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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陈逸之）
24日，省人社厅公示 2022
年拟建设的 60 个省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公示名单
详见“智慧海都”APP）。

据了解，为落实《福建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实施“技能
福建”行动，我省结合今年
工作计划，开展 2022年省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工
作。全省计划遴选建设省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60个左
右，发挥技能大师工作室在

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
传承、技能推广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面向企业、行业职
工及相关人员开展培训、研
修、攻关、交流等活动。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纳入所在地管理，享受各
地技能人才培养政策。技
能大师工作室所在企事业
单位要重视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工作，建立完善的技
能人才培养、评价、选拔、
使用和激励政策制度。同
时，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
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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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于24日闭幕。

会议表决通过《福建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召开福建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的决定》，具体召开时
间，授权主任会议作出决
定。

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
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
理条例》《福建省湿地保护

条例》《福建省海上搜寻救
助条例》《福建省红色文化
遗存保护条例》。

会议决定批准《福州
市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
区管理办法》《漳州市政务
服务条例》《泉州市文化旅
游发展促进条例》《莆田市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
《龙岩市客家文化保护条
例》。

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福建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
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省人大
常委会有关人事任免名单，
决定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迟耀云代理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职务。

会议决定免去钟婴、张
锦萍（女）的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职务；免去陈明聪的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四庭庭长、审判员职
务；免去李培新、连镔的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职务。

22 日下午，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经
审议和表决，任命迟耀云
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表决前，拟任命人员作了
供职发言。会议颁发了
任命书并举行了宪法宣
誓仪式。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记者 24 日获悉，中共福建
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福建省高等教育十年发
展规划（2021—2030年）》。

根据《规划》，我省将加
快构建“两区两带两核”高
等教育发展新格局，谋划建
设新型研究型大学、高水平
海洋类本科学校，支持福耀
科技大学（暂名）、中国科学
院大学福建学院建设。稳
妥推进独立学院转型提升，
规划设置服务海洋经济、数
字经济、健康食品、文化创
意等应用型本科院校。推

动符合条件的本科高校更
名为大学。积极引进兄弟
省（市）高水平大学、台湾知
名高校、港澳及中东欧理工
农医类高水平高校来闽办
学，引进台湾应用技术大
学、知名企业来闽合作举办
独立法人的职业技术大学。

我省还将推动“双一
流”高校建设。支持厦门大
学加快建成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支持福州大学
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整
体办学实力稳定在全国大
学前 50强。支持福建师范
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争创国

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力争
进入全国大学 80强。推动
华侨大学、福建医科大学进
入全国大学 100强，集美大
学进入全国大学前 120名，
福建中医药大学进入全国
大学前 250 名。支持闽南
师范大学建设省级“双一
流”高校。力争福建师范大
学稳居全国师范院校前 10
名、福建农林大学进入全国
农林院校前 5名、福建医科
大学进入医科院校前 10
名、福建中医药大学进入中
医药院校前8名。

在创建一流应用型高校

方面，《规划》提出，实施一流
应用型高校建设工程，分类
推进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
力争建成一批博士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打造应用型高校
建设“福建模式”。支持行业
特色院校加快发展，提高服
务行业发展水平，推动应用
型高校紧密对接区域发展实
际，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评
价标准，推动人才培养规格
与行业标准、教学实践与生
产实际、教师队伍与行业企
业人才队伍相融合，加快培
养适用型人才，提升服务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能力。

在推动高职院校提质
培优方面，《规划》明确，实
施省级高水平职业院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建设 10 所
左右高水平高职院校、30个
左右高水平高职专业群，推
动 6~8 所高职院校入选国
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支
持优质高职院校升格为本
科层次职业学校，鼓励国家

“双高计划”建设院校骨干
专业试点联办职业本科专
业或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
申办职业本科专业。部省
共同支持厦门市建设国家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支
持泉州市建设国家产教融
合试点城市。

