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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林书修）宽敞明
亮的候诊区、功能明确的诊室、智慧化的
医疗设施……日前，泉州市正骨医院北峰
院区举行试运行开诊仪式，开启了“一院
三区”新篇章；与正骨医院新院区离得不
远的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北峰校区，目
前也已全面落架，项目整体进度比原计划
提前约40天，力争年内完工……

一个个民生好项目加快建成，是泉州深
入开展“惠民生补短板”专项行动的生动缩
影。近年来，泉州坚持超七成五财力投入民
生且逐年上升。今年1—8月全市民生支出
达482.93亿元，占总体财政支出的78.6%。
每年策划生成、滚动推进的一批补短板项
目，让“品质泉州”的成色更足、底色更暖。

学有优教，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泉
州每年教育投入超200亿元，布局建设一
批教育补短板项目。专项行动以来，全市
54个中小学项目顺利投用，新增中小学学
位5.95万个。2024年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创建50所乡村温馨校园特色校已全部完
成，省为民办实事项目67个已全部开工。

病有优医，完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
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快马加鞭，1—10月，
21个省、市卫生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9.59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80.91%；持续“嫁接”医疗高枝，落地晋江
全国首个县域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推动福
医大附二院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泉州全力
推进“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全市共有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达标157家、占

比95.73%，建成社区医院17家。
老有优养，兜牢老年生活美好愿景。

截至2024年10月底，18所嵌入式养老服
务机构已全部建设完成，8所长者食堂已
全部建设完成，完工率均为100%。去年以
来，泉州以入选民政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
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地区为契机，持续提

升服务，截至9月底，全市家庭养老床位
已建设完成2588张，完成率为100.27%。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已完成5261人次，服
务完成率101.92%。

在全市“帮督一体”助推大拼经济、大
抓发展的火热氛围中，我市发改部门还积
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政策倾斜。“十四

五”以来，泉州累计争取中央、省级预算内
资金42.54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51.4亿
元、专项债超900亿元，其中大部分用于
支持教育、卫生、养老、城市更新等民生领
域；推动列入全国产教融合、“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社区嵌入式服
务设施建设等一批国家级试点城市。

超七成五财力投入民生

“品质泉州”成色更足底色更暖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伟毅）以政策落
实的“源头活水”，打造优化营商环境“清
渠”，激发企业发展澎湃势能，是泉州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为有效破解
惠企政策服务“迟、慢、繁、难”等堵点问题，
我市于2023年 7月推出“政策找企”平台，
并持续迭代优化，推动政策标签化和企业
具象化，实现政策兑现“一门受理、限时办
结”、“政策精准匹配，快捷推送”，促进惠企
政策应享尽享，精准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
公里”。

平台紧扣政策匹配“准”、项目申报
“便”、奖补申兑“快”三大要素，通过运用
AI技术识别和提取关键信息，形成政策标
签库、多维度企业画像，利用大数据分析和
智能算法，实现政策与企业自动匹配，奖补
资金自动测算，企业可在线完成申报信息
填报提交，实现一站式申报，让政策“直达”
企业。

数据显示，泉州市惠企政策线上直达兑
现平台吸引超24万家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注册使用，整合了全市超5400条惠企政策，
累计奖补金额超80亿元。该举措今年8月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刊发的《全国优化营商环境
情况交流》中被转发推广。

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把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深入实施“营商
环境持续提升”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更
实举措打造“泉心泉意”营商环境品牌。其
中，针对企业急愁难盼问题，我市以“帮督
一体”工作机制为导向，创新推出一系列
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切实为企业“松绑解
困”。如全面推行电子保函替代现金缴纳
投标保证金、减免 1000 万元以下政府投
资项目投标保证金等措施，减轻工程领域
招投标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投标
资金压力；发布全省首个《市场监管领域
经营主体行政合规指导清单》，分行业按
类别提供“菜单式”合规指导，通过预警在
前、指导在先，明确经营主体的行为标准
和经营尺度，为经营主体自我纠偏和成长
壮大留足空间。

政策红利“直达”
企业“轻装上阵”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宗宝 通讯员

陈伟忠）自泉州积极申报并成功入选全国
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以来，泉
州市人社局着力构建“就业服务进村入
户、技能培训量身定制、智慧就业一网统
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今年1—10月，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0.2万人，失业人员实

现再就业1.63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
就业1405人，均提前完成省定任务。

招工引工上，泉州开展“百场招聘、百
村百企劳务对接、百校百企对接”用工服
务活动，今年以来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678场，参会企业1.34万家次，发布岗位
信息38.9万个次。在全省率先出台《泉州
市引工大使认定规定》，对民营企业引进
新员工累计达10人以上的老员工按每人
1000元的标准给予最高5万元的一次性
引工补助，并授予“引工大使”称号，鼓励
老员工“以老带新”引导新员工来泉就业。

