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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家厦企上榜中国制造“隐形冠军”；营商环境新版方案
出台，在巩固前五轮营商环境改革成效的基础上，推出 28大方
面的改革举措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
秀创新成果（2020—2022 年度）评选结果出炉，为全国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厦门探索……今年上半年，一系列创新
成效和创新探索，勾勒出厦门创新引领的活力身影。

一直以来，厦门注重走创新驱动之路，强化科技创新，着
力构建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科技
集群、科技强度跻身全球城市百强之列；深耕改革创新，一批

“厦门经验”走向全国，也成为厦门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秘诀
所在；探索治理创新，从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时代要求
入手，努力让厦门成为展示“中国之治”蓬勃生机活力的窗口。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厦
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之年。厦门牢记嘱托，
勇立潮头，勇毅前行，在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动中，坚持把争优、争先、争效的要求体现到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任务上，坚决扛起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
试验、探路先行的历史使命。

科技创新
持续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又一“厦门造”产品填补国产空白——不久前，厦门宇电
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半导体设备专用串级温控器，成
功通过国内某光伏龙头企业的产线验证，这也是国产串级温
控器首次通过半导体市场验证。

温控器是测量并调控温度的设备，在工业生产、自动化产
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普通 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温控
器不同，半导体生产设备运行过程中所使用的串级温控器需
要更高端复杂的调节算法，其对温控器产品的精度、可靠性、
抗干扰性和稳定性要求非常苛刻。

“此次通过产线验证的产品，采用宇电新一代高性能 24位
定制 A/D（模数转换）芯片，并基于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 PID 算
法，具有多种测量精度可选。”厦门宇电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厦门，企业正携手高校、科研机构，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越来越多的“厦门造”从“实验场”走向“应用场”。

作为国际上第一台测量单分子尺度半导体器件电子学特
性的科学仪器产品，由厦门大学和嘉庚创新实验室自主研发
的第一代单分子电子学科学仪器产品，已应用于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等，甚至还走进了大洋彼岸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验
室。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嘉庚创新实验室的技
术和人才资源优势，整合多学科团队力量，组建了国际一流科
研队伍。”嘉庚创新实验室主任助理、厦门大学信息材料与工
业智能实验室洪文晶教授说。

一直以来，厦门把科技创新摆在重要位置，高质量培育创
新主体、高层次建设创新平台、高标准构建创新机制、高水平
培育创新人才，加快把发展动能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今年 3 月，厦门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再次吹响创新发展
冲锋号。

会上，25 个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签约，总投资 552 亿元；
厦门聘任 40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和顶尖人才为科技顾问；“海洋
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秘书处揭牌及厦门科学城启动；发布

《厦门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实施方案》《厦门市关于进一步推动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若干措施》……彰显出厦门以更高站位、
更大力度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的决心和魄力。

当前，厦门正积极谋划构建“4+4+6”现代化产业体系，已
实现平板显示、软件和信息服务、计算机与通信设备等 10条产
业链产值超千亿元，生物医药、新型功能材料入选首批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正积极布局新能源、第三代半导体等新赛
道，规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42.5%。
去年，厦门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 800 家，总数超 3600 家；
增加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4 家，总数达 143 家；全社会研发
投入强度超 3.2%；厦门科技集群、科技强度首次跻身全球城市
百强。

厦门坚持不懈把科技创新作为事关发展成败的大事来
抓，并定下发展目标——力争到 2026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
超过 3.6%，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5000 家，城市创新能力指
数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前 10 位，把厦门打造成为国家区域科
技创新中心、海峡科技创新核心枢纽……

为此，厦门早已科学、精准地谋划一条科技创新的“厦门
路径”，即“四个一”工作任务：咬定一个目标——把发展动能
转换到依靠科技创新上来，实施一个工程——深入实施科技
创新引领工程，建设一个平台——厦门科学城，营造一个生
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全力把科技创新这
一“关键变量”转化为厦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勇立潮头
谱写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篇章

探索“跨境电商+中欧班列+丝路海运”新模式，打造国际
物流新通道，促进国际运输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发布厦门口岸

“全流程阳光服务”收费清单，推出集装箱“卸船直提”“抵港直

装”等模式，推动口岸降本增效；在全国率先探索并落地离岸贸
易业务，保障企业“出海”拓市场、觅商机……挂牌成立 8 周年
来，厦门自贸片区累计推出 553 项创新举措，以改革创新推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片区高质量发展。

厦门具备经济特区、金砖创新基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等多区叠加优势。一直以来，厦门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
移扩大开放，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

今年 6 月，厦门在巩固前五轮营商环境改革成效的基础
上，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坚持将市场主体获得感作为
主要评价标准，在建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营造公平公正的
法治环境等方面推出了 28 大方面的改革举措，着力激发市场
活力新优势、打造特区开放新优势、构建全域创新新优势。

数据显示，2022 年，厦门实际使用外资 22.1 亿美元，占福
建全省的 44.3%。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作为共建“一带一
路”的标志性品牌，目前，中欧（厦门）班列已稳定开行中欧、中
亚、中俄三条国际货运干线，主要通达 12 个国家和 34 个城市。
我国首个以航运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品

