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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地方产业
蓬勃发展，不但取决于“亲
清”的政企关系，还取决于
人才以及政企的创新、优
化能力。在泉州，政府对
于人才的重视，几乎达到
了如饥似渴的地步。市县
两级政府不断出台诸如

“涌泉计划20条”、“港湾计
划”等一系列人才政策，而
这些政策扎实有效推动了
泉州人才的高端化进程。
正如高层次人才、三六一

度行政总经理侯朝辉所
言：“正是这些政策构建了
泉州坚固的人才基础。”

位于晋江梅岭街道双
龙路与晋宁路交叉处的保
利上城天玺项目，可谓晋
江难得的黄金位置，这里
有着繁华的商圈，紧临八
仙山公园，周边又有晋江
顶级的实验小学，可谓寸
土寸金。晋江市委、市政府
为了让人才“过得好”，大手
笔回购，打造成了 1195套

高端人才社区，人才在这里
租房、购房最高可以享受到
6折的优惠政策。从国外
引进回国的高科技人才徐
畅是名80后，几年前，他在
这里租下了一套 190平方
的人才房，今年他决定将这
套房子买下，将妻儿从福州
接到这里安家。

同样位于晋江核心地
段的国际人才港，则集合
了国际人才交流服务、青
年创业服务、项目路演、创

客空间、人才公园等多项
功能，使其成为各种人才
起航的港湾。

泉州各级党委、政府
还擅长利用产业集群的优
势，引进高等学府进行产
教的深度融合，促进产业
升级，优化业态。早前安
溪县委、县政府引进的福
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以
及新近批准的福州大学晋
江校区，都是产教融合最
经典的案例。

减法去束缚，加法引凤栖

“晋江经验”中的泉州营商密码

海都讯（记者 杨江参）
17 日上午，泉州市委、市政
府举行 2022年重大项目视
频连线开工活动，共集中
开工 144 个重大项目，总
投资 1837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242 亿元。据悉，这
是纪念“晋江经验”提出 2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泉州市“强产业、兴城市”
双轮驱动，开展“项目攻坚
2022”的具体行动，将为泉
州市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此次开工的重大项目
中，基础设施项目 28 个，
总投资 164 亿元，产业项
目 88 个 ，总 投 资 1563 亿

元，社会民生项目 28 个，
总投资 110 亿元。晋江市
千万平方米综合产业园
区项目，总投资 813.8 亿
元，将建设 14 个综合产业
园区，产业投资 480 亿元，
可 新 增 产 业 建 筑 面 积
1333 万平方米；泉港日恒
新材料科技产业园项目

总投资 10 亿元，项目用地
200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项目全部建
成 后 ，预 计 年 产 值 16 亿
元，将打造成泉港普安高
新产业园区新材料高端
产业平台集群；丰泽区知
创服务产业项目总投资 5
亿元，规划建设总建筑面

积 6.4 万平方米，将着力
打造集知识产权申请、审
批、保护、交易及科技研
发、检验检测、技术转移
等于一体的创新服务产
业综合体……

下阶段，泉州市将全
力攻坚，以“晋江经验”提
出 20 周年为契机，进一步

凝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全 力 掀 起“ 抓 项 目 促 发
展”热潮，督促各项目业
主和建设单位在抓实抓
细疫情防控工作各项措
施，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
础上，所有开工项目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力争早
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泉州144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是纪念“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将为泉州市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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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经验”提出20年来，泉州的发展迈上了一个又
一个新台阶。特别是县域经济活力十足，民营企业主力
军地位突出，诞生了诸如安踏等拥有世界影响力的知名
品牌。纵使在今年3月份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上半年，已
经迈入万亿俱乐部的泉州，GDP仍然增长2.5%。

这些年，泉州的发展令人瞩目。那么，带动泉州
县域产业经济持续保持活力，不断创新发展的，除了

“敢为天下先，爱拼敢赢”的初创精神，究竟还有什么
特别的密码？连日来，在“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全
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调研采访中，记者的心中逐
渐有了答案——这里有着适合企业健康成长的营商土
壤和生态。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一切都在改变，城市更美，产
业更优，县域经济更活；一切又都不曾改变，“晋江经
验”依然是泉州县域经济发展最好的引擎。

要让企业落地、扎根、发
展、壮大，最重要的是要有好
的土壤和生态。泉州各级政
府在这方面可谓行动超前，
做了许多大胆的改革。

在台商投资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记者见证了这种变
化。

在台商投资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审批服务中心叫

“亲清家园”。实际上，审批
服务中心并不只是更有亲
和力的名称变化，重要的变
革是，各部门各单位的审批
功能被集中归入行政审批
局，就连村级的印章也实现
了云管理。该局依托互联
网+大数据，搭建了亲清家

园掌上智慧平台，在全省创
新推行惠企政策从“可计
算”到“掌上兑”再到“免申
享”全链条数字化兑现机
制，实现兑换政策“不见面、
不跑腿、不求人”的阳光、透
明、可预期的宜商环境。“亲
清家园”创新的云监督，让
所有审批云留痕，在线“巡
查”实现审批超时预警、终
身可追溯、监督于未然。

“我们的审批环节一直
在做减法。”台商投资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局长苏泰山介
绍，“亲清家园”设立以来，审
批窗口已经从 98 个减少到
了如今的 68个，而最终的目
标是减少为30个。

审批环节的减法，摘
掉了限制发展的“紧箍咒”，
而政策服务上的主动作为，
则让落地的企业能够留得
住。

“他们是不叫不到，随
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
到。”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
副院长、中国皮革和制鞋研
究院（晋江）有限公司院长、
党支部书记王文琪一语概

括了晋江相关职能部门的
办事风格。

无独有偶，作为国家
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约克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总经理曾福泉博士，也
有着同样的认同。科研出
身的他不善交际，晋江市政
府点对点的上门服务，让他
免去了各种审批环节和处
理政商关系的苦恼。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安
溪数字资源中心，中国电影
资料馆北京电影资料库副
主任左英告诉记者，当时吸
引他们落地安溪的是，当地
政府“像做茶一样培育发展
数字经济”的执着与决心。
政府不但一下子给了五层
楼，各部门的服务更是贴心
到位，国网电力还提供了

“先导式”办电服务模式，让

电先行等企业。
如今，数字福建（安溪）

产业园，已经引进了中科星
桥、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关
村信息谷、中科曙光等一大
批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初步
形成数据中心、超算中心、
创新中心及空天大数据、影
视大数据、电子商务链条

“三中心、三链条”的产业发
展格局。

审批做减法“亲清”好家园

服务做加法 企业留得住

产教加引才 产业大升级

晋江的人才资源位居全省县域榜首

在台商投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服务中心叫“亲清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