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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江参 董加固

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福建又放大招
为更好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我省出台19条措施，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正式获批
位于晋江金井，今年9月学生数将突破3000人

《若干措施》充分吸收
了民营企业和相关部门的
意见建议。

既注重产业政策支持
引导，又着力满足企业具
体需求。在梯度培育民营
企业、推动民营经济转型
升级方面，用好国家新出台
的金融工具，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提出“鼓励民间投资
用好基础设施 REITs、政
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
积极参与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及相
关 领 域 投 资 建 设 和 运
营”。同时，将企业反映的
具体需求，吸收到文件中，
如在“提升民营企业智能

制造水平”“推进经济数字
化转型”方面，措施提出

“筛选一批智能生产线、智
能车间和智能工厂优秀供
应商，供民营企业选择”

“加快培育贸易数字化和
电子商务平台龙头企业”。

既注重对标先进，又
充分体现我省特色。《若干
措施》充分借鉴兄弟省市
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我
省实际，在构建国际营销
服务体系、用地政策等方
面，提出具体措施。同时，
推出一批具有福建特色、
便民利企的政策措施。
如，我们提出“深化与台港
澳合作，支持民营企业融

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
设，鼓励民营企业与台港
澳企业共赴‘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并
购和国际产能合作”“整合
现有涉企服务资源，依托

‘闽政通’APP建设企业服
务专区，为企业提供一体
化服务”等。

当前，福建民营企业
在数量、规模、实力以及社
会贡献等方面位居全国前
列。2021 年，全省新增私
营企业 32.68万户，同比增
长 16.6%；规上民营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40388亿元，增
长 17%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2721.7亿元，增长29.5%。

《若干措施》围绕五个
方面，提出十九条具体措
施：一是围绕培育民营企
业，强调做优做强民营龙头
企业、梯度培育中小微企
业。二是围绕推动民营经
济转型提升，强调提升民营
企业创新能力、推动民营企
业技术改造、提升民营企业
智能制造水平、推进民营经
济数字化转型、加快民营经
济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三
是围绕拓展民营经济发展
空间，强调加快推进民间投

资增长、推动民营经济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围
绕强化民营企业要素保障，
强调完善民营企业引才引
智服务机制、优化民营企业
创新融资服务、保障民营企
业用地需求、强化数据要素
支持、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
护和运用水平。五是围绕
优化服务，强调提供精准政
务服务、发挥行业协会商会
桥梁和服务作用、促进民营
企业家健康成长、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营造民营经济良

好发展环境等。
“十九条措施着眼推动

民营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加快转型升级，开拓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福建产品和品牌等方
面，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
要作用，鼓励和引导民营企
业心无旁骛做实业，激发民
营企业创新创造活力。”省
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
文洋表示。

15日，记者从省委宣传部召开的福建省传承弘扬“晋江
经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更好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我
省近期出台了《关于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推动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提升民营企业智能制造水平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13 日下午，海都记者
在“传承弘扬‘晋江经验’，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采
访活动中得知，日前，福建
省教育厅已经正式批复同
意 福 州 大 学 设 立 晋 江 校
区。自此，位于晋江金井的
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已升
格为福州大学晋江校区。

“晋江科教园区的设
立，充分体现了福州大学
作为双一流大学的学科优
势，也发挥了晋江的传统
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集

群优势。是产教深度融合
的新探索，更是传承弘扬

‘晋江经验’的新实践，这
对于提升晋江高等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超越有重要的
意义。”福州大学先进制造
学院与海洋学院党委书
记、兼任福州大学晋江科
教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
明说，2015年 11月，晋江市
人民政府与福州大学正式
签约,共建福州大学晋江科
教园区。

据介绍，整个园区项
目控制性规划用地 1380
亩，突破了以往分校区的

建设模式，在全省乃至全
国创造性实行“两院两园”
布局。“两院”即福州大学
先进制造学院、福州大学
海洋学院，“两园”即福州
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晋江
分园、福州大学大学生创
业教育园。建成后，“两
院”可容纳学生 4500 名，

“两园”可容纳创新创业型
人才 25000名。

2018 年 4 月,福州大学
晋江科教园“两院”正式投
入使用，首批研究生入驻
园区。2019年 9月，首批成
建制本科新生入驻。目

前，在校学生数 1489名(本
科 生 872 名 、研 究 生 617
名)，教师 176 名(专任教师
135名、行政人员 41名)，预
计 2022年秋季学生数可达
3000名以上。

