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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晓青袁晓敏

通讯员叶晓菲

2023年走进尾声，2024年即

将来到。昨日上午，翔安区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翔安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毅作政府

工作报告。晨报记者带您看报告、

学报告。

7项经济指标增幅
排名全市第一

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回顾过

去一年来翔安的改革发展实践，

我们或许能对报告的感受更加真

切、更加具体，立足当下、迎接明

天，我们也会更加充满信心。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翔

安区地区生产总值从一季度增长

3%稳步提升至全年7%左右，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9%，

财政总收入增长8.7%，区级财政

收入增长9%，限额以上批发零售

业销售额增长45%，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5%。其中，

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

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限额以上

餐饮业营业额、建筑业产值、全体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7项指标

增幅排名全市第一，成为全市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此外，翔安区已连续四年入

围“中国工业百强区”，成为全市

惟一上榜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

建名单的区，获得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

达标县等国家级荣誉。值得一提

的是，今年翔安区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增至 33%，创近年新

高。

成绩令人鼓舞，其背后是该

区奋力抢机遇、强优势、挖潜力。

一年来，翔安区有序扩大投资建

设，深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

制，新策划亿元以上项目151个，

开工2000万元以上项目115个；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达645亿元，

持续稳居全市前列。强化用地保

障，土地征收7159亩，占全市一

半；房屋征收35.3万平方米，居全

市第二；45天完成庄垵千亩土地

征收，60天完成何垄整村搬迁，

为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此外，翔安区主导产业稳健增

长，城乡魅力不断彰显，民生保障

持续加力，社会事业稳步发展，以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向建区二十周

年献礼。

聚焦办好民生实事
明年释放众多利好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政府工

作报告紧紧围绕问题，提出了明

年翔安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

目标，部署了 2024 年的重点工

作。

比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

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电子信

息、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行动，推动天马8.6代面板线

点亮、中创新航三期封顶、盛屯新

能源动建，力争主导产业规模突

破1600亿元。明年，翔安区将加

快发展海洋高新、航空临空、生物

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壮大总部

金融、酒店物流、体育会展等现代

服务业。

新的一年，翔安区将继续聚

焦办好民生实事。此次政府工作

报告再次释放利好政策举措，譬

如，健全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深入开展就业创业“3210行动”，

帮助高校毕业生、被征地农渔民

等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力争城镇

新增就业1万人；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新建续建教育补短板项目

19个，新开办学校7所；完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力促复旦儿科医院

翔安院区动建，支持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和中医药传承发展；优化公

共文体设施建管，加强高水平赛事

与全民健身活动紧密联动，打造一

批翔安特色文体品牌……

各种各样的政策举措，彰显

该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

接着一年干”的决心。我们有理由

相信，翔安发展会越来越好，人们

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翔安成全市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翔安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政府工作报告亮点多多

翔安区数字经济产业园。黄嵘摄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为对

标国际国内一流营商环境水平，

更大力度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

动厦门营商环境提升，日前，厦

门市政府办公厅印发《2023年

第三批营商环境提升重点任务

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清单》共24项任务，涵盖

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

用电用水用气等9个方面，助力

营商环境改革迭代升级。

《清单》显示，简化企业跨区

域迁移涉税涉费事项办理程序，

为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提供跨区

域迁移业务“一件事”便捷服务。

创设“商事登记许可网办引导

区”，为群众提供“肩并肩”“手把

手”商事主体全程网办咨询指导

服务。创新中心城区土地集约供

应模式，采取片区小组团“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招商、统一运

营”的开发方式，推动存量土地高

效利用，破解中心城区空间束缚，

加速产业集聚发展。

厦门推行工业用地“标准
地”改革

实现“多证同发”
助力项目早开工

晨报讯（记者 谢晓婉）昨

日，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王胜做客政府网

解读《厦门市推行工业用地“标

准地”改革实施方案》。

据王胜介绍，政策实施以

来，厦门共供应工业“标准地”项

目19宗，其中，根据企业意愿，2

宗工业项目用地实现不动产登

记权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交地即交证、

多证同发”，缩短项目建设周期，

减少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助力

项目早开工、早落地。

据了解，工业用地项目在

合同签订当日，一次性领取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等证照，可实现用地阶

段及工程规划许可阶段跨阶段

“多证同发”办理。不仅能帮助

企业在竞得土地后快速拿证，为

后续快速动工投用做好准备，尽

快产生经济效益，减少企业资金

周转压力，同时也大幅缩短了建

设单位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时

间，加快了项目建设审批过程，

为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按下了

“快进键”。

晨报讯（记者 张鑫惠）2024

年1月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的缴费档次和基础养老金标

准调整。昨日，厦门市人社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完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

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有效期5年。

为做好政策衔接，厦门市对

原政策进行了修订完善，并重新

发布《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完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

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

通知》（厦人社规〔2023〕3号）。

修订完善后的《通知》，对缴费、

待遇进行了部分调整。缴费方面

主要调整了缴费档次和政府代

缴人群，待遇方面调整了基础养

老金标准。

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档次方面，《通知》规定，

2024 年 1月起，增加 600 元和

800元两个缴费档次，对应的缴

费补贴为90元和110元。调整

后，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档次为14档，分别为（括号

内为缴费补贴）：200元（50元）、

300元（60元）、400元（70元）、

500元（80元）、600元（90元）、

700 元（100 元）、800 元（110

元）、1000元（130元）、1500元

（150 元）、2000 元（170 元）、

2500元（190元）、3000元（210

元）、3500元（220元）、4000元

（230元）。

《通知》明确了政府代缴人

员范围和标准。经认定的贫困人

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

员、返贫致贫人口）、残疾人员、

计生困难人员（计生对象中独生

子女残疾三级及以上或死亡、计

生手术并发症三级及以上人

员），由政府每年为其缴交最低

缴费标准养老保险费（即 200

元）；超过最低缴费标准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部分，由参

保人员本人负担。

对45周岁—59周岁只生育

一个子女或农村只生育两个女孩

的夫妻，在选择不同缴费档次予

以相应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每人

每年再增加30元的缴费补贴。

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

准方面，《通知》规定，2024年1

月起，本市户籍满5年的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基础

养老金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20

元，调整后为每人每月370元；

本市户籍不满5年的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基础养

老金标准为省定最低标准160

元。年满60周岁且从未参保的

本市户籍人员，可在本市参保缴

费并享受待遇。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待遇调整

增加600元800元两个缴费档次

我市发布《2023年第三批营商环境提升重点任务清单》

助力营商环境改革迭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