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5日，随着110千伏
丰州变电站变压器本体钟
罩回位，标志着 110千伏丰
州变主变吊罩检查工作顺
利完成，该项目施工进度
取得阶段性胜利。工程投
产后，将进一步优化该区

域供电方式，为市重点项
目西北洋片区建设生产注
入澎湃动力。这是国网泉
州供电公司加紧投产配网
工程为片区供电增加动力
的一个缩影。随着电网保
障能力的提升，截至 7 月，

泉州市九大重点产业集群
中，八大产业实现正增长，
用电同比增长前三位的产
业集群是文旅产业、纺织鞋
服和机械装备，同比增长分
别 为 15.38% 、13.57% 和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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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泉州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5.73%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8月 12日，记者从泉州洛
江区人社局获悉，为支持
青年人才创业，该区重磅
推出 12条配套政策，邀请
各地青年来洛共绘创业美
好蓝图。据洛江区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12条重
磅政策如下：

提供免费为期 7天马
兰花创业培训。对首次在
洛江创业并稳定经营 1年
以上的毕业 2年内全日制
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给
予 5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
补贴。

对首次在洛江区自
主创业的全日制学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
生和技工院校全日制预
备技师（技师）班应届毕
业生，同时具有泉州市户
籍，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至少 3 个月的，
给予每人 1万元的一次性
生活补贴。

2024年 2月 6日以后
首次来洛创业的博士研究
生、硕士研究生，以及全日
制“双一流”高校本科生、
普通高校本科生、大专生、

技工学院全日制预备技师
（技师）班和高级工班毕业
生，根据规定，分别提供购
房补助8万元、6万元、4万
元、2万元、1万元。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生或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 5年内的毕业生
在泉州市初次创办（即
2022年 6月 19日之后）正
常经营 3 年内的小微企
业，按其为本人及其招收
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实际缴
纳的社会保险的80%给予
补贴。

近五年首次到洛江区
自主创业的青年企业管理
者，提供初创企业经营者
能力提升班培训，每人最
高可给予 1万元补助。城
乡劳动者获得职业资格证
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
项 能 力 证 书 的 ，给 予
700~3000 元的职业技能
提升补贴。

企业外出参加招聘活
动的，按省外 5000 元、市
外省内 2000 元的标准给
予企业一次性劳务补助。
对吸纳离校 2年内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和 16~24岁登

记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
的单位每月给予用人单位
不低于洛江区最低工资标
准的就业见习补贴。

2020年 1月 1日之后
毕业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高校毕业生、技工院校全
日制预备技师（技师）班毕
业生，且符合 2022年 6月
19 日之后首次在洛创业
的，可享受 3 年内免费乘
坐市内公交车。

在洛创业的大中专院
校（含技校）在校生及毕业
5年内毕业生最高可申请
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前 2年政府给予一定比例
贴息，且 10万元以下免除
反担保要求。

福建省内全日制普通
大中专院校在校生、毕业
5年内的全日制普通大中
专院校毕业生在洛江行政
区域内创业的独资、合资、
合伙企业以及民办非公企
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
个体工商户等创业实体，
省、市人社部门按照各项
目资助等级拨付资金，其
中省级最高 10万元，市级
最高5万元。

最高可资助10万元
泉州洛江12条政策支持青年人才创业

无任何托运行李，每
次可获 50g 能量；托运行
李重量 10kg以下，每次可
获 20g能量……打开厦门
航空小程序的“绿色账
户”，乘客点击“轻装出
行”选项，就能了解到在
航旅出行过程中，完成绿
色任务后的具体积分情
况。这样的任务还有无纸
值机、自助退改、证件预
审、低碳通勤、环保用餐
等可选择。

“旅客完成任务后，会
被记录和量化成减碳行
为，绿色能量就可以兑换
我们的生态守护植树造
林、乡村振兴产品优惠券
等专属绿色权益。”厦门航
空电商策划处经理高桂向
记者介绍。

据悉，2022年起，厦门
产权交易中心与厦门航空
在全国航空业率先开展

“轻装出行”活动，截至目
前，已有126万人次参与了

厦航“轻装出行”项目，累
计实现了超 2万吨的行李
减重，减少了超过 3300吨
的碳排放。“简单理解，相
当于30万棵树一年的固碳
量。”高桂解释。

“我们的目的是鼓励
旅客在不影响出行需求的
前提下，尽量减少携带行
李的重量，通过提供积分
奖励等方式回馈旅客。”
高桂如是说。不仅如此，
每位参与旅客的减碳量，