灵活就业上，泉州立足本市区域性产
业用工特点，推动零工市场建设，创新推
出泉港零工服务村居“全覆盖”模式、晋江

零工服务平台“全链条”模式、石狮零工集
市对接“全产业”模式，打造“1小时”灵活
就业圈。在全省率先创新出台《泉州市零
工市场（驿站）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按
照建设成效和工作量对零工市场给予最
高16万元奖补。目前，全市建成线下市场
43家、服务点 101个，服务企业 5000余
家，发布零工岗位3.9万个，登记求职零工
4.8万人。

劳务品牌上，泉州立足本市“一县一产
业”的县域产业优势，针对晋江制伞、石狮服
装、南安水暖、安溪茶叶、永春制香、德化陶
瓷等地方特色产业需求，出台我省首个《特
色劳务品牌建设实施方案》，对经认定的市
级特色劳务品牌给予最高30万元的补助，

打造一批地域鲜明、行业领先、技能突出、带
动就业创业呈规模效应的“泉字号”劳务品
牌。2024年底，全市可培育10个以上具有
本地特色的“泉字号”劳务品牌。

就业服务上，依托“大数据+铁脚板”，
创新“网络+网格”服务模式。线上，打造
基层数据采集服务移动端，通过开发“基
层数据采集”“重点群体帮扶”“重点企业
帮扶”等应用场景，贯通基层各类就业数
据，助力就业服务、重点帮扶精准实施；线
下，配套出台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考评奖补
措施，以基层数据采集情况和服务成效为
重点，对村、社区进行阶梯式奖补，结合任
务指标量化管理，实行积分制分级分量评
价考核，推动就业服务力量下沉基层。

打造公共就业服务“泉州样本”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叶虹羽）近年
来，我市税务系统推出“项目专家”服务品
牌，以省级重点民间投资项目、闽台融合
发展重大项目、重点外商投资项目以及各
类型重点项目为服务对象，通过“一团队、
一项目、一图表、一问效、一品牌”的闭环
式全过程系统化税费服务，为项目提供精
准、高效的服务。2023年以来，泉州市“项
目专家”团队累计为361个重点项目开展
服务1030户次，收集并解决问题诉求193
件次。

重点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有
力引擎，抓项目进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大动力。“遇到涉税难题或者诉求，可
以随时连线线上税务专家，一站式解决我

们政策理解、申报操作等各方面的问题，
办税越来越省心，为项目进度提供很大助
力。”泉州利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吕达民说。

近年来，“项目专家”服务品牌聚焦
企业所需，高效开展个性化服务。税务部
门集中资源组建服务团队，在市县两级
税务局成立项目专家工作领导小组，精
选 207 名业务骨干充实到团队中。针对

重点项目，实施“一项目一专班、一户一
档、一企一策”等定制化服务，在项目筹
备、建设、竣工、投产等各环节提供便捷
快办、特事特办的个性化服务，组建专家
团队为企业提供全程涉税服务，帮助企
业实现应享尽享税费优惠、便捷高效办
好税费事项，助推重点项目建设“加速
跑”。以安踏集团为例，税务部门指导其
在ERP系统中设置涉税监测模块和研发

费用管理子系统，实现研发数据自动准
确归集和税费优惠高效快享，2023年以
来享受减免1.89亿元。

此外，我市还以“项目专家”服务为支
柱，率先推出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5
条举措，出台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八
精”措施，实实在在推动民营经济、实体经
济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上
取得新的竞争优势。

个性化服务重点项目

“项目专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黄伟毅）今年以
来，按照市委、市政府“抓开放招商促项目
落地”工作部署，我市深入开展“聚侨引侨
和泉商回归”专项行动，推动经贸深度融
合，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截至10月底，“聚
侨引侨和泉商回归”专项行动确定的32个
项目，已基本完成20个；全市统战系统共
对接272个项目，已签约（含正式合同、框
架协议、意向协议等）256 个，签约金额
1593.21亿元。

在招商方面，我市坚持深化运用内引外
联、双向奔赴、融合发展的“联谊+经贸+招
商”工作机制，全面推进港澳台侨商和异地
商会招商工作和统战系统招商工作，促进泉
侨泉商回归。

一方面利用春节等重要节点，采取推
介会、座谈会、茶话会、乡贤联谊会等主题
活动的形式，促进招商引资，如春节期间我
市共开展招商活动 214场次，对接走访重
点企业及商会协会2400多家，对接洽谈项
目717个。

