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匹克态极产品
面市，态极科技“弹柔并济”的
特殊性能，颠覆了传统鞋材弹
性体的概念。系列产品一面
市便引爆了国内外市场。

当时的匹克，退出资本

市场两年，业绩增长缓慢，
急需一个大的突破。态极
如同一剂强心针，一下激活
了国内外市场，让匹克拥有
具备强大竞争力的核心科
技。之后，匹克在西安成立

“匹克全球新材料创新中
心”,并在北京、厦门、泉州
和美国洛杉矶也拥有设计
研发中心，开启了传统制造
业向科技公司的转型。

安踏以创新为驱动，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产品研
发、设计到生产过程管理和运
营维护等，全方位智能升级。
在研发投入上，安踏一向大手
笔。近十年，累计已投入超过
60亿元用于自主创新研发。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民营经济
是泉州重要的经济支柱。
2023年末，泉州市个体工商
户数量达到 106.78万家。今
年两会，泉州市人大代表廖
雪花将目光投向民营企业职
工的工伤保险。

廖雪花认为，只有进一
步保障民营企业职工的工伤
保险参保率，才能更好地保
障职工在发生意外时的权
益，从而进一步激发民营企
业的生产力，但同时也要考
虑到民营企业的实际困难。

鉴于此，廖雪花提出三
点建议：

一是允许民营企业单
独、优先参加工伤保险。由
政府牵头，制订相关法律与
政策依据，允许民营企业尤
其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为短期职工（零散工）单独缴
纳工伤保险，或先缴纳工伤
保险。降低小微民营企业的
参保门槛，可以保障民营企
业短期劳动者权益得到更多
保障。

二是促进工伤保险基金
有效发挥预防职能。建议将

工伤预防工作作为人社部门
的年度考核指标，联合卫
健、应急、工会等部门，构建
全方面、立体化、专业化的
预防机制，不断扩大工伤预
防工作的受众面与惠及面，
大力推广企业工伤预防能力
提升培训，降低工伤事故发
生率，从源头上减少企业和
社会损失。

三是建立专项基金，减
轻无责任主体尘肺病患者医
疗负担。参考湖南省等地已
出台的专项政策，通过省级
财政补充、工伤保险结余资

金、向高粉尘产品征缴税收、
高风险企业和个人捐助等渠
道筹措资金，建立专项基金，
对无责任主体尘肺病患者进
行医疗补贴，减轻患者的医
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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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
泉州市人大代表许志华建议，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

泉州市人大代表廖雪花：

允许民营企业单独、优先参加工伤保险

海都讯（记者 沈舜枝
林良标 文/图） 身为企二
代，泉州市人大代表、劲霸男
装股份有限公司创意总监洪
锽淮对泉州纺织鞋服行业有
很深的了解。洪锽淮认为，
作为中国重要的纺织鞋服生
产基地，泉州纺织鞋服产业
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众多知
名品牌，结合现代时尚产业
的发展，泉州可以形成独特
的城市品牌，吸引全球时尚
资源和人才，推动时尚产业
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

泉州现有纺织服装业企

业 2000多家，制鞋业有企业
3000 多家，纺织鞋服产业产
值超 7000亿元，与 50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购销关系，
是国内纺织服装产品生产加
工基地和主要集散地，具备
打造“时尚之都”的产业基础
和品牌优势。如何做强纺织
鞋服行业，在今年两会上，洪
锽淮提出几点看法：

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
入，目标是使研发支出占到
年产值的 3%以上，以加速新
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研
发与应用。同时，建立纺织

鞋服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
合行业资源，深化产学研用
的融合。

实施“泉州品牌”培育计
划，支持企业打造和强化自
有品牌。通过举办国际时尚
周，推动泉州品牌的国际化
进程。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平
台，提高泉州纺织鞋服产品
的全球市场份额。

构建时尚产业人才库，
打造一个全面的人才培养体
系，并实施一系列具有吸引
力的人才政策，包括提供税
收优惠、住房补贴以及研发

资金支持。
创新政策工具，比如设

立产业引导基金，以支持关
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加强与国际时尚产业机
构的合作，引进国际知名设
计师与本地企业合作。

