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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王温萍

开放、包容的厦门吸引了一

批批新市民加入，他们在这里创

业安家，奋力打拼，阔步追梦。为

切实帮助新市民解决创业遭遇的

资金难题，厦门工行积极提供低

成本融资服务，持续关注不同新

市民的个性化需求，主动为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扩大金融产品

和服务供给，全力支持新市民立

业。

加强信贷支持
帮助新市民立业

针对新市民群体中的小微企

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融资需

求，厦门工行推出经营快贷项下

“结算贷”“税务贷”“商户贷”等多

种场景信用贷款以及“e抵快贷”

等抵质押类融资产品，支持新市

民创业发展，满足其经营过程中

产生的资金需求。

外地来厦创业的新市民戴先

生便是受益者之一。几年前，戴

先生来厦创立了一家新能源汽车

公司，因资金周转和业务扩大的

需要，他先后向厦门工行禾山支

行申请了信用贷款、“e抵快贷”等

产品服务。如今，公司年产量不

断创新高，产值达10亿元。戴先

生表示：“厦门工行禾山支行见证

了我从一位技术人员成长为企业

负责人，他们专业、细致，为公司

的发展提供融资支持，为我这样

的新市民提供了有温度的金融服

务。”

此外，针对一些抵押物不足

的小微企业，厦门工行也通过信

用贷款积极满足其经营需求。来

自湖南的王女士主营一家休闲体

育用品出口公司。露营经济大

火，但王女士却因资金短缺无法

扩大生产规模而苦恼不已。厦门

工行集美支行工作人员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为其办理了300万元

的信用贷款。利用这笔资金，王

女士的公司扩大了经营规模，其

生产的帐篷远销海外，受到客户

好评。王女士说：“工行的金融服

务无疑是雪中送炭，缓解了公司

的资金紧张问题，公司的发展离

不开工行的支持。”

送上小微“及时雨”
“商户贷”受青睐

穿梭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小

商铺里热闹忙碌的景象，映照出

厦门这座城市的生机和活力。“普

市井百业，惠烟火万千。”为积极

助力商户经营发展，厦门工行提

供贴心金融服务，推出全新产品

“商户贷”。

从漳州来厦扎根的吴女士在

集美经营一家汽车维修服务公

司，她近期向厦门工行集美支行

申请了100万元的“商户贷”。她

表示，该类贷款无抵押，随借随

还，能够快速测额，对小微企业好

处多多。“填好线上申请资料，大

概3分钟就获得了100万元的额

度，为工行的服务和效率点赞！”

吴女士说。

前几天还在为资金发愁的李

先生终于露出了笑容。李先生告

诉记者，他从省外来厦开设了一

家小诊所，虽然体量小，但常因进

货需要资金。厦门工行禾山支行

工作人员通过走访了解了李先生

的需求后，推荐其办理“商户贷”，

解决了李先生的燃眉之急。李先

生表示：“这30万元的额度随借

随还，而且线上就能办理，申请后

额度很快就批下来了，以后再也

不用为没钱进货而担忧了。”

赋能创业立业 擘画美好未来
厦门工行多举措提升金融产品服务，助力新市民阔步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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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工行工作人员协助

新市民办理普惠贷款。

厦门工行工作人员为商

户讲解“商户贷”。

记者唐光峰摄

晨报记者王温萍
通讯员翟晨晨

日前，记者从厦门市统计局

获悉，今年以来，厦门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前三

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686.7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9%。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平稳

增长态势，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加

固态势。

农业生产基本稳定

前三季度，全市农林牧渔业

产值44.44亿元，增长3.5%。从

行业看，农、林、牧、渔业稳步发

展。农业产值增长2.0%；林业

产值增长56.8%；牧业产值增长

10.1%；渔业产值增长2.7%；农

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增长2.2%。

工业生产企稳回升

前三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6.6%。工业稳定增长

的支撑点，一是重点行业增速明

显加快。新能源、新基建等需求

旺盛带动相关行业较快增长，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增长6.8%，拉动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2.2个百分点；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18.9%，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1.2个百分点。

我市工业稳步推进的另一

个支撑点是新增企业带动作用

增强。455家新增（含下转上）

企业拉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增长2.4个百分点，其中32家新

增企业产值规模已超亿元，有力

提振全市工业增长。

商贸保持平稳增长

商贸业保持平稳增长，前三

季度，限额以上批发业、限额以

上 零 售 业 销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26.5%和13.8%，限额以上住宿

业、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分别

增长5.9%和26.4%。规模以上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快速增长。

投资持续稳步提升

前三季度，全市完成固定资

产 投 资 2315.71 亿 元 ，增 长

9.8%。从行业看，制造业投资高

速增长。完成制造业投资400.02

亿元，增长27.7%，拉动投资增

长4.1个百分点。从拉动力看，十

亿元以上项目带动作用凸显。全

市计划总投资超亿元以上项目

771个，完成投资1353.05亿元，

占项目投资的92.7%。

消费品市场有序复苏

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2043.33亿元，增

长4.4%，比上半年提高4.1个百

分点。从构成看，限额以上单位

实现零售额1263.27亿元，增长

9.4%，拉动社零总额增长5.5个

百分点。从类别看，重点零售商

品持续回暖，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类和汽车类分别占限额以上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的25.4%和

23.3%，分别增长7.9%和3.6%，

比上半年提升2.6和5.9个百分

点。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前三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53846元，增长6.2%。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55461元，增长5.5%；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6875元，增长

7.3%。

厦门前三季度GDP比增5.9%
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经济运行稳中加固

晨报讯（记者 俞杰）昨日，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召

开。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

公办幼儿园建设情况的报告。记

者获悉，我市加快公办园投资建

设速度，实施“补短扩容”建设计

划，预计整个“十四五”期间将建

设156个幼儿园项目，新增5.6万

个幼儿园学位。

近年来，我市公办园规模进

一步扩大，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较

好满足市民群众上好学的需求。

目前，我市共有各级各类幼儿园

1005所，其中公办幼儿园409所；

民办园596所，其中普惠性民办

园534所，普惠率达96%，较去年

提高1个百分点。

我市持续加大学前教育财政

支持力度。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

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逐年提

高，2022年已达11.97%，统一全

市公办幼儿园和集体办幼儿园的

生均定额标准，每生每年不少于

600元，部分区已突破1000元，

2021年全市财政补助资金对普

惠性幼儿园补助投入达6.63亿

元，比2017年增长5.10亿元。

近年来，我市多渠道扩宽公

办园资源，鼓励支持街道、村集

体、高校、国企集团等各类公办主

体参与举办公办性质幼儿园；同

时，进一步推动集团化办学，

2017年起，推动各区陆续成立教

育集团或公司，加强在普惠学前

教育资源不足的区域布局办学。

我市加大学前教师招聘力

度。2022年招聘公办幼儿园教

师 253 人，较 2021 年增加 217

人。鼓励中等职业学校与省内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办学

前教育专业，逐年扩大学前教育

五年制在厦招生规模，招生计划

从2017年的43人提高到2022年

的192人。

厦门共有1005所
各级各类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