另一方面，我市主动奔赴海内外各地区
开展招商引资，对接优质资源，推动项目落
地。特别是全市统战系统积极为各县（市、
区）牵线搭桥，如市工商联积极对接山东泉
州商会，推动香港雅禾集团与南安市政府签
约南安市应急消防产业园项目，一期计划投
资25亿元等。

通过创新打造统战工作新质服务平
台，我市有效汇聚遍布全球的泉侨泉商资
源，并提供“一站式”服务，精准链接华侨所
能和泉州所需，吸引更多侨资企业和高层
次人才来泉投资兴业，让“侨”和“乡”实现
深度融合，谱写“侨+泉州”新篇章。今年6
月，“故土家园”海内外泉侨泉商联络总部
投入使用，目前已入驻海外社团、港澳社
团、异地商会144家，入驻战略合作单位11
家、招商项目筹备组 7 个，接待来访人员
500多人次。

此外，我市还深入落实侨汇结汇便利化
全国试点政策，出台试点工作方案，自主开
发“刺桐侨汇”服务平台，整合相关职能部门
作用，形成安全、高效、便捷的全球结汇平
台，更好促进华侨经济要素有效回流和高效
利用。

汇聚泉侨泉商资源
提升招商引资质效

台商区推行涉企审批台商区推行涉企审批““11+N+N””会诊日机会诊日机
制制，，解决涉企审批障碍解决涉企审批障碍、、痛难点痛难点。。（（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安溪炭坑内片区利用低效用地盘活打造高品质住宅小区安溪炭坑内片区利用低效用地盘活打造高品质住宅小区，，推进片区更新改造推进片区更新改造，，
致力打造生态居住区致力打造生态居住区、、活力商业区和创新产业区活力商业区和创新产业区。（。（融媒体记者陈晓东融媒体记者陈晓东 摄摄））

鲤城区实验小学延陵校区扩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新增班级鲤城区实验小学延陵校区扩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新增班级1818个个，，可新增学位可新增学位810810个个，，计划计划20242024年底前完成工程建设年底前完成工程建设。。
（（融媒体记者林劲峰融媒体记者林劲峰 郭巧燕郭巧燕 摄摄））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范金林）2022年9
月国务院批复将泉州市全域纳入土地综合
整治试点范围以来，全市紧紧扭住试点工作
任务，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
土地整治与多种要素跨界融合，实现“农业
连片成方、生态织补成网、城镇分片融合、产
业集聚入园”，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

聚焦要素融合
突出特色全域整治

泉州“缝合”零散耕地资源，集中优化
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已挖掘农用地
潜力9.15万亩，积极打造61个“百千万亩
方”农业产业发展高地。晋江九十九溪项目
实施田、林、水、村等全要素“综合整治”，耕
作面积由4535亩增加至6200亩。以重点
整治搬迁村落、零星宅基地及乡村低效产
业用地，实现村庄低效建设用地再利用。

惠安县在危旧房改造腾退的集体用地
上，向“上”要空间，有效破解农村宅基地紧
缺与村民住房刚需的矛盾，已完成12个乡
镇208个村庄规划布点，先行建设8个集
中村民自住小区，预计可盘活腾退闲置低

效建设用地6.59万平方米。实施3万亩历
史遗留矿山治理，完成泉州湾海域互花米
草整治5026亩，海岸生态化改造6.2公里，
泉州湾红树林面积增加至近万亩，2023年
惠屿岛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首届“和美海
岛”名录。永春五里街镇历史文化街区，引
入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运营，投资5000多

万元，盘活古街店铺200多间，年吸引游客
10多万人次。

开展路径探索
打造适配国土空间

泉州拟定《泉州市统筹推进林地和

耕地空间布局优化和整治提升试点方
案》，积极推进耕地、园地、林地、未利用
地以及其他农用地之间的空间调优置
换，拓展林地和耕地补充渠道，可释放
耕地潜力资源8万亩。以德化、晋江实际
案例为突破口，积极破解陡坡与平原农
用地布局破碎、功能错位等问题，德化
县龙门滩镇村兜村推动林耕置换规模
78亩。

用好机制杠杆
破解整治融资难题

通过引入“传统融资+产业基金”资金
保障模式，泉州与金融机构签订500亿元
意向资金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已累计支持
项目12个，授信66.9亿元；正在评审项目
6个、拟授信39.6亿元。同时创新多元主
体合作机制，惠安县探索“政企银”合作模
式，由农发行授信3.8亿元资金，集中流转
土地3300亩，进行农业规模化经营，每年
增创经济效益可达1亿元以上，实现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集体增资、企业增利的

“四增”共赢格局。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盘活乡村土地“沉睡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