布局跨境电商
新赛道的门槛。引进国内知名第三方专业团
队落地，帮助跨境电商卖家群体在发展起步阶
段得到精准扶持，累计帮助跨境卖家和企业成
功在各类跨境电商平台申请开店147家，申报
海外商标36个，引导企业“来泉州做跨境，做
跨境来泉州”，实现跨境电商“最多跑一趟”。

打造产业集聚样板 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

工业园区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阵
地，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近年
来，晋江市坚持以“晋江经验”为引领，深入
开展园区标准化建设专项行动，大力发展
先进制造业集群，园区标准化建设连续获
得“好”的等次，今年首次跻身全国工业百
强县第3位。

晋江市把综合产业园区作为重新配置
资源要素和提升主导产业竞争力的主战场，
结合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坚持国企民资
双轮驱动，多主体参与，铺开超千万平方米
的产业空间建设架势，为先进制造业打造充
足发展空间。

构建现代产业社区雏形，科学统筹14个

综合产业园区，整体布局配套项目，推动科
技创新、数智转型、工业设计、金融服务进园
赋能，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生态。

集聚壮大先进制造业，加快优势主导产
业强链补链、创新转型，坚持一园区一主导
产业，围绕自带流量的龙头企业，汇聚产业
链上下游配套企业，构建高效产业链供应链
体系。

形成效益优先的资源配置机制，紧扣
“优质精抚、低效倒逼”导向，建立亩均效益
综合评价机制，精准把控项目质量和产业方
向，确保有限的空间资源投向先进制造业，
推动集成电路、智能装备、医疗健康等新兴
产业集聚成势，发展新质生产力。

挖掘“园”动力 助推新型工业化提速
积极推动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

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是实现
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南
安市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工业高
质量发展新引擎，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800亿元，增加值增长10.93%，居全省前列。

专策撬动。联合专业团队开展数字化
测评分析、绘制推进“路线图”，配套个性
化、定制化专项政策，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
升级改造。

龙头领航。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数字化、智
能化工厂和车间，树立行业标杆，带动千企应
用。同时，结合园区标准化建设，打造数字化
园区，为入住园区企业提供各类数字化综合
服务和“拎包入住”的数字化环境。

强基赋能。坚持数字基建先行，投入53亿
多元布局12个“新基建”项目，推进全光纤、5G
网络建设。同时，放大平台赋能价值，大力培育
面向全产业提供服务的公共数字化平台。

全链服务。深入一线帮扶，建立入企“三
员”制度，精准帮助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痛
点、堵点；每年投入引导扶持资金超2亿元，
推行人才政策招才引智。

传统产业乘“数”而上
带动高质量发展

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

为培育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今年，我市新出
台《泉州市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引领创新若干
措施》，建立龙头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实施龙头
促进计划，指导各县（市、区）兑现百宏聚纤等13
家企业龙头首超奖励。在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方
面，常态化开展培育服务、申报辅导工作。

同时，我市大力实施产业链“传帮带”工程。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方面，每季度举办产业数字
化转型工作现场会，推动中小企业看样学样，今
年新增培育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3

家，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4家，国家智能制造
标准应用试点项目2家，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
景和示范工厂项目31家，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标杆企业16家，省级工业互
联网APP优秀解决方案4个，泉州市省级人工
智能产业园获授牌正式成立。组织“泉州建材中
国行”专场推介会、泉州工业企业装备产品供需
对接会等产销对接活动超百场。成立泉州市职
业装产业协同发展联盟，举办三期职业装采买
竞赛，组织前往中化集团等进行重点推介。

积极兑现企业龙头首超奖励

稳步提升质量发展水平过程中，我市连续7
年在省政府质量工作考核中获评A级。2023年
以来，全市新增完成国际标准3项、国家标准88
项、行业标准18项，新增5家企业9项标准获评
国家企业标准“领跑者”称号，有14家企业入选
全省首批标准创新型民营企业试点，数量居全
省首位。

