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基础筑牢夯实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全市九大千亿级产业中，八大产业
规上工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其中，电子
信息产业、机械装备产业、鞋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17.8%、17.5%、17.4%，分别高于
全市规上工业平均增速9.4个、9.1个和
9.0个百分点。

创新动能稳步汇聚。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7.3%，
快于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8.9 个百
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0.0%，比
上半年加快 8.5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
品进口增长31.9%，快于全市进口平均
水平16.1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求质向新
三产增加值增长5.9%

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9%，比

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
长的贡献达39.2%。

现代服务业成型成势。全市以现代
服务业为主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12.3%，对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增
长的贡献达38.1%。

文旅消费方兴未艾。全市旅游总人
数7633.62万人次，增长18.0%；铁路旅
客运输量增长26.7%，机场旅客吞吐量
增长33.0%，水路客运量增长3.34倍。

产业投资脱虚向实
23个行业投资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8.6%，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

随着工业园区标准化专项行动进入

投用阶段，全市工业投资增长19.1%，比
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占全市投资比
重达41.6%，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36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投资实现
两位数以上增长。

民企信心稳步增强。全市规模以上
民营工业增加值增长11.0%，限额以上
民营批零住餐销售额增长19.3%，民间
投资增长10.1%，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1.2%，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焕新”政策落地显效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增5.4%

消费品市场在以旧换新“政策+活
动”双轮驱动下保持活跃，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4756.41 亿元，同比增长

5.4%。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零
售额增长42.0%，家具类增长29.0%，智
能手机增长22.2%，智能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增长19.1%。

出口产品提质向新
“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32.0%

对外贸易保持增势。全市进出口总
额2026.95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
出口额1410.53亿元，增长10.6%；进口
额 616.42 亿元，增长 15.8%，比 1—8月
加快3.6个百分点。

全市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3.4%，文化
产品出口增长29.7%；“新三样”产品出
口增长32.0%，比上半年加快16.6个百
分点，其中，电动汽车出口增长3.75倍。

前三季度泉州经济运行稳健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9226.86亿元

走好县域特色路 整镇推进见实效
“乡村振兴泉州观察团”走进村镇一线感受美丽乡村蝶变

走进南安市水头镇朴一村南港农业
公园，道路两旁流水潺潺，果蔬琳琅，生态
田园风光尽收眼底，这是南安市“一县一
溪一特色”项目“稻梦空间”节点的核心
区。不远处的大盈溪流域田园风光建设项
目，则以“一廊两核十村十点”为空间结
构，串联起沿线万亩“美丽田园”和10个

“美丽村庄”，全域“美丽经济”串点成线、
蝶变成景。

在大盈溪流域的五化农田示范基地
里，盈盈绿水间，稻花香两岸，一片丰收好
景象。“这片基地是朴一村今年刚成片流
转的耕地，之前农田由村民零散地出租给
外地种植户，租金收入低，每亩只有两三
百元。”水头镇朴一村党支部副书记吕炜
明告诉记者，今年该村只用20多天时间
就安置转移了外地种植户，从村民手中以
800元一亩的价格将这片农田成片流转，
并与专业农业公司签订10年合同，小田
变大田，村民的田租收入从小钱变成大
钱，村庄也更加和谐了。整治后的五化农
田示范基地正好与南港农业公园连成一
片，观光休闲的农业体验与公园的文创体
验、运动拓展等功能融合衔接，形成独特
的乡村旅游风景线。

据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县一溪一特色”指每个涉农县（市、区）
在辖区内选择一条重点流域，结合当地特
色产业资源进行综合整治提升，形成各具
特色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田园风光，并以
此为样板，加快推动全县域所有流域特色
田园风光建设。泉州出台“一县一溪一特
色”田园风光建设2024年行动方案以来，
系统谋划10个项目，建立晾晒比拼考评
制度，目前已实施项目137个，完成投资
10.75亿元。10个县（市、区）、106.1公里
河道、7.02万亩耕地、14个乡镇、76个村
庄，水系、农田、村庄三位一体，生产、生
活、生态同频共振。如今的泉州，一幅宜居
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新图景正徐徐铺展
开来。

“一县一溪一特色”
绘就田园小康梦

邻里时光田园、古法造纸技艺馆、
露营休闲基地、精品旅游民宿……在南
埕镇南埕村，淳朴的小镇田园风光和传
统农耕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打卡，成为德化热门的网红点。当地利
用资源禀赋、厚重历史文化等优势，探
索“生态旅游+农产品+平台”发展模
式，在景区入口、酒店、游客集散中心开
设3个农特产品销售专区，重点推广葡
萄、蜜柚、茶油、铁皮石斛等“南埕农优”
公共品牌，让优质农产品搭上文旅融合
发展快车。