会由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核
定并颁发《轻装减碳证
书》。

“作为全国首个海洋
碳汇交易平台，目前海洋
碳汇交易累计达 17万吨，
占全国蓝碳市场一半以
上。”厦门产权交易中心董
事长连炜介绍，该中心在
全国率先创设运用数字人
民币开展个人农业碳汇交
易，累计运用数字人民币
购买碳汇达21442人。

碳汇交易成为厦门新名片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走进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探访走在全国前列的碳汇交易

近日，2024年26个万亿城市GDP半年报出炉，数据显示，泉州增
速达到6.7%，在“万亿城市”中位列第一。今年以来，泉州市坚持稳中
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深化拓展“深学争
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市上下大拼经济、大抓发展，经济运
行总体向好，工业生产态势稳健。据国网泉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上半年，泉州全社会用电量已达308.2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3%；泉州市工业用电量达202.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1%。

110千伏丰州变主变吊罩检查工作顺利完成

民营企业发展离不开
电力的支撑，更不离开优质
的电力营商环境。为更好
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用电，国网泉州供电公司
持续打造“海丝之光·泉电 e
家”营商服务品牌，围绕

“快、简、好、省”更好满足客
户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用
电需求。为降低企业办电
投资负担，助力企业节能增

效，国网泉州供电公司在全
省首创“企电保”6+1 服务
新模式，即提供用电新装

“一份租赁套餐”、设备维修
“一份财产保险”、电气运维
“一个共享电工”、设施改造
“一份优惠政策”、电费缴纳
“一套金融产品”、节能增效
“一份托管方案”以及系统
集成“一体提升质效”等服
务，让企业感受到“保姆式”

的电力服务。除此之外，该
公司还开展全省首场“绿电
绿证”培训，服务企业绿色
转型助力可持续发展，牵头
编制全国首个水电气网联
办省级地方标准，进一步方
便群众办电，企业“开门即
接电”、电气运维“共享电
工”等 2项供电服务获评泉
州市委市政府“泉心全意”
便民利企举措。

优质电力营商环境助力民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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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建设、设立首个农业碳汇交易平台、与厦航合作开展
“轻装出行”活动……碳汇交易已成为厦门新名片。近年来，厦门市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
大胆探索创新，推动海洋碳汇交易、农业碳汇交易、数字化绿色金融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助
力高质量发展。8月12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实地探访了厦门的碳汇交易。

建旺养猪场生猪堆肥减
排量1729.48吨，集美区后溪
镇岩内村农业碳汇 1127吨，
莆田秀屿区岩下村、云万村
海洋碳汇 85829.4 吨……12
日上午，在厦门市碳和排污
权交易中心，屏幕柱上滚动
着各项碳汇项目，每一个数
据对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
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今年 6月，我们通过交
易中心参与了 2000 吨海洋
碳汇交易项目。”厦门伏特佳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胡善洲说道。作为海洋碳汇
交易项目买方企业代表，伏
特佳是一家专注光伏电站、
储能电池等领域的高新科技
企业，长期聚焦“双碳”目标，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购买海洋碳汇，减排量
能抵销碳排放，从而达到碳
中和。”胡善洲说。公司看到

了海洋渔业碳汇的未来价
值，经协商，最终买了些海洋
碳汇。“用途早想好了，在全
球加速‘脱碳’进程的背景
下，我们在与国外贸易往来
时发现，对方提出了低碳要
求，这意味绿色贸易和低碳
发展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长远来看，这笔蓝
碳交易，带来多方共赢。”胡
善洲说道。听说这笔交易
会专项用于养殖生态环境
修复，在渔业基础设施完
善、生态养殖推广和增加村
集体收入上减轻渔民负担，
引导绿色转型，他为此感到
开心。

而在交易期间，厦门市
碳和排污权交易中心为伏特
佳提供了绿色保险，对于胡
善洲来说，这样的举措保障
了合作，没有后顾之忧。

少带行李“轻装出行”，已减少超3300吨碳排放

购买2000吨海洋碳汇，实现碳中和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文/图

采访团了解碳汇交易 屏幕柱上滚动着各项碳汇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