我市积极帮助企业获取专利快速获权保
护，发挥泉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为全省首
家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用，重点面向泉州
市智能制造和半导体等产业领域开展集快速审
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知识产权快速
协同保护服务。目前，累计1088家申请主体经
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备案、163家专利代理机构

经保护中心核准备案。2023年以来中心共接收
专利预审案件1589件，平均授权周期比普通渠
道提质增效90%以上。

同时，积极实施引资拓渠工程，出台全国领
先的基金业发展政策，初步建成覆盖企业全生命
周期、赋能招商引资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层次基
金体系，设立政府引导型母基金15只、规模480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在泉设立私募基金及管理人
530家、资金规模1497.9亿元。实施企业上市“刺
桐红”三年行动，储备培育66家省级、97家市级
上市后备企业，建成福建省首个企业上市咨询服
务线上系统，设立深交所、北交所泉州服务基地，
新增3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3家企业申报IPO
在审、2家企业在新三板创新层挂牌。

全省首批标准创新型民营企业试点数量居首

不久前，在泉州开发区的德昱
公司里，总经理马雪正为“自由进
出口技术合同登记备案”一事烦
恼。“如果我们自由进出口技术合
同登记没及时备案，与我们公司合
作的境外公司，资金无法及时打过
来，会给我们企业后续的经营带来
麻烦。”

就在企业负责人烦心时，行政
审批业务“帮代办”专员找上门来。
了解完情况，“帮代办”专员带上企
业工作人员一道，共同前往市行政
服务中心办理自由进出口技术合
同登记业务。“前后就一个小时，方
便快捷高效，了解了业务流程，以
后不管是公司新业务员还是老业
务员，都能轻松胜任了。”马雪兴奋
地说。

得益于泉州开发区率先推出
的“市级行政审批业务帮代办”服
务，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登记及变
更、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终止、
企业登记、不动产统一登记、排污
许可等市级行政审批事项，在开发
区都能轻松帮代办。

让企业少烦心轻松上阵，放
眼泉州，各种各样暖心服务还有
不少。

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推出关
联性强、高频多发的政务服务“一
件事一次办”。从企业群众视角需
要跨区域、跨部门、跨窗口，到同一
单位多个业务科室办理
相关的“一揽子事”，都在
政务服务大厅合理设置

“一件事”窗口，实现更深
层次、更高水平的“减环
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
动”质效，形成“一家牵
头、一次性告知、一套材
料、一张表单、一窗办理、
一次办结”的“一件事一
次办”主题服务模式。

“360”税费服务新体系是今年
市税务局全新打造的便民办税措
施。通过税务端、纳税人端、政务端

“3”端齐发力，推出“6”悦举措优化
服务，由此推动税企亲清“0”距离。

“前后不到5分钟就远程解决了一
项业务。”北京永大税务师事务所
泉州分公司办税人员余女士运用
税事远程帮（微信版）后感慨，过
去，办理部分特定业务要到线下窗
口才能完成。“现在只需添加微信，
线上就能进行信息填报、资料传
递、业务申请等，还可屏幕共享、语
音沟通，效率很高。”

“免审即办”改革，同样让企
业收获不小惊喜。去年，友臣集团
有限公司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食
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名称变更，
在窗口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经办
人小洪通过网上申请渠道扫描上
传原证材料后，当天就收到变更
后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扫描件。友
臣集团也成为全省率先推出的市
场监管领域许可（备案）简单变
更“免申即办”改革中惠及的第一
家企业。“从以前的‘依申请’到现
在的‘免申请’，改提交多份材料
为‘以证换证’，不仅减轻了企业、
群众的负担，也提升了窗口的审
批效率，节约了行政资源。”对于
这一政企双赢结果，企业负责人
获得感满满。

加速迈向“好办”“智办”
企业轻松上阵信心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