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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总收入 1004.42 亿
元、同比增长 3%；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589.98亿
元、同比增长3%。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应安排
786.93 亿 元 ，可 比 下 降
1.8%。

2025 年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167.1亿元、
同比增长 3%。主要安排
情况是：农林水支出 8.64
亿元，可比增长 0.5%；教
育支出26.67亿元，可比增
长 1.2%；科学技术支出
5.72亿元，可比增长4.1%；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21亿元，可比增长7.1%；
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17.39 亿 元 ，可 比 增 长
3.6%；卫生健康支出 35.38
亿元，可比增长 2.3%；节
能环保支出 6.72亿元，可
比增长0.4%。

经测算，2025年小本
级可用财力 112.85亿元，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小
本级拟安排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112.85亿元。

为保持适当财政支出
强度，保障市委市政府各

项决策部署落实，市财政
坚持收支综合平衡原则，
2025 年在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12.85 亿元的基础
上，多渠道统筹财政资金
69.92 亿元增加补充保障
各项支出，全年合计总支
出 182.77亿元，可比增加
4.24亿元、增长3.1%。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 354.08亿元，同比增
长 11.2%，加上上级转移
支付收入 0.73亿元、调入
资金12.89亿元，收入合计
367.7亿元；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 274.51亿元，加上
安排调出资金72.27亿元、
债务还本支出20.92亿元，
合计安排支出367.7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10.83亿元，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收入合计
10.84亿元；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8.42亿元，加上
调出资金 2.42亿元，合计
安排支出10.84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收入 240.37亿元，同比
增长 8.7%；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支出 214.57亿元，同
比增长8%。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近年，“博
物馆热”席卷全球，国家文
物局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35
年，我国基本建成世界博
物馆强国。两会期间，泉
州市政协委员、民建鲤城

区工委会主委魏文枢呼
吁，泉州适当扶持非国有
博物馆建设和民间私人博
物馆发展，用好民间收藏
力 量 ，打 造“ 博 物 馆 之
城”。为此，魏文枢提出了
四点看法：

一是利用闲置的旧建
筑、旧民房、旧厂房，因地

制宜地改造成各种专题博
物馆，增设民俗博物馆，形
成多元博物馆文化同生共
荣的格局。

二是为充分利用世界
遗产核心城区的文化内涵，
建议以鲤城区西街西段麻
袋厂旧址作为创建民俗博
物馆群的用地，集多元文化

于同一博物馆园区，满足不
同游客的文化需求。

三是参照西安大唐不
夜城的运营模式，在博物
馆园区内搭建多元文化舞
台，表演民间民俗文化小
品、戏曲，鼓励民间业余文
化团体及民间艺术家积极
参与，如泉州拍胸舞、火鼎

公婆、舞龙舞狮等。
四是在博物馆园区内

配套非遗文创、特色小吃、
茶馆、咖啡馆、购物等服务
项目，以及研学培训、体验
互动、文化交流、古玩拍卖
等相关活动，形成一站式
服务，吸引世界游客把世
遗泉州作为旅游终点站。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2024 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1号文
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
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
祉的意见》，提到加快银发
经济规模化、标准化、集群
化、品牌化发展，培育高精
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
式，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
果、安享幸福晚年。根据
《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
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

预测，我国银发经济规模
大概 7 万亿元，占 GDP 比
重大约为 6%。到 2035年，
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
亿元左右，占GDP比重约
10%。

泉州两会期间，泉州
市政协委员戴青兰呼吁泉
州要抢占银发经济的先
机，让其成为新的重要经
济增长点。戴青兰介绍，
泉州市民政局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泉州

全市户籍人口中60周岁以
上的老年人口有 134.75万
人 ，占 户 籍 人 口 比 例
17.37%。这样的背景下，
泉州银发相关的产业，如
养老服务业、老年用品消
费、老年金融、健康、文旅
等有潜力呈现爆发式增长
态势。

她认为，目前泉州银
发经济存在着产业缺乏规
划与政策支持、市场产品
生态不够丰富、行业发展

缺乏足够监督等问题。戴
青兰呼吁，泉州要尽快制
定银发经济产业规划与政
策，对银发经济进行产业
规划，明确银发产业的发
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如智
慧养老、健康医疗、老年教
育、旅游休闲等。