李明介绍说，2019年 6
月，福州大学结合晋江在
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大方
向，整合 8个工程领域专业
硕士学位点，在晋江科教
园成立先进制造学院，设
置电子与通信工程、集成
电路工程、机械工程、材料
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环境
工程、生物工程、物流工程

等 8个研究生专业方向，以
产业创新技术工程项目为
支撑，培养交叉融合型、创
新融通型高层次“新工科”
人才。

此外，学院在电气工
程及自动化、电子信息工
程、水利水电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生物
技术、物流管理等 6个专业
招收闽台高校联合培养人
才项目全日制本科生。

2021年 5月，福州大学
海洋工程研发中心、高分
子复合材料研发中心等 21
个科研平台正式入驻科技

园 A 区 ，开 展 产 学 研 对
接。目前累计合作企业 91
家，意向合作企业 153 家,
已立项项目 130余项，总投
资约 2.7亿元，产学研对接
初显成效。

李明透露，福州大学
还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
心直接落地在晋江校区，
更加直接面对面服务泉
州、晋江企业，基本形成高
校的科技成果与企业的技
术需求更高效地对接机
制。本月 17 日，福州大学
科技成果展示对接活动将
再次在晋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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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全省疫情防
控工作视频会议在福州召
开。省委书记尹力出席会
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
要要求，落实国家第九版防
控方案措施要求，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和动态清
零，更快更细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不断提高科学精准防
控水平，努力用最小的代价
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省
长赵龙主持会议。

在听取全省疫情防控
工作和福州、厦门、三明、
莆田等市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汇报后，尹力指出，当
前，多省份出现不同程度
聚集性疫情，我省疫情防
控工作总体平稳可控，但
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
近日厦门发现已传入的奥
密克戎毒株传播速度快、
隐匿性强、潜伏期短，给疫
情防控工作带来新的挑
战。我们要清醒认识病毒
变异变化特点和国内外疫
情发展趋势，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要从政
治上、全局上看问题，从经
济社会发展整体上看防控

工作效果，认真落实防控
措施，科学细致地做好各
方面工作。目前，要持续抓
好外防输入，尤其针对开渔
开学等情况做好准备；要全
面做好由境外、省外重点地
区入返闽人员的管理和健
康服务工作，妥善处置可能
出现的个别病例；要加强现
代信息技术应用，强化省市
县乡协同联动，克服松懈麻
痹和层层加码两种现象，不
断优化工作方案措施，提升
疫情防控和现代社会治理
能力。各地各部门要立足
早发现、快处置，全力补短
板、堵漏洞，千方百计地
防、最大努力地控，用最小

社会代价制止疫情传播蔓
延。

尹力强调，省内有疫
情的地方，要“快”字当头、
以快制快，牢牢抓住查找
传染源、切断传播链这两
个关键，坚决果断扑灭疫
情。要提高核酸检测质
量，科学确定核酸检测的
人群、区域范围和频次，精
心组织、优化流程，做到不
漏一人、应检尽检，以最快
速度把社会面的阳性感染
者“捞”出来、“捞”干净，及
时控制社会面传播的风
险。要提高流调排查效
果，以密接次密接管控为
重点，以最快速度把隐匿

传播链找出来，迅速判定
高中风险的地区和人员，
做到应转尽转、应隔尽隔，
彻底切断疫情传播链。未
发生疫情的地方，要严格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认真排查风险人员，严
防疫情引入导致续发传
播。全省各地要进一步压
紧压实四方责任，形成疫
情防控整体合力。高度警
惕防范疫情海上输入风
险，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完善健康码管理，加强
宣传教育、专业培训，夯实
基层防控基础，严格落实
社区防控措施，继续做好
新冠病毒疫苗尤其老年人

的接种工作。
尹力要求，要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
精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在以往经验基础上
探索更多更有效的工作方
法，齐心协力、统筹兼顾、
协调配合，做到该管的坚
决管控、该保的坚决保住、
该放的坚决放开，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

当天，尹力一行还赴
厦门实地检查指导疫情防
控工作，看望慰问疾控专
家并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尹力强调，要更快更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不断

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