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台商投资区聚力打造——

两岸融合发展主阵地 高新产业发展新高地

全国首个“台胞台企登陆第一数据港”线上服务平台
正式推广；

全国首创“台湾地区手机号码签约手机银行功能”正
式推出；

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全面开花，海峡雕艺文化
产业园正式交付；

……
6月以来，国家、省、市各级媒体的镜头聚焦泉州台商

投资区，一项项掷地有声的全国性创新举措向外推广，一
个个牵动产业全局的大项目、好项目迎来重要节点，随之
而来的，是络绎不绝、源源不断的关注与点赞。越来越多的
海内外投资者、人才、游客选择台商区，用脚步为台商区发
展投上真挚的“选票”。

近年来，台商区创新成效亮点纷至沓来，成为媒体的
“新闻热土”。

在各地你追我赶、加快发展的竞争格局中，泉州台商
投资区不断深化拓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
动，倾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主阵地、高新产业发展新高
地”，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大拼经济、大抓
发展，持续实施“抓项目、促发展”系列专项行动，切实增强
经济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市场主体竞争力、优化产
业结构、增进民生福祉、防范化解风险，绵绵用力、久久为
功，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融媒体记者 游怡冰 通讯员 陈凤阳 文/图

●2023年全区GDP增速7.2%，高于省、市增速（全
省4.5%、全市4.8%）；

●在 2023 年第二季度、2024 年第一季度“泉州市
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拉练活动评档晾晒中获
得“好”档次；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今年 1-5 月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10.5%；

●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今年 1-5 月全区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9.9%，居全市前列；

●社会消费稳中回暖，今年 1-5 月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8.1%，居全市前列；

●春节期间，台商区共接待游客 83.38 万人次，旅
游收入6.67亿元。

成绩单成绩单

海峡雕艺产业园一期项目海峡雕艺产业园一期项目 66 月月 3030 日正式交付使用日正式交付使用，，首批拟首批拟
定的招商面积已定的招商面积已 100100%%完成招商完成招商，，项目签约杰丰礼品项目签约杰丰礼品、、西丰佛艺西丰佛艺
等等4242家企业家企业，，省级工艺美术大师项目占省级工艺美术大师项目占3030%%，，以国企匠筑之道以国企匠筑之道，，
助力雕梦启航助力雕梦启航。。

台商区城市形象不断提级台商区城市形象不断提级，，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断增强，，正全正全
力打造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主阵地两岸融合发展主阵地、、高新产业发展新高地高新产业发展新高地””。。

台商区玉沙湾台商区玉沙湾、、月亮湾及龟山湾已经成为游客盛夏旅游月亮湾及龟山湾已经成为游客盛夏旅游
的的““网红打卡地网红打卡地””，，““蓝色海湾蓝色海湾””文旅品牌知名度不断增强文旅品牌知名度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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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作为重新配置资源
要素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主阵地！”一段时间来，
台商区坚持以园区标准化建设推动国土空间高
质量重构，以创新推动产业链高质量重塑，围绕

“创精品工程、创招商达效、创优良配套、创精细
管理、创优势链群”工作思路，突出抓好“招商、投
产、达效”3个环节，扎实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专
项行动，全力打造特色鲜明、配套齐全、效益凸显
的标准化工业园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打响
了一场场漂亮的建设攻坚战。

台商区通过出台惠企政策、持续优化服务、
配套构建产业社区、净地腾挪空间、优化营商环
境等措施强化要素保障，加快园区建设向“运营
与投产”转段，推动项目落得下、建得快、发展
好。以保障项目建设为目标导向、以净地交付为
具体抓手，全区干部迎难而上，攻克历史遗留问
题，推动“抓征迁交净地”和征地信访销号行动

“双进双促”，自5月20日全区开展“抓征迁交净
地”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以来，攻坚任务完成率超
八成，省重点项目泉州百崎大桥、盘活低效用地
试点新沙工业园区等重点建设项目涉及的征迁
工作已全面销号清零，助推产业升级、城市更新
和民生补短板等工作。