此外，我省还将加强急
需紧缺人才培养，加快高层
次人才培养。其中，我省将
推进研究生教育扩容提质，
加大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培育力度，力争到2030年
新增7所左右博士学位授予
单位、14所左右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1~2个学位授权自
主审核单位，增设 300个左
右省内空白及紧缺急需领
域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在校
生规模增加到15万人左右。

我省推动“双一流”高校建设
规划设置服务海洋经济、数字经济、健康食品、文化创意等应用型本科院校

《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表决通过 我省拟建设

6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向 海 而 生、开 放 包
容，是泉州这座千年历史
文化名城的精神特质。
周祖翼一行来到泉州海
外交通史博物馆，通过丰
富独特的海交文物，了解
《世界遗产名录》“泉州：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
贸中心”的历史背景和遗
产价值，感受这个我国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
辉煌历史。周祖翼希望
泉州立足对外开放的基础
和优势，大力传承中华海
洋文明，持续扩大对外经
贸合作，保护好、传承好、
宣传好历史文化遗产。

周祖翼强调，要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
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传承弘扬
“晋江经验”，促进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引导广大民营企业保
持定力、坚守实体经济，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培育一批专精特新
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制造
业。要努力营造有利于
创新创业创造的发展环
境，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
解难，切实加强服务和要
素保障，培育一个又一个

“金娃娃”。要注重党建
引领，把支部建到车间
上，带动生产管理提质增
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优势。

省领导吴偕林、刘建洋、
林文斌参加。

弘扬“晋江经验”发展实体经济
周祖翼在泉州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调研时强调，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11月23日至24日，省委书记周祖翼赴泉州惠安县、南安市、晋江市，深入民营企业，向企业

家代表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调研民营经济发展。周祖翼强调，要抓紧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大力传承弘扬“晋江经
验”，敢为人先、爱拼会赢，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好实体经济，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创造、发展壮
大，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发展成效。

民营经济是福建发展
的特色所在、活力所在、优势
所在，泉州是民营经济最活
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工作时，曾六年七下泉州晋
江调研，总结提出以“六个始
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
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晋江经
验”，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了制胜法宝和行动指
南，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
要理论和重大实践源泉。

走进晋江经验馆，周祖翼
认真听取讲解，在珍贵图片、
实物展示前不时驻足，详细
了解“晋江经验”的形成发展
过程和泉州、晋江践行“晋江

经验”取得的成绩。与党员
干部、民营企业家、专业技术
人员代表交流时，周祖翼说，

“晋江经验”源于实践又指导
实践，不仅是泉州晋江的宝
贵经验，更是全省乃至全国
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体现
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的洞察
力，极具前瞻性、战略性、指
导性，是指引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指南针”。大家都是

“晋江经验”的见证者、参与
者和受益者，要按照党的二
十大关于发展民营经济、实
体经济的新部署新要求，大
力弘扬“晋江经验”，依靠广
大党员干部、依靠广大民营
企业家，进一步营造一流的

营商环境，积极引导民营企
业家坚定信心谋发展，大胆
创新、放心创业、放手创造，
持续掀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热潮，为全省、全国创造
更多新经验新做法，奋力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晋江实
践，不断谱写“晋江经验”新
篇章。

源于晋江，不止于晋
江。20年来，晋江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超十倍，泉州地区
生产总值从超千亿元到超
万亿元，2021年全省民营经
济增加值 3.38万亿元、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 69%。安
踏、九牧、达利等一大批知
名民营企业，不断成长为民

营经济的领头羊和科技创
新的生力军。

周祖翼一行参观了安
踏集团、九牧集团、达利食品
集团。周祖翼对晋江在全国
率先推行民营企业“党建入
章”表示肯定，希望带动更多
企业把党建与经营发展相融
合，提升科学管理水平。他
勉励企业坚持党建引领，把
党建工作贯穿企业生产经营
全过程，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在服务大局中积极作
为。他希望企业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引，不断弘扬“晋
江经验”和企业家精神，持续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满
足群众日益升级的需求。

N

据
福
建
日
报

持续掀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热潮

大力传承中华海洋文明
持续扩大对外经贸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