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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
——市人大代表发言摘登

连日来，围绕泉州在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中走前头、作表率，来自各个代表团的市人大代表尽责履职，聚焦两岸融合发展、提升产业能级、推进文旅融合、人才“引、留、
育”、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等热点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为推进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融媒体记者 颜雅婷/文 林劲峰 张九强 陈起拓/图

作为全国新时期军民共建的
发祥地，泉州始终践行“部队有想
法，地方就有办法”理念，传承弘扬
拥军支前的光荣传统，更好助力国
防建设。

建议以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
“十连冠”为引领，统筹国防和经济
社会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军民融合
发展。加大科技文化拥军投入，着
眼军地需要，多维度开展学历提

升、技能培训等两用人才培养，构
建“军队所需、地方所能、未来所
向”新格局。加强演训任务保障，拓
展创新泉州支前实践，继续协助做
好练兵备战急需的各项保障工作。
进一步营造浓厚的拥军崇军氛围，
全面提升为军服务品质，继续加大
优先窗口、奖励优抚、“三后”问题
的保障力度，打造新时代拥军优属
样板城市。

打造新时代拥军优属样板城市
市人大代表、驻泉部队上校副政治委员 黄韬

2023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
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各项扩内需促
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我市消费市场
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据了解，2023
年1—11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5702.17亿元，增长了4.6％。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
长、文旅经济火爆出圈的基础上，未
来，与消费、体验相关的商贸流通行
业，必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与国

内发达城市一些超大型的消费体验
项目相比，当前，泉州商贸流通业的
层级仍有待提升。建议多增加富有
体验感的消费项目，特别是受年轻
人青睐的业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
意留下来；全面提升城市的消费层
级和体验层级，政府加强顶层规划、
设计和立项，加大招商选资的力度，
不断丰富消费和体验业态，打造更
有吸引力的“海丝名城”。

加快提升商贸流通业层级
市人大代表、中闽百汇零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陈开通

建筑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为泉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较
大贡献。2023年，泉州启动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择优扶持我
市建筑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让建筑
业在我市经济建设中发挥更重要
的作用。

建议将建筑行业列入主导产
业，并将龙头企业列入高层次人才

自主评定企业，为我市的建筑企业
吸引人才提供政策支撑。建立健全
相关工作机制，由市财政局统筹项
目所在地和企业所在地的税收与
产值分配方式，既不影响当地财政
收入和产值贡献，又能减轻本市建
筑企业的负担。注重扶持本地行业
龙头企业，助力我市建筑业高质量
发展。

支持建筑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市人大代表、中建远南集团董事长 王进南

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类特殊
未成年人群体，即实施了违法犯
罪行为，但因未达法定年龄不予
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其他有严重
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如若
后续监督矫治工作未能有效开
展，他们将成为家庭和谐、社会稳
定的隐忧。我市现有帮扶教育体
系无法满足实际需求，需要专业
化、系统化、有针对性的专门学校
承担职责。

为此，建议成立专门学校，由
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专门教育指
导委员会，负责专门学校成立及
后续管理等工作。专门学校的办
学经费，采取以政府投入为主、受
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渠道筹
措的机制。由教育或者政法、司法
行政部门作为主管部门，公安机
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未成年人
的矫治工作，教育行政部门承担
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

成立专门学校健全矫治教育机制
市人大代表、泉州南少林国际学校校长 陈翔

近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
布了当前重点纺织产业集群地区
的建设成果，其中晋江、石狮纺织
行业的年度工业总产值均超过
1000亿元。不过，随着劳动力成本
的不断攀升，一些以人力为主要生
产力的企业发展显出疲态，要实现
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必须推动企
业加快数字化和智能化变革。

建议相关部门贯彻落实创新
发展“晋江经验”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多出台一些
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
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一步巩固
我市纺织服装产业领先地位；选
树细分领域的行业标杆，多组织
开展数字转型、科技创新、降本增
效、绿色发展等行业活动，加强典
型推广，促进交流合作，引导企业
采用新设备、运用新技术、开辟新
领域、制胜新赛道。

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
市人大代表、森宝（福建）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凉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
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下大
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这
一重要论述，为泉州建设人才强市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我市深耕人才“港湾计
划”，实施“涌泉”行动，广引八方英
才，人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市
人才总数突破234万，引才聚才经
验被中宣部收录为“中国式现代化
面对面”37个典型案例之一。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高等教育人
才“引、育、留”工作，建议给予在泉
高校更多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权
限。大幅提高人才、科技及校企联合
项目资助力度和数量。加大政策宣
导力度，进一步深耕人才“港湾计
划”，扎实推进“涌泉”行动，提高在
泉高校毕业生留泉率，吸引和集聚
市外高校毕业生来泉创业就业，为
实现我市科创强市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做好高等教育人才“引、育、留”工作
市人大代表、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副院长兼海洋学院副院长 林志贤

