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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日，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8部门

联合印发《厦门市国家产融合作

试点城市（第三批）实施方案》，将

通过三年的持续推进，基本建成

与厦门新型工业化发展全过程深

度融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全周期

的金融支持和保障体系。

方案聚焦厦门“4+4+6”现代

化产业体系，运用“财政+金融”理

念，进一步夯实产融合作服务平

台，健全完善产融合作长效机制，

强化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协同，

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逐步形成业态多类、门类规

范、互动高效、优势明显的产融合

作态势。

根据方案，此次试点内容包括

强化政策协同，健全支持产业发展

机制；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与成果转

化，赋能企业创新发展；加快推动

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产业集群发

展等8方面共25条措施。

方案提出，我市将设立3支

科创类基金，推动科技和人才扶

持资金“拨改投”，形成100亿元

风投基金群，赋能产业发展；引导

创业投资基金、科创引导基金等

基金投资科创企业，推动企业根

据发展阶段申请挂牌或上市，尽

早对接资本市场；布局建设一批

制造业创新中心，在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与健康、能源材料等领域

争创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等。

25条措施推进产融合作试点
厦门印发实施方案，建设与新型工业化发展深度融合的金融支持保障体系

●各类产融信息对接平台累

计入驻企业数量达到6.3万个，金

融机构42个，累计完成超过8.6万

笔融资，累计融资额达1140亿元。

●促进专项目录企业科技成

果转化50项，获得银行贷款融资

支持超50亿元。

●制造业贷款余额超过2500

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超

过1300亿元。

年度目标

晨报讯（记者张晓霏）昨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贯

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集美区专

场），围绕“牢记嘱托 赓续前行

全力谱写集美‘跨岛发展’新篇

章”主题，介绍了集美区改革发展

有关情况。

据悉，集美作为厦门工业发

源地、跨岛发展先行区、动能转换

主战场，辖区常住人口数量快速

增长，目前已超118万人，2021年

以来稳居全市第一，青年人口占

比达46%；全区GDP从383.37亿

元跃升至993.48亿元，经济总量

增长1.6倍，先后获得全国综合实

力百强区、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区、中

国工业百强区、全国“数字乡村百

强县”、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区）

等荣誉，发展质量和效益全面提

升。

集美区坚持创新驱动，累计

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

人企业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40家、“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355家。集美积极打造两

岸融合发展集成服务示范区，巩

固拓展全省两岸融合发展县域集

成改革试点成效，目前在集台企

总数达1411家。集美区还设立了

全省首个区级台商增信基金，2

个国家级、8个省级交流基地和

台青创基地。

集美区推进全国青年发展型

县域试点，打造产学研科创人才

集聚高地，立足辖区高校密集优

势，共建嘉庚高新技术研究院、政

产学研基地。集美区还发挥国际

合作中心、金砖创新园等平台作

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打造深化

国际合作的“试验田”和服务企业

出海的“桥头堡”。

集美区深入推进“人文集美”

建设提升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赋能聚力。近年来，集美区深入

挖掘嘉庚精神时代价值，活化利

用嘉庚遗产，成功举办3届嘉庚

论坛，建设集美校友总会乡情馆，

推出一批高品质文艺精品，扩大

“人文集美”对外影响力。

创业就业环境更加优越、生

活品质更有保障、两岸青年交流

交往更加密切……集美区持续深

化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健

全“引、育、融、留”青年服务体系，

推进“产城学人”深度融合，让更

多青年在集美安心扎根、安居乐

业，成长为集美区各行业各领域

的中坚力量。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11月
16日—22日，我市将举行第二十

届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活动。昨

日，厦门市社科联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据悉，本届社科普及周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主题，安

排26大项活动，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覆盖面广，雅俗共赏。

活动集中安排社会性、公益

性、群众性强的社科普及系列活

动，举办主题报告和社科讲座、

2024厦门市社科知识大赛、“社

会科学在你身边”普及咨询活动、

厦门市第九期社会科学知识有奖

竞答、湖“理”面对面——全媒体

理论访谈、“理论圆桌”学习互动

分享会等。

线上活动将拓展至10场，除

社会科学知识有奖竞答活动、社

科普及基地线上VR展馆等常项

活动外，新增《方志·探厦门》系列

短视频展播、“颂发展巨变·强改

革决心”视频展播、“思明开讲”社

科普及短视频展播等。

2024厦门市社科知识大赛、

“寻找厦门记忆、传承非遗文化”社

科普及活动将线上线下同步宣传。

本届社科普及周还紧贴基层

需求，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

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动

员市区机关、人民团体、社科学

会、社科基地、社科志愿队、驻厦

高校等380多家单位，邀请3000

多名社科专家学者参与，组织主

题图片展、闽王文化研学活动等

地方历史文化宣传活动40多场

次。

晨报讯（记者 陈丽）近日，

记者获悉，翔安大道（西滨立

交-民安大道段）积水点改造工

程正在加快推进中，预计11月底

前完工，届时将有效提升城区排

水防涝能力，让群众出行更安

全。

翔安大道是厦门市快速路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翔安区

进出岛的主要通道。近年来由于

周边地块开发、城市路网建设以

及管养范围外大量汇水等原因，

该路段收水能力受到影响。

此次改造工程检测雨水管

道515段，总长13367米。翔安

公路部门对积水路段有缺陷的

雨水管道进行改造修复。施工单

位作业避开早晚高峰期，做好安

全警示措施，降低对群众出行的

影响。

晨报讯（记者 王温萍）为

深入推进“5G+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加快高水平 5G 工

厂建设，日前，工业和信息化

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公示“2024

年 5G工厂名录”，福建省共有

25个项目拟入选，包括厦门5

个项目。

这5个项目分别是厦门太

古可口可乐5G产销一体化数字

工厂、银华机械5G工厂、法拉电

子5G 智慧工厂、友达光电（厦

门）5G工厂以及厦门远海集装

箱码头5G工厂。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集美专场举行

集美谱写跨岛发展新篇章

社会科普宣传周周六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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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大道积水点
改造工程即将完工

工人开展积水点改造施工。

2024年5G工厂名录公示

五个厦企项目拟入选

●组织12场银企对接活动，实

现融资额突破2亿元，产融合作平

台累计完成9万笔融资，累计融资

额突破1200亿元。

●新增发放科技信贷70亿元，

科创引导基金规模达到30亿元。

●工业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0%左右。

●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

资基金等基金数量超90支，基金规

模达到1500亿元。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技术广泛应用在金融各领域。

●绿色金融资源投放量稳步

增长，绿色信贷余额达到2000亿

元。

2024年：
产融合作长效机制
初步形成

2025年：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质效显著提升

2026年：
全方位产融合作
体系基本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