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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张玲玲）昨日，

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我市130

个省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820.7 亿元，1- 6 月完成投资

543.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66.2%，超序时进度16.2个百分

点，投资完成率排名全省前列，顺

利完成投资“双过半”任务。

6月份，产业类项目建设高效

推进；1-6月实际完成投资212.3

亿元，超同期投资计划46.9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62.7%。其

中，厦门海沧区力品药业创新制

剂国际化总部建设项目，于今年3

月1日正式开工，目前4号楼桩基

工程已完成90%。该项目规划建

设12栋建筑，年产片剂产品2亿

片、胶囊2亿粒、膜剂1亿片，计划

2025年底竣工投用。

6月份，基础设施类项目加速

建设；1-6月实际完成投资317.6

亿元，超同期投资计划50.2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69.0%。其

中，厦门北高铁站交通综合配套

工程，车站主体结构完成100%，

地下通道主体完成100%，目前正

进行机电安装、装修及智能化等

工程施工。

6月份，社会事业类项目稳步

推进；1-6月实际完成投资13.3

亿元，超同期计划1.7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的62.0%。其中，

位于同安区的厦门天文馆于今年

6月1日正式开工建设，主要建设

一座天文馆及地下车库等配套设

施，目前正进行桩基施工，计划在

2026年投入使用。

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安排78

个市重大前期项目，总投资

3913.17亿元，目前已推动力品药

业国际标准的创新制剂产学研一

体化企业总部建设、杏林湾生态

环境整治提升一期工程等23个

项目开工建设，占比29.5%，投资

总额325.8亿元。55个项目按计

划有序推进，其中华诚厂房及配

套设施、安井速冻食品生产线项

目等15个项目超计划推进前期

工作，占比19.2%；40个项目正常

推进，占比51.3%。

晨报讯（记者 仇慧亮）水清

岸绿，鸟鸣鱼游，风景如画。近

日，不少市民期待已久的南湖公

园西园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据

了解，该园区将与原来的南湖公

园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态风景型综

合公园，实现水、岸、景、城的有机

融合，成为市民休闲游憩、康体健

身、景观欣赏的绝佳选择。

昨日，记者来到焕新开放的

南湖公园西园，只见园内草木生

机勃发、步道蜿蜒流转，不时有市

民前来锻炼身体、休闲遛娃。厦

门市筼筜湖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道，新建的南湖公园西

园位于南湖公园西侧，总用地面

积约19047平方米，建设有小品

工程、景观亭廊、绿化、照明、给排

水设施、灌溉系统及监控等其他

配套设施。园区主要分为草坪活

动区、健康休闲区、滨湖景观带等

三大区域，营造“四季有花、四季

有景”的景象；还配置了休憩座

椅、运动器材等便民设施，可满足

不同人群运动健身、休闲娱乐的

需求。

晨报讯（记者 陈晓青 通讯

员 元滢洁）昨日记者了解到，由

厦门市政集团开发公司代建的机

场片区大嶝大桥提升改造工程本

月底将完工，提升改造后的大嶝

大桥拟下月通车。

据悉，大嶝大桥位于翔安区

大嶝岛，北侧接翔安东路，南侧接

机场大道。项目长度约1.26公

里，其中桥梁全长为931米，道路

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

60km/h。由于原双向4车道通

行的大嶝大桥越来越无法满足日

益增长的交通流，2022年 2月，

机场片区大嶝大桥提升改造工程

开工建设。提升改造后，大嶝大

桥道路等级仍为城市主干路，但

车行道由原来的双向4车道+2

应急车道“变身”双向8车道，且

桥梁两侧新增慢行系统。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近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厦

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施

方案》。按照方案，今年内，厦门

岛外各区将完成1处以上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工厂用地选址，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25%

以上。2024年，岛外各区基本建

成1个以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工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30%以上。2025年，岛外各

区至少有1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工厂投产运营，全市建成1个

年处理量100万吨级的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综合基地，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35%以

上。届时，厦门将基本建成以区

级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为

主、各类中小微民营企业投资建

设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

为辅，布局合理、产能匹配的资

源化利用体系。

方案还指出，今年底前，有

关部门要制定厦门市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管理办法，并编制厦

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专项

规划(2023-2035年)。同时，厦

门市将制定出台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奖补配套政策，发挥财政

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设施建设。

促进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加快

建设鼓浪屿元宇宙、马拉松元宇

宙等标杆项目，争创国家元宇宙

先导区……日前，厦门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发布《2023年数字厦门

工作要点》，厦门将加强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深化“双千兆”网络

建设，推进厦门市5G通信网络

建设，争取5G基站数量达到1.3

万个；强化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

通道应用，截至今年底总用户数

超300家，通道利用率超10%；

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百城千园

行”活动；新增培育50家以上数

字经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同时，厦门将推进“数看厦

门”应用推广，推进“图看厦门”

建设等。出台元宇宙产业专项

政策，加快建设鼓浪屿元宇宙、

马拉松元宇宙等标杆项目，争创

国家元宇宙先导区。

今年上半年完成投资543.2亿元

我市省重点项目投资“双过半”

南湖公园西园对外开放
晨报讯（记者张鑫惠）近日，

厦门市人社局发布《关于开展

2023年度厦门市高层次留学人

员生活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拟开展2023年度高层次留学人

员生活津贴发放申报工作。需

要注意的是，本次申报时间截至

7月20日，满足条件者可要抓紧

咯！

哪些人可以申报呢？据悉，

申报对象分为新增申报对象和

续发申报对象。其中，新增申报

对象为2022年7月1日至2023

年6月30日认定的新引进到本

市辖区范围内企业和市（区）属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不含来厦

创办企业）的高层次留学人员。

新增对象发放期限统一从2023

年6月起算，本次发放2023年6

月即1个月津贴（2000元）。

而续发申报对象为已获批

厦门市高层次留学人员生活津

贴且在续发期内的高层次留学

人员。续发对象发放期限为

2022年 7月至 2023年 6月，即

12个月津贴（24000元），以实际

在岗时间计算。

本次申报采取全程网办。

更多详情可关注“厦门人社”微

信公众号了解。

高层次留学人才可领津贴

大嶝大桥拟下月通车

南湖公园西园景色秀美。记者仇慧亮摄

大嶝大桥提升改造

项目效果图

争创国家元宇宙先导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