一个个全新的城市产业空间、全域的发展配
套新阵地正在走入现实。今年1月—5月，台商区
工业园区建设完成投资6.6亿元、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的64.2%，目前已有科技创新谷、中信重工
智能装备产业基地两个项目竣备验收，海峡雕艺

产业园一期正办理竣备手续，还有两个项目年底
前完成竣备验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工业园区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台商区将工业
园区打造成为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主阵
地，7个市级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项目
中，高新技术企业74家，占比52.4%；规上企业
59家，占比 41.8%，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6家。

产业发展高地崛起的大幕中，产业链条不
断延伸拓展，台商区围绕重点产业实施“链长+
链主+链办”的产业链链长制，发挥龙头企业的

“链主”带动作用，大力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
目前已初步形成智能电网电器、运动鞋、纸制
品包装等三条重点产业链。

以全区为视角，围绕本地重点产业链和新兴
产业链创新，台商区大招商、招大商方向明确、动
力十足，为构建具有台商区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积蓄深厚潜力。台商区始终坚持“抓龙头、
铸链条”，全力招引上下游大企强企，科学优选项
目，并积极对接资源有效盘活闲置资产。据不完
全统计，今年台商区累计新签约利澳纸业、顺和
新材料等正式合同项目85个、总投资额约533亿
元，其中20亿元及以上的重大项目8个、总投资
额约180亿元，侨港澳台（在外泉商）项目8个、总
投资额约64亿元，成功盘活低效用地691亩，再
利用闲置厂房约17.7万平方米，实现“当年招商、
当年投产”。

园区更具带动力 产业更具竞争力
初步形成智能电网电器等三条重点产业链

文旅更具吸引力 城市更具号召力
打响“蓝色海湾”文旅品牌

文化与城市的互动，催生了无限惊喜。台商
区拥有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独特生态优势、地处环
泉州湾核心区域的优越区位优势、古镇新城交相
辉映的历史文化优势，是发展文旅产业的沃土。
如今，台商区新城魅力初显，海江片区拔节生
长，蓝色海湾经济带活力脉动，海洋国际酒店、
赫丰酒店等开业为全区城市发展赋能添力。

今年五一期间，“古城+泉州台商投资
区”文旅推介活动火爆，台商区旅游如同电
影版“热辣滚烫”。

来吧，一起到台商区玉沙湾、月亮
湾及龟山湾网红地打卡。在推进项目
的基础上，台商区持续加大延链补链
强链力度，注重与旅游市场的对接
和合作，提前谋划完善周边相关配
套，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和服
务，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
游客需求。台商区还组织重点
文旅企业赴浙江温州、上海、
广东深圳等地，以及外地游
客集中的西街等地举办推
介，进一步拓展省外客
源市场。如今，台商区
“蓝色海湾”文旅品

牌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已遍布全

国。

精心布局的文旅项目，令发展更具无限可能。
今年，洛阳湾世遗小镇项目作为唯一代表泉州市
重点文旅招商的项目，在2024年福建省文旅经
济发展大会上现场推介；星空梦航空科技城入选
《福建省文旅经济重点招商项目手册》。全区共
有10个项目入选2024年全市文旅经济重点建
设项目清单，总投资43.39亿元，涉及酒店建设
提升、遗产活化利用、文旅融合新业态等。海峡
雕艺产业园、烽火群英荟国防体育小镇相继竣
工，八仙过海提升项目、永鑫酒店、广茂广场等
项目按时序推进。

政企携手之下，文旅发展百花齐放，“文
旅+”融合蓬勃发展。乡村旅游上，台商区积极指
导浮山村创建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百崎乡创建福
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串联月亮湾、浮山渔
村、浮石营地等景点，推出“蓝色海湾 梦幻之
域”处暑开渔之旅乡村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上，
串联陈青山将军纪念馆、龙苍村党建文化走廊、
孙易彬故居等，打造“寻红色足迹，忆峥嵘岁月”
红色精品游线路。值得一提的是，以刚刚交付使
用的海峡雕艺产业园为大本营，台商区将积极对
接常态化举办有影响力、国际性的雕刻技艺大
赛、大师创作精品展等一系高规格活动，形成沉
浸式的“工业＋旅游＋研学”雕艺文化基地，适
时推动二期大师园的建设，融合一期产业园，打
造“中国佛具文化之都”。

