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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9

月 16 日，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周祖翼在福州会见了

港澳福州社团骨干和青年代表联

合组团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

龙出席。

周祖翼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大家回到家乡考察访问表示欢

迎，并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周祖翼说，福建与港澳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近年来闽港闽澳

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取得了丰硕

成果。多年来，闽籍乡亲始终与港

澳风雨同舟，始终拥护“一国两

制”方针，在主动参与港澳社会事

务的同时，心系家乡、回馈桑梓，

大力支持家乡发展，为新福建建

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维护港

澳繁荣稳定、促进闽港闽澳经贸

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对此，家乡

人民铭记在心。当前，福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

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全

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建

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新征

程上，闽港闽澳合作空间广阔、

潜力巨大。希望大家以此次访问

为契机，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深度对接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持

续做“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拥护

者、家乡建设发展的参与者、闽港

闽澳交流的有力推动者，携手共

创美好未来。省委、省政府将一如

既往地关心支持闽籍港澳乡亲发

展，完善政策措施，为大家来福建

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良好

环境。

俞培俤、吴良好、姚志胜、施

清流、卢建春、林广兆、周安达源

等表示，此行看到家乡的繁荣发

展，深感骄傲和自豪。广大闽籍乡

亲和闽籍社团将传承弘扬爱国爱

港爱澳爱乡的优良传统，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参与新福

建建设，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

针，助力祖国统一大业。

省领导郭宁宁、吴偕林、王永

礼参加。 （周琳）

本报讯 据海峡导报报道

1-8 月厦门市 130 个省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 686.8 亿元，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的 83.7%，超额

完成投资计划，投资完成率排

名全省前列。

从各行业完成情况来看，8

月份，产业类项目建设高效推

进。1-8 月实际完成投资 282.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83.7%。其中，太保家园厦门国

际颐养社区，已进入施工收尾，

开展竣工验收工作。

8 月份，基础设施类项目

加速建设。1-8 月实际完成投

资 387.6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投资的 87.3%。其中，厦门市马

銮湾新城集美蔡林安置房室内

外装饰工程和景观工程基本完

成，预计 9月竣工验收。

8月份，社会事业类项目

有序推进。1-8 月实际完成投

资 17.0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

资的 78.8%。其中，厦门市妇幼

保健院集美院区全面进入精装

修施工、机电安装以及室外工

程施工阶段。该项目预计今年

年底基本完工，明年上半年投

入使用。

另外，目前厦门全市下半

年共安排 82 个市重大前期项

目，总投资 3861.33 亿元。截至

目前，已推动法拉新型能源用

薄膜电容器生产基地等 4 个项

目开工建设，其余项目正在按

计划推进前期工作。（沈华铃）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今年购

买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2023

年力争完成不少于 5000 个公共停

车位建设；鼓励实体家电零售企业、

电商平台对家电以旧换新给予补贴；

鼓励各区发放消费券……9 月 18

日，厦门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厦

门市恢复和扩大消费若干措施》，提

出了5个方面18条具体举措。

此举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促消费系列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

潜力，创新消费场景，积极推动恢

复和扩大消费。

其中，促进大宗消费方面，包

括扩大汽车、家电、家居等商品消

费，落实国家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支持开展

新能源工程车辆综合示范应用，加

大金融支持力度，推进公共停车场

建设，支持住房消费需求，支持传

统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等。

丰富餐饮消费方面，包括举办

餐饮促消费活动，支持餐饮企业做

大做强等。

繁荣文旅体育会展消费方面，

包括扩大文化消费供给，增加营业

性演出活动，办好体育赛事活动，

促进展会消费等。

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包括鼓励

发放消费券，支持举办主题促销活

动，支持传统消费品行业开拓市场

和树立品牌等。

完善消费设施方面，包括落实

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完善

乡村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等。

下一步，厦门市将扎实推动促

消费各项措施落实，促进消费规模

稳步提升，消费模式创新发展，消

费环境显著改善，培育创建区域性

消费中心城市。 （刘艳）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9 月

19 日，福建省工商联发布 2023 福

建省民营企业 100 强、2023 福建省

制造业民营企业 100 强、2023 福建

省创新型民营企业 100 强、2023 福

建省服务业民营企业 100 强四个

榜单。厦门有 33 家企业入围福建

省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其他榜单

中也有多家厦企上榜。

2023 福建省民营企业 100 强

榜单中，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高居榜首，青拓集团有限

公司和福建大东海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分列第二、第三位。此外，宁德

时代还位居制造业民营企业 100

强、创新型民营企业 100 强榜首，

而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位居服

务业民营企业 100 强榜首。

民营企业 100 强主要集中在

厦门市、福州市和泉州市。其中，厦

门有 33 家入围百强榜单，高居全

省第一。福州则有 32 家入围，泉州

有 17 家入围，漳州、宁德、莆田分

别有 4 家入围，龙岩、三明和南平

则各有 2家入围。

据悉，厦门上榜的企业包括多

家 A 股上市公司，例如，盛屯矿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鹭燕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等。此外，均和（厦门）控股有限