她建议，泉州的支柱
产业纺织、鞋服、建材业等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大老
年产品的研发制造，积极
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

能化产品。还可选择洛
江、台商投资区等地逐步
发展康养与旅游有机结合
的特色银发服务产业，吸
引银发人群来泉州进行短
期旅游、中长期康养定
居。同时要规划银发经济
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
化发展。出台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等激
励措施，及时制定行业标
准和规范，确保银发经济
健康发展。

975.17亿！这些钱事关每个泉州人

泉州市政协委员魏文枢：

用好民间收藏力量 打造“博物馆之城”

泉州市政协委员戴青兰：

抓住先机抢滩银发经济大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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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杨江参

每年两会，“晒账本”是一项重要议程。过去一年，政府的“钱袋子”都花哪儿了？
这是代表、委员和市民十分关注的问题。

2025年1月7日，泉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审查了泉州市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新一年“账单”新鲜出炉。

2024 年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总收入 975.17亿元，同
比下降 4.3%，剔除 2022 年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
40.31 亿元在 2023 年入库，
以及减税政策翘尾等特殊
因 素 影 响 后 ，可 比 增 长
0.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572.8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4%，可比增长2.8%。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43.41
亿元（含上级转移支付、上
年结转和政府一般债券安
排的支出，下同），同比下降
0.8%。

2024 年市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总收入 162.3 亿元，
同比下降2.3%；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00.61亿元，同
比增长1.3%。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70.85亿元，同比增长
8.4%。主要支出项目执行
情况如下：

农林水：支出 9.94 亿
元，同比增长61.6%（主要
是增发国债增加支出）。亮
点：1.8 亿元支持实施乡村

示范创建、加快发展特色现
代农业等；5700万元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3286 万元推动海洋经济发
展；6665 万元支持林业发
展；1.22亿元用于水利事业
发展和防汛救灾。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0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5%。亮点：4.34亿元落
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市级补助；2600 万元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1000
万 元 支 持 实 施“ 涌 泉 行
动”；2389万元用于优抚抚
恤、五老定补、无力参保退
休人员生活补助；2352 万
元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
300 万元开展“救急难”再
救助工作。

卫生健康：支出33.19
亿元，同比增长1.5%。亮
点：1.38亿元落实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医疗
救助基金补助；1.74亿元支
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一老一幼”健康服务等卫

生健康惠民生补短板；1536
万元支持提升基层医疗质
量；1.36亿元落实优化生育
政策。

教育：支出 25.75 亿
元，同比增长2.8%。亮点：
1.13 亿元优化基础教育资
源；1500万元支持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3400万元支持华
侨大学“双一流”建设；5200
万元支持泉州医高专、黎明
职业大学升本创建；5911万
元落实家庭困难学生国家
助学金政策。

科学技术：支出4.59亿
元，同比下降17.1%，剔除
去年上级一次性补助因素，
可比增长5.5%。亮点：2.5
亿元支持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深入实施“四个
倍增”计划；8510万元支持
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引
进培育“大院大所”。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4.77 亿元，同比增长
15.8%。亮点：8725万元促
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000 万元支持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和文
化产业发展；2865万元支持
闽台缘博物馆、泉州大剧院
等文化项目建设和公益性
演出；1000万元支持竞技体
育大赛。

节能环保：支出 3.72
亿元，同比下降0.4%。亮
点：2000 万元支持环境保
护治理；1392 万元实施水
资源保护补偿；6000 万元
提升中心市区污水收集处
理能力；1000 万元支持实
施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
济；1236 万元支持海洋生
态环保、美丽河湖、美丽海
湾建设。

公共安全：支出17.18
亿元，同比增长15.4%。亮
点：1.53亿元用于道路交通
安全设施建设保障；2000万
元建设城安信息系统，实现
全域防控、精准布控；1.83
亿元实施“科技强警”，推进
公安新技术装备更新应用，
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
6046万元支持法院、检察院
办案设施提升。

——“账单”有啥亮点？

——“钱袋子”打算怎么花？

魏文枢委员

戴青兰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