来到南埕镇，一个圆头圆脑、身着
质朴古装的卡通人物形象格外引人瞩

目，只见灵动的“人偶”徜徉山水间，向世
界展示南埕的本真与美好，这便是当地
打造的文化品牌IP——“南埕先生”。据
南埕镇党委负责人介绍，南埕时光田园
项目利用“南埕先生”文化品牌IP，强化
与网红、大V、达人合作，组建域内外两
支“推介官”队伍，依托安若桥、竹溪里、
花海漫境等网红点，建设文旅直播基地
设立农产品直播基地，开展农产品“直播
带货”，吸引游客打卡10多万人次。

在泉州，像南埕镇这样的例子还有
很多。近年来，泉州市持续在整镇推进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迈进，充分发挥乡镇
产业空间适宜、资源要素丰富、主体能力

较强的优势，深挖镇域推进乡村振兴的
潜力。在全国率先提出“乡村振兴整镇推
进”重大举措，133个乡镇按照城乡融合
型、工贸带动型、农业生态型分类培育，
搭建城乡互补的新桥梁，从2021年《泉
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的指导意见》出
台至今，经过三年的积累，泉州市整镇推
进乡村振兴模式愈加成熟。目前，30个
整镇推进创建乡镇共实施项目359个，
完成投资34.08亿元；40个整镇推进“五
好”乡镇完成投资46.39亿元，13个镇入
选省级乡村振兴示范乡镇创建名单，泉
州市镇域统筹的工作优势正逐渐显现，
乡村的活力持续迸发。

整镇推进乡村振兴 “农文旅”融合写好发展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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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全市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增长，经济运行总体延续稳健态势。
根据统一核算反馈，前三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9226.8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增加值157.74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4909.58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4159.54亿元，增长5.9%。
□融媒体记者 谢曦 通讯员 吴秋明 陈雪珍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王树帆 通讯员
王燕双）面对我市科研创新资源匮乏的
短板，近年来，泉州企业纷纷走出去设立
异地研发机构，借脑引智，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

许多企业在一线城市甚至国外设立
研发机构，高效嫁接人才、技术等高端
创新资源要素，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如安踏在美国洛杉矶、日本东京、韩国
首尔、意大利米兰等地建立全球设计研
发中心，并在清华大学、东华大学、北京
体育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设立联
合研究中心，开展超轻超薄保暖、冰感透
爽等新面料新技术研发。九牧在德国慕
尼黑设立研发设计中心，自主研发设计

超60款高端特色卫浴产品。泉工机械则
收购德国老牌砖机企业策尼特，并设立
砌块成型设备研发设计中心，通过引进
德国技术，研发出多款新型砖机设备。

不仅是企业，也有园区通过“借地”
引才引技。鲤城区在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设立泉州（鲤城）产业加速中心，搭建“两
地双园双中心”。鲤城区还与西安交通大
学共同建设西安交通大学泉州联合创新
孵化中心，采取一中心两园区方式，计划
在鲤城高新区和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校
区内建成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的科
创基地，该基地一方面引进有需求的泉
州企事业单位入驻西安交大飞地，开展
研发项目合作、技术平台共建、人才联合

培养、技术转移转化，另一方面吸引西安
交大及陕西高校科技成果在鲤城高新区
落地转化。

推动异地研发成势见效，离不开强
有力的政策扶持。去年10月，市科技局
等4部门联合出台《泉州市促进异地研
发孵化若干措施》，按照企业异地研发中
心、异地联合创新孵化中心、异地创新工
作站、飞地孵化基地4种类型，对异地研
发给予真金白银支持。如对经认定的“泉
州市企业异地研发中心”，给予申报单位
30万元的建设运营经费补助。对经认定
的“飞地孵化基地”，给予申报单位最高
100 万元的奖励。对经认定的异地校
（院）地联合创新孵化中心，按其年度投

入建设运营经费的50%给予补助；对经
认定的异地创新工作站，给予20万元建
设运营经费补助。

今年5月，泉州认定首批企业异地研
发中心，火炬电子上海研发中心、科立讯深
圳研发中心、信和防腐防火特种涂料工程
研究中心、浩通（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匹克
西安新材料创新中心等5家机构入选。

异地借智 就地制造
泉州大力促进异地研发孵化，强化科技创新成果供给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智勇）28日，文
旅部发布了表彰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泉州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荣获先进集体，省内还有福
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福州市文
化馆获此殊荣。