公司、厦门禹洲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等知名企

业也入围榜单。

福建省民营企业 100 强中涉

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

物与新医药、海洋高新等产业的民

营企业共有 54 家。此外，制造业企

业在数量上仍占主体，入围数量达

54 家。

此外，2023 福建省制造业民营

企业 100 强中，厦门有 33 家企业

上榜；2023 福建省创新型民营企业

100 强中，厦门有 60 家企业上榜；

2023 福建省服务业民营企业 100

强中，厦门有 70 家企业上榜。

（钟宝坤）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福

厦高铁即将在9月底开通运营，

厦门与福州两地将实现一小时

直达。9月20日，福建省发改委

出台《关于打造福厦“1 小时生

活圈”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明确，福建省将以福厦

高铁开通运行为契机，聚力打造

福厦“1小时生活圈”，促进高铁

沿线城市资源整合、交通互联、

产业融通、协调发展。在线路开

通先期，将开行58对高铁列车，

后期还将进行增开优化。

福厦两地

将加密列车开行次数
按照《措施》，福建省将统

筹福厦高铁与既有福厦铁路列

车班次，根据两线功能定位和

客流情况，合理布设列车，加密

列车开行次数。新线路将先期

增开 26 对高铁、既有 32 对高

铁变更至福厦高铁运行，后期

逐步增加，优化列车时刻，充分

提升两线利用率。

省发改委表示，将全力组

织高铁“公交化”运行，通过推

行新型票种，增开特色列车等

措施，对列车自身进行优化，以

切实满足福厦（漳）高速便捷通

行和上班族通勤等实际需要。

据悉，除常态化运行外，省

里还计划安排厦门与福州两地

直达列车、标杆车（沿途仅安排

1-2 个停站），在高峰期间按公

交化安排高速列车、大站停靠

列车等缩短旅行时间。其中，福

州至厦门（漳州）早班车次福州

（南）最早 6:30—7:00 出发、厦

门（漳州）至福州晚班车次福州

（南）最晚 23:00 左右到达，在

检修时间允许情况下，争取早

班车次提早半小时、晚班车次

推迟半小时。实行 1-2 班次公

交化运行（即每站经停），满足

上班族通勤需要。

高铁运营后

将推广月票等服务
随着高铁的公交化运营，

后续的乘车便利性也将持续改

善。《措施》提出，福厦高铁通车

运营后将推广实施计次票（月

票）、定期票等新型票种，并推

动新增高铁站开通“铁路 e 卡

通”业务。

在乘客进出站方面，沿途

车站将完善站内标识、扫码进

出站等措施，有效缩短旅客购

票安检进站候车等准备时间，

实现旅客“在途”和进出站快速

集散。

与此同时，福建省与高铁衔

接配套的公共交通网络建设也

将全面提速。按照计划，省里将

重点推动福州南站、厦门北站、

泉州东站、漳州站、莆田站等综

合交通枢纽建设。推动福州、厦

门城市轨道交通与动车站的高

效衔接；加快城际铁路F2线、F3

线和R1线前期工作，争取2023

年底实现控制性工程开工，实现

都市圈城际铁路与高快铁站点

之间的便捷衔接。

另外，《措施》还提出争取

利用福厦高铁列车加挂急快运

车厢，拓展福厦高铁沿线鲜活、

即时等急快货物运输需求；统

筹福厦高铁沿线文旅资源，打

造文化旅游专线和精品旅游线

路；以福厦高铁为纽带，积极探

索推进众创孵化平台、共建园

区建设，吸引青年创业者。

（张珺）

恢复扩大消费厦门有新动作
出台 5方面 18 条举措

2023 福建省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发布
33 家厦企入围

福厦高铁 月底开通运营 将推广月票等服务

共享发展机遇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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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举办

厦门市泰国归侨联谊会

开展中秋联欢活动

赏中秋明月品闽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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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蔡林安置房。图片来源：厦门马銮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