牌——“丝路海运”平台，已有 100 条命名航线，通达 43 个国家
117 座港口。“海丝”与“陆丝”在鹭岛无缝衔接，碰撞交汇出新
的机缘。

立足“一带一路”，打开国际视野。厦门把高标准建设海丝
中央法务区厦门片区作为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的重要支
撑。经过 1 年多探索，厦门已初步构建国际商事海事诉讼、仲
裁、调解平台，补齐厦门涉外法律服务的短板。

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23 年 4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在厦门累计设立 699 家外资企业，合同外资 34.7 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 10.5 亿美元；厦门市累计备案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企业项目 255个，中方协议投资额 55.4
亿美元。

治理创新
托起民生稳稳的幸福

夏天，万木葱茏、鸟语蝉鸣，厦门市湖里街道的城中村呈
现出一派智慧升级、社区共治的景致。

步入后浦社城中村，曾经杂乱的电线已经深埋地下，“智
慧大脑”通过电网串联整座城中村的“神经末梢”。从监控全覆
盖、进村人脸识别、智慧照明，到市容市貌整治、治安消防管理
等不同维度，后浦社展现出厦门市智慧城中村提升试点的显
著成效。

城中村越变越“聪明”，折射出厦门创新社会治理的智慧。
一直以来，厦门市委市政府始终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厦门每年将 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和社会事
业，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在追求更快发展速度的同时，传递暖
人心怀的民生温度。

这样的民生温度正在让越来越多人感受到。4 日清晨，雨
过天晴，厦门山海步道林海线引来不少市民和游客，一路上健
步攀登、观山望海，享受海风吹拂的惬意。

“好美啊！”乘着暑期来到厦门旅游的湖南姑娘冯蕾，此行
特地到“网红景点”山海步道林海线“打卡”，面对眼前的美景
不住赞叹，“林海线穿山连海，龟石望顶、万石苍海、盼归塔等
景点都各有特色，生活在厦门的人真幸福啊！”

为了让市民群众更幸福，厦门持续打造高素质高颜值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项目依托厦门卓越的
自然景观资源，将生态发展和民生改善有机融合，并设置 30余
个主线出入口，全线无障碍通行。如今，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
已成为继云海线之后，厦门又一张展现山、水、城景观之美的
亮丽名片，为厦门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再添新动能。

金秋九月，大同小学岭兜校区又将迎来新同学。依托大同
小学总校教育资源，一支省、市级名师队伍将深耕教育教学，

“浇灌”更多“小树苗”茁壮成长。
大同小学岭兜校区是何厝岭兜片区旧村改造项目竣工交

付的第一个重要民生项目，自校区正式开工建设以来，何厝岭
兜片区分指挥部加快推进，高质高效完成大同小学岭兜校区
建设。

2022 年 8 月，大同小学岭兜校区正式揭牌，承载推动教育
均衡发展重任的岭兜校区，办学规模达 30个班，大大缓解片区
就学压力。不仅如此，硬件高起点建设的岭兜校区，智能化、开
放性阅读空间，学生花园餐厅，学生午托休息中心等设施一应
俱全，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向往与期盼。

民生福祉，枝叶关情。厦门总是用真情实意的实际行动回
应民生所需：2012 年—2022 年全市新增中小学及幼儿园学位
38.5 万个；全市新竣工保障性住房 7.98 万套，筹集保障性租赁
住房 7.61万套，累计配租配售各类保障性住房约 10万套（间）；
共有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复旦儿科厦门医院、川大华西厦门医
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厦门医院（厦门市中医院）4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项目，数量居福建省首位；不断
强化“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作为全国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
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进一步升级养老服务；通过租金补贴方
式，解决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群体 5年内过渡性居住需求……
持续提升的社会民生各项事业，正在让厦门市民百姓共享发
展改革成果，走向高品质生活。

厦门：创新动力足 发展高质量
□本报记者 林丽明 廖丽萍 邓婕 黄鑫

7 月 4 日，碧海蓝天怀抱中的厦门翔安机场塔吊林
立、一片繁忙。“争分夺秒、克难攻坚、夺取百日攻坚战全
面胜利”，在厦门翔安机场项目部门口，一块倒计时牌上
的标语格外醒目。6月以来，厦门翔安机场打响百日攻坚
战，翔业集团、中建八局、中建三局、北京城建等实力国
企全力建设，核心区施工作业面全面展开，通航配套项
目陆续启动，奋力打造新时代平安、绿色、智慧、人文“四
型机场”。

目前，航站区工程方面，主体工程桩基及地下室已
全部完成，航站楼主体结构施工至三层，指廊工程进入
结构封顶冲刺阶段；飞行区工程方面，翔安新机场一期
建设“北一”“南一”两条远距跑道，目前土石方、地基处

理工程已进入大面积施工阶段；相关配套工程方面，已
完成轨道 3、4号线机场站主体结构施工，开展机场西站、
空港经济区站基坑开挖……

翔安机场本期工程计划 2026年实现通航，投用后可
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4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75万吨、飞
机起降 38万架次的使用需求，将成为我国重要的国际机
场、区域性枢纽机场和海峡两岸交流的门户机场，为厦
门打造海丝核心区战略支点提供重要支撑。

作为全球少见的海岛型机场，厦门翔安机场建设任
务十分艰巨复杂，涉及填海造地