响应泉州市委、市政府“一县一
溪一特色”田园风光建设决策部署，
近年来，南安市着力推进大盈溪流
域田园风光项目建设，把该项工作
作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
石都”的重要抓手。

建议统筹全市各有关部门相
关政策和资金，集中推动建设一
批乡村振兴“共富村”“共美村”，

激发政府主导扶持“三农”发展的
叠加效应；加大规划支持力度，把
大盈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打造成
集“石元素”为一体的粮食高产
区、水利生态示范区、休闲康养体
验区、田园风光示范区，提升“世
界石都”文旅品牌效应，示范带动
全市“一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光
建设。

加快“一县一溪一特色”项目建设
市人大代表、南安市水头镇朴一村党委书记 吕子孟

当前，传统产业处在关键历
史阶段，亟需转型升级。以惠安石
雕石材行业为例，近年来一直探
索转型提升，但在“人才”和“产业
配套”方面缺乏有力支撑，建议从
以下三方面为传统产业快速转型
提升创造条件。

首先，从教育、医疗、生活环
境配套着手，打造吸引和留住人

才的基础环境；其次，在传统产业
聚集的地区创办学校，培养人才，
特别是创办职业院校，通过校企
合作等形式，源源不断为企业输
送人才；第三，以政府为主导，为
传 统 产 业 打 造 与 产业发展相适
应的、配套完整的发展环境，比
如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物流
基地等。

为传统产业转型提升创造条件
市人大代表、惠安县石雕石材协会会长 王志刚

泉州是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
地，也是乌龙茶的重要发源地。以此
为契合点，泉台两地可深度协作开
展“海丝”茶文化、共建“一带一路”
茶叶交流与合作，围绕闽台茶产业
链发展关键环节，开展闽台茶科技
应用研究与技术集成，助推闽台茶
全产业链快速升级，促进闽台茶文
化国际传播。

为此，建议市政府与福建农林大

学合作共建“闽台茶文化、茶产业、茶
科技统筹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文旅、
农业、科技相关部门以“揭榜挂帅”的
形式，将需要攻关的涉茶、涉台科研
项目张榜，激活泉州地区包括福建农
林大学在内的高校及社会智力，以需
求、成果为导向，解决泉州经济社会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攻坚期间，财
政、人社等部门做好资金、人才引进
方面的保障支持。

设立闽台茶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市人大代表、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茶业科技系副教授 张玥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
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
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
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
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
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建议市政府加快制定全市职
业教育发展规划和政策，着力推进
普职比合理控制、教育经费投入、
教育资源配置、招生机制完善等工

作，加大经费投入，提升职校校区
硬件设施水平，扶持符合市场需
求、教学质量高、就业率高的专
业，赋予职业院校主导招聘教师
权力，支持直接从行业企业引进
特色高技能教师。同时，出台政策
措施，支持校地合作办学，培养适
应泉州特色产业、乡村振兴需要
的专业人才，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贡献人才力量。

加快泉州职业教育发展
市人大代表、永春县第一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 林丽萍

作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近
年来，德化县立足深厚的陶瓷文
化、优越的自然生态和独特的山水
风光，举全县之力将旅游打造成第
二支柱产业。

聚力全面打响“世界陶瓷之
都”全域旅游品牌影响力，建议将
德化县“世界瓷都·自在德化”旅
游品牌宣传工作纳入全市宣传工
作中整体谋划推进，提高德化旅

游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德化融
入全市旅游发展大局，进一步丰
富“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全域旅
游发展内涵；支持德化县积极开
展旅游品牌创建和旅游项目开
发，在品牌创建、项目申报上给予
政策资金倾斜，协调对德化县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商品设计
开发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不断
推动德化县旅游产业提档升级。

全面打响德化全域旅游品牌影响力
市人大代表、德化县龙浔镇丁墘村委会副主任 李文芳

石化产业是泉州九大千亿产业
集群之一。目前，全市拥有泉港、泉
惠两个省级园区，400余家规上企
业，产业优势明显，但也存在产业链
延伸不长、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人才
引育环境不优等问题。

建议坚持差异化发展之路，统
筹两个园区产业布局，减少产品同
质化竞争和资源要素分散，鼓励龙
头企业拓展副产品深加工，支持引
进先进生产工艺、高附加值的中下

游企业，强化延链补链；坚持创新型
发展之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泉港石化新材料高新园区建
设，加大对福大石化学院、清源创新
实验室、福师大泉港石化研究院等
院校扶持力度，打造高水平创新平
台；坚持人才兴业之路，创新产教融
合机制，推动产学研融合，支持围绕
关键共性技术，设立产教融合基金，
建设人才实训基地，开展产学研联
合攻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速推动石化产业“链”动发展
市人大代表、泉港区南埔镇党委书记 庄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