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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钟宝坤）昨天，

厦门迎来首个营商环境日、第三

个企业家日。厦门企业家日·二

十大精神学习宣讲会召开，学

习、交流、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7位企业家代表畅谈学习感悟。

会议还发布了2022年度厦门市

民营企业百强榜单、2022年度重

点产业龙头骨干民营企业。

“2022年度厦门市民营企业

100强”评选由市工商联（总商

会）牵头，委托厦门大学经济学

院参照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

评选规则，最终评选出“2022年

度厦门市民营企业 100 强”及

“制造业20强”“服务业20强”；

根据研发经费、研发强度、有效

专利数量等指标，评出“科技创

新20强”。

榜单显示，盛屯矿业、均和

控股、福信集团、三安集团、禹洲

集团、合兴包装、鹭燕医药、宝太

生物、厦门安踏、恒兴集团等100

家企业荣获2022年厦门市民营

企业100强；三安集团、合兴包

装、宝太生物等20家企业荣获

2022年厦门市民营企业制造业

20强；均和控股、福信集团、禹洲

集团等20家企业荣获2022年厦

门市民营企业服务业20强；立达

信、三安集团、建霖家居等20家

企业荣获2022年厦门市民营企

业科技创新20强。

据介绍，今年的百强民企营

业收入总额合计5891亿元，较

上年增加12.67%，营业收入超过

100亿元的企业有15家，净利润

超过5亿元的企业有17家。盛

屯矿业、福信集团、三安集团3家

企业荣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还有38家进入福建省民营企业

100强。此外，百强民企纳税总

额同比增长15.9%，纳税5亿元

以上的企业有8家；百强民企吸

纳员工总数同比增长42.55%，员

工人数过万人的企业有6家。

此外，市民营办根据我市重

点产业指导目录，设置十三个产

业分类，经综合评分并征询相关

部门意见后，评选出了117家企

业为厦门市2022年度重点产业

龙头骨干民营企业，包括弘信电

子、宏发电声、乾照光电等知名

企业。

晨报记者 陈晓青

近日，正在进行楼栋主体施

工的翔安欧厝新村备受关注。这

不是一个普通的在建商品房项

目，而是翔安“四统”建房的又一

个生动实践。

欧厝新村一期项目位于翔安

区金海街道欧厝社区，毗邻翔安

区第六实验小学，将建设 5 栋居

住楼。作为翔安区第三个“四统

模式”农村住宅项目，欧厝新村将

分为两期建设，解决约 500 户欧

厝社区居民住房需求。据了解，

欧厝新村于2021年9月正式开工

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开始陆续封

顶。

“四统”模式即“统一规划、统

一建设、统一分配、统一管理”。

众所周知，如今农村宅基地短缺，

僧多粥少，部分民宅违规“长高”

“长胖”，建设和管理方面都遇到

了不少难题。作为“岛外大发展”

的主阵地、主战场，近年来，翔安

区积极探索、改革创新农村村民

住宅建设和管理工作，在全省首

创农村宅基地建设分配“四统”模

式，充分运用现有的法规政策摸

索新路子。据悉，目前“四统”模

式已在翔安区欧厝等 11 个社区

复制推广。

“四统”模式带来了“六个转

变”。在审批上，由“单独审批”向

“集中审批”转变；在办证上，由

“政府批地”向“政府批房”转变；

在资金上，由“农户出资”向“抵押

融资”转变；在建设上，由“个人自

建”向“企业代建”转变；在协作

上，由“各户单干”向“多方联动”

转变；在决策上，由“村民自主”向

“社区自治”转变。

在土地资源有限的背景下，

翔安“四统”模式有利于解决农村

宅基地短缺问题，居民小区取代

了原来分散凌乱的农村自建房，

呈现“住房安全、村民安居、社会

安定”的局面。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近日，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厦门市

城市气象保障服务高质量发展

工作方案（2022-2025年）》。

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面

提高城市气象保障服务水平，将

厦门建设成为气象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城市典范。建立城市分

区、分时段、分强度气象预报预

警业务，数字网格预报空间分辨

率达到1公里，预警产品0—12小

时更新频次不低于1小时，0—2

小时更新频次为10分钟。城市

气象预警信息快速靶向发布与

传播能力显著增强，预警信号精

细到镇街，预警服务信息融入城

市治理网格。

根据方案，厦门将构建平均

间距25公里的大气温、湿、风、水

凝物和气溶胶等5条廓线的全时

域综合协同观测网。围绕生态、

交通、旅游、海洋等发展和防灾

减灾需要，建设综合交通、港航、

雷电、海雾、温室气体、臭氧等专

业气象观测网。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提出

将打造市民专属气象台。研发

涉及衣食住行游购娱等多领域，

采用图形、视频、动画等多形式

的公众气象服务产品，依托“知

天气”App等渠道为市民提供需

求自动感知、精准匹配、主动推

送的分众化气象服务。研发面

向公众的个性化需求气象科普

产品及衍生周边，进一步打造文

创IP形象“厦天”，将厦门台风科

技馆和厦门青少年气象天文科

普馆打造成类博物馆。

我市昨迎首个营商环境日、第三个企业家日

厦门民营企业百强榜单出炉

民营经济是厦门发展的特色、

活力和优势所在。记者昨日获悉，

厦门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撑起

了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半壁江

山”。2021年，全市民营企业数量

达 74.4 万 户 ，占 全 市 企 业 数 的

97.56%；81家民企在境内外上市，

在全市上市企业中占比超八成。

十年来，厦门民营经济保持

了良好的增长韧性，全市民营经

济 增 加 值 从 679.3 亿 元 增 加 到

3417.8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从

24.1%增加到48.6%；民间投资金

额从401.20亿元增加到714.60亿

元；贡献了全市超四成的税收收

入、近四成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十年来，厦门民营企业坚持

以创新撬动发展，为我市打造“4+

4+6”现代产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

用，2021年，全市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中民营企业有2456家，占比

达87.8%。

十年来，全市民企新吸纳就

业人数91.67万人，占全市新增办

理就业登记在职人数的83.26%。

（晨报记者钟宝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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