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建设厦门科学城科技创新

今年我市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将

得到强化，启动企业千亿研发投入

引领计划，完善高新技术企业梯次

培育体系，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

领支撑作用，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

发展，加快引育一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瞪羚和单项冠军企业。

同时，加快建设厦门科学城，大

力推动高端创新机构集聚发展，汇

聚一流创新人才和团队，打造高水

平创新集聚区。完善科学城规划建

设运营管理机制，拓展发展空间。

高标准建设能源材料、生物制品省

创新实验室，筹建海洋省创新实验

室，支持“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

计划，建设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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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实干 交出亮眼答卷 锚定方向 绘就美好蓝图
晨报为您梳理市政府工作报告亮点，今年厦门将干好这十个方面工作

晨报记者俞杰

一组组振奋人心的数据，一项

项温暖人心的举措，一个个引人奋

进的目标，在昨日开幕的市十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上，市长黄文辉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厦门2023

年的美好蓝图。

回顾2022年，厦门交出了怎样

的成绩单？2022年，我市经济社会

保持平稳健康发展，预计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分

别增长4.9%和6.6%；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迈上新征

程，厦门如何书写新的精彩？厦门

市民又将得到哪些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

厦门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

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5%，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

总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

增长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 6.5%，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1.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左右，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完成国家

和省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

结合《厦门市2022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关于厦门市2022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记

者用十大关键词为您梳理厦门未

来一年发展的方方面面。

去年，我市电子信息、机械装

备、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支柱产

业集群规模分别达到4245.6亿元、

2156.2亿元、9718亿元和1716亿

元。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文

旅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营

业收入）分别增长 41.8%、19%、

8.5%和5.7%，新增3家产值超百亿

元企业。

今年，我市做优做强支柱产

业。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围

绕打造万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巩

固拓展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新

型显示、软件信息等产业优势。发

展机械装备产业集群，做大做强航

空维修制造、电力电器、新能源汽

车等产业。

同时，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积极布局新兴海洋生物科技、

数字医疗等领域，保持创新药、高

端医疗仪器设备等行业领先优

势。打造以锂电池为龙头的新能

源产业生态，推动光伏、储能等多

领域齐头并进。

打造新能源产业生态实体经济

今年，我市将坚持内外需同步

发力，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在扩大内需

方面，充分发挥消费基础作用，加

快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提

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方面，加快金

砖创新基地建设，拓展与金砖及

“金砖+”国家务实合作。发挥

“丝路海运”、“丝路飞翔”及中欧

（厦门）班列优势，拓展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RCEP国家交流合

作。

此外，提升海陆空港枢纽功

能，高水平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加快多式联运发展和智慧

港口建设，拓展内外贸航线，推动

港口高质量发展。提速厦门新机

场建设，拓展洲际航线，打造国际

航空枢纽。推进福厦高铁建成通

车。

今年，我市将深化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破解深层次体制机

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发

展内生动力。

要加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深化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大力推进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

完善涉外商事海事纠纷多元化解决

体系。不断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增

强核心功能，打造创新型国有企业。

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用好

TOD、EOD等模式推进城市综合开

发，推动城市建设投资基金扩面提

量，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发

展。加快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

置，支持闲置工业厂房、低效工业园

区改造提升。

今年要落细落实对台先行先试

政策，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共同

产业、共同家园。

在以通促融方面。加强两岸经贸

往来，深化集成电路、数字文创、智能

制造等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创新

金融合作，发挥台商产业投资基金作

用，支持在厦台企上市融资。稳步推

进厦金通电、通气、通桥项目厦门侧

工作，加快建设厦金共同生活圈。

在以惠促融方面。用好各项惠

台利民政策，在市场准入、就业创

业、公共服务等方面更好关爱造福

台湾同胞。积极推进台湾人才职业

资格直接采认工作，支持台湾同胞

参与我市职业技能等级评定，支持

更多台湾人才和台湾青年来厦交流

和就业创业。

推进台湾人才职业资格直接采认对台交流

今年深入实施跨岛发展战略，

加快构建“岛湾一体”城市格局，打

造高品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加快

新城建设，完善设施配套，布局一批

高能级产业项目，推动产城人融合

发展。实施房票制度，支持刚性和

改善性购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

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

建设。

同时，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交

通网络，推动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

规划报批，实现4号线、6号线轨通，

加快推进第三东通道等跨海通道项

目规划建设。加快“双千兆”城市建

设，实现5G独立组网连续覆盖。

实现4号线、6号线轨通规划建设

今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以城促乡、城乡互补、融合发展，扎

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振兴。

在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方面。高

质量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推动10个

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做精做强

种苗、水产等优势特色产业，探索发

展共享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打

造乡村旅游新品牌。建设12个乡

村振兴精品村、30个试点示范村，

推进“五个美丽”建设，推动绿盈乡

村提档升级。

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

面。加强村庄规划实施管理，统筹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完善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管理运营

机制，推进“崇尚集约建房”示范区、

“绿盈乡村”、“四好农村路”建设。

推广乡村治理“积分制”“清单制”，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建设12个乡村振兴精品村乡村振兴

今年我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支持地

方文艺院团改革发展，推出更多新

时代文艺精品。积极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档案、地方志、文史等事业，提

升新型智库建设水平。大力培育文

化龙头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厦门特

色的文化品牌、文化空间及文化地

标，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此外，将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加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修缮

和活化利用。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建成新体育中心、市青少年

足球训练中心配套项目等设施，新

建改扩建200处以上近邻运动场。

大力培育文化龙头企业文化强市

今年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建成46个中小学

幼儿园项目，新增5.9万个学位，提

高幼儿园公办率，促进基础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

同时，深化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

点建设，推动马銮湾医院、环东海域

医院建成投用。深化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强化公立医院公益属性。落

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保障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做好困难群

体就业兜底帮扶。落实援企稳岗政

策，确保城镇新增就业13万人以上。

新增5.9万个学位保障民生

今年，我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争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示范市。要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

作，认真落实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

举措，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重点抓好学校、老年人和患基础性

疾病群体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好群

众就医用药，着力保健康、防重症，

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

此外，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建立重大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机制，强化源头治理和隐患排查

整治，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坚持“房住不炒”，持续做好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提速厦门新机场建设对外开放

推进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改革攻坚

保障好群众就医用药发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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