泉州市人大代表洪锽淮：

打造“时尚之都”做强纺织鞋服产业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着传统制造业，从设计创意到生产制造，再到销售服务，
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化革新。而科技创新被传统产业视为企业长青的主引
擎，许多名企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近几年，泉企中更是出现不少“黑科技”产品，让企业
获得新的增长点，加快转型升级。

在今年两会上，泉州市人大代表、匹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志华表示，泉州
是制造业大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各环节，
是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的重要路径。他认为，泉州应大力扶持
传统产业通过科技创新转型升级。

身为企业家，许志华
对于泉州对企业科技创新
的扶持充满期待。他希
望，未来企业在购买算力
服务、优秀应用场景、关键
技术攻关、人工智能产品
应用、建设人工智能实验
室等方面获得奖补。

许志华呼吁，政府能
有效推动大院大所与区域
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充
分发挥大院大所和企业各

自优势，加强应用技术赋能
创新创造创业，助力园区标
准化建设，全方位推动产学
研协同创新。通过强化政
策引导和支持、推动产学研
深度融合、加强人才培养
和引进、推进数字化智能
化改造、促进绿色低碳发
展、优化产业组织方式以
及拓展国际市场和合作，
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建议：全方位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泉州以真金白银支持
企业创新发展。2023年，全
市兑现惠企资金超53亿元，
去年前10个月，泉州累计兑
现智能制造专项补助资金
800多万元。

去年，泉州共获得省

级以上财政专精特新专项
扶持资金 11909 万元，获奖
补金额全省第一。此外，
市级财政给予专精特新企
业新认定配套奖励、复核
（重 新 认 定）奖 励 465 万
元，县级财政给予专精特

新 企业新认定配套奖励
3295万元。

去年，泉州正式出台
《泉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行动方案（2024—2026年）》
和《泉州市支持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建

设人工智能基础要素供给
体系、培育人工智能优秀应
用场景和重点产品、建设人
工智能创新载体等方面，提
出了真金白银的扶持奖励
政策。最高奖励达到 1000
万元。

企业：不惜重金，投入自主创新研发

政府：重金奖补企业技术创新

海都讯（记者 刘薇）
根据泉州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2023年末，泉州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
达 94.8 万人，占全市人
口的 10.67%。随着老
龄化趋势的上升，泉州
市老年人慢性病群体
的看病就医需求也将
不断增大，对全市老年
医疗服务水平提出更高
的要求。

农工党泉州市委会
认为，目前，泉州老年医
疗服务供给不足，全市
现有老年病专科医院仅
2家，床位 408张。虽然
半数以上二级及以上综
合性医院设立了老年医
学科，但不少是挂靠在
别的科室，如康复科、心
血管科，老年学科优势
难以体现。此外，医疗
机构适老友善程度有待
提高。

农工党泉州市委会
呼吁，第一，加快建设老
年病医疗服务体系。出
台相应的鼓励政策，支
持社会开办老年专科医
院，提高床位补助标
准。整合优化现有的医
疗资源，将部分二级医
院和基层医疗机构打造
成为老年医学及康复医
院。将老年医学科建设

纳入二级及以上公立医
院 院 长 绩 效 考 核 内
容。已设置的老年医
学科要开展规范建设，
按要求配备人员、场所
和设备并开展服务，提
升老年学科的临床诊
疗服务能力。

第二，制定友好型
老年医保政策。参照泉
州市精神科疾病报销政
策，老年人到老年病专
科医院或综合医疗机构
老年科就诊，可按降低
一个医院等级实行基保
报销，使得老年病医保
住院及门诊起付线降
低，来提高老年病报销
比例。根据老年常见疾
病和临床就医特点，把
老年人诊疗项目和疾病
用药优先考虑纳入医保
目录范围。

第三，创设适老化
的就医环境和流程。各
级医疗机构要落实老年
人医疗服务绿色通道，
切实做到提供一站式服
务，实现老年人挂号、就
医、开药、付费一卡通。
优化改进医院自助设
备，界面尽可能简便易
操作，避免信息化设施
给老年人带来就医无助
感，增加医疗的可及性，
改善老年人就医感受。

农工党泉州市委会：

提高老年病报销比例

N海都记者
沈舜枝

安踏建设的智慧工厂（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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