文旅的飞速发展，也见证了台商区不断提
级的城市形象与对优势人才资源的号召力。建
区十余年来，台商区大手笔投入城市建设，全区
路网内畅外联，再加上百崎大桥和金屿大桥开
工、福厦高铁通车，综合交通体系属“高级配
置”。下一步，作为全市中心市区东拓的重要腹
地，台商区将进一步集约、高效建设现代化品质
城市，进一步加快城市生态修复、盘活低效用
地，补齐产业发展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合力形

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城市综合承
载力。

在6月26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
台商区的几项做法：推动签署《海峡
两岸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福建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备忘录》，聚焦发展
新质生产力，服务台胞台企参与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推进“台胞台企登陆
第一数据港”“海丝征信链”建设，挖
掘数字赋能潜力，架起两岸企业数据
互通桥梁。

这几项创新举措，都是在第十六届
海峡论坛“泉台筑梦 智造未来”两岸
融合发展系列活动首届两岸中小企业
暨两岸征信论坛的内容。活动中，台商
区倾力打造的全国首个“台胞台企登
陆第一数据港”正式向全国推广。自
2021年推出以来，平台注册台胞已达
14533 人、台企 604 家，访问量已超
267655 人次。同期，台商区全国首创

“台湾地区手机号码签约手机银行功
能”也正式推出。

聚力加大台味，做足“融合”文章。
作为对台工作的前沿，一直以来，台
商区发挥姓“台”优势，立足打造“两
岸融合发展主阵地”，首创医保健保
线上服务平台等福祉，吸引更多台胞
来区发展，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
示范。

在这里，“融合”成为两岸发展的生
动注脚：产业在融合，台商区依托台湾
农业交流推广中心、台湾青年夜市等，
打造融合农产品、美食、文创等“泉台创
客集市”，不断提升台胞参与乡村振兴
等沉浸式体验；人才在融合，通过提升
德润产业园、泉台工业设计中心等对台

“人才之家”服务能级，通过“台爱人才”
工作推动台湾人才集聚融合，持续推动

“台胞居住证、金融信用证、从业资格
证、台胞银行卡”等泉州审发、全国互
认，实现台胞在闽定居落户“愿落尽
落”。经济在融合，台商区用好台谊智能
制造产业园和台青创业园等对台招商
载体，制定针对性的扶持台资企业发展
政策，拓宽招台商引台资的新渠道，积
极探索对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新路
径。

在更广领域，这一系列创新改革
的基石，是台商区不断提升的营商环
境。台商区驰而不息促创新，改革效
益进一步凸显，一系列创新举措成为
项目建设、城市发展的加速器：台商
区亲清家园数字赋能“治未病”模式
获第三届“中国廉洁创新奖”；政企合
同“双兑现”模式获省营商办转发推
广；建立“12345”一线工作法（一张桌
子管前期、二条快腿拼赛道、三级梳
理保调度、四方合力建专班、五项流
程抓落实），有力推动久拖未决的时
代广场等 13 个社会投资类项目开工
建设；成功试点全省“行政许可权相
对集中”改革，首创经营标准样板间、
一支队伍管踏勘、房建工程“四证四
同时”（“拿地即开工”“交地即交证”

“验收即办证”“交房即发证”），推动
项目前期提速 60%以上；率先在全省
实现从企业开办到行业准入、从厂房
报建到产权登记全链条“一局办、一
章办、一次办”，改革后综合审批效率
提高85%以上。

对台更具承载力
营商更具集聚力

多项服务台胞创新举措
“登上”国台办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