据悉，此次共授予100个单位“全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
予198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在文旅部、省文旅厅及泉州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指导下，泉州市文旅局持
续开展闽南文化（泉州）生态保护区建设和
非遗活态保护传承，采取数字化等手段创新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非遗系统性保护
作出了突出贡献，不断健全法规，促进非遗
依法保护；跨界融合，促进非遗创新发展；完
善教育体系，促进非遗传承保护，取得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近年来，我市非遗不断“扩编”，现有各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26个，是全国唯一同时
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部3大类别“非
遗”名录的城市，其中世界级6项，国家级36
项，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大力推进“万千百
十”工程，全市共建有非遗馆12个、市县级
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持
续促进非遗生产型项目的转化，注重培养非
遗电商人才，举办各种非遗购物节，做大做
强特色经济，让非遗产业有前景奔头，让非
遗文创走进百姓家。每年举办元宵泉州灯
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购物节等精品
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等重要活动，构建国内国际非遗
交流平台，并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

全国非遗保护工作表彰先进

我市荣获
一先进集体

本报讯 （通讯员谢秋菊 融媒体记者陈
淑华）圆一个微心愿、送一份暖心慰问、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疗休养……本月26日是福
建省第 29 届环卫工人节，连日来，市、县
（市、区）两级工会纷纷开展各类关爱活动，
以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感谢环卫工人为维
护城市洁净付出的辛勤汗水，向他们送上节
日的美好祝福。

北峰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主要承担泉
州中心市区生活垃圾二次压缩转运工作，
日转运量约800吨，目前有职工62人。“各
位城市美容师们辛苦了！感谢你们不舍昼
夜、不畏寒暑守护着城市的洁净，为提升城
市品质默默付出，用辛勤之光点亮了这座
世遗之城！”10月 23日，市总工会慰问组
来到北峰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为正在站
点忙碌的环卫工人代表送上慰问金，希望
大家在工作中做好安全防护、注意劳逸结
合，有困难及时寻求工会的帮助，同时鼓励
广大环卫工人继续保持优良作风，为泉州
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0月25日，在泉州开发区德泰路邮政
储蓄银行工会驿站，90余名环卫工人在工
会“娘家人”的精心组织下一起过节，享受充
满温情的一天。泉州开发区现有一线环卫工
人192人，主要负责开发区公共道路、公共
区域场所的环卫卫生及区内沿街店面、机关
单位及企业单位230家的垃圾清运作业。

据悉，此次全市共慰问环卫工人1500
多人，发放慰问款物近40万元。接下来，泉
州各级工会将以环卫工人关爱月活动为契
机，以环卫工人需求为导向，采取更加丰富
多样的形式，解决环卫工人的急难愁盼，把
党政的关怀和工会的温暖送到更多的环卫
工人心坎上，让城市更干净、更安全、更有
序、更文明。

关爱环卫工
致敬劳动美

市总工会开展环卫工人
关爱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施宣锚 融媒体记者林
书修）近日，泉州市委党校第61期公务员科
级任职班的学员们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敬
仰、对陶瓷艺术的向往，来到了世界陶瓷之
都·德化，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品瓷韵
悟思想 担使命”调研学习活动。

学员们先后走访了顺美陶瓷文化世
界、龙鹏艺术馆、德化国际陶瓷艺术城等。
从古朴典雅的传统雕塑到充满现代创意的
艺术摆件，再到充满生活气息的餐具、茶
具，琳琅满目的作品让学员们直观地感受
到了德化陶瓷的悠久历史和精湛工艺。同
时，学员们也被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所震撼，深深感受到了传承与创新的
重要意义。

调研学习活动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
示，在未来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将坚定文化
自信、传承工匠精神，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
度勇担使命、奋勇争先，为推动泉州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品瓷韵 悟思想 担使命
市委党校组织到德化

开展调研学习

县域一头连着城、一头带着乡，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也是以城带乡的第一线。乡镇上连城市下接乡村，内聚要素
外拓市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枢纽。

近年来，泉州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力打造“县强、镇兴、村富”的城乡融合新样板，系统谋划全流域、整区
域推进田园风光建设，10个“一县一溪一特色”田园风光项目成为县域综合示范的新抓手，同时在全省率先探索以乡镇为
主战场，分类型、整镇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构建“强镇引领、以镇带村、连村成线、村兴民富”的新格局。近日，由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乡村振兴泉州观察团”深入我市南安、德化的村镇一线，近距离观察“一县一溪一特色”项目创建和
整镇推进乡村振兴下的农村风貌，感受美丽乡村的可喜变化。 □融媒体记者 范金林

在德化县南埕镇在德化县南埕镇，，游客露营休闲游客露营休闲，，欣赏淳朴的小镇田园风光欣赏淳朴的小镇田园风光。（。（南埕镇政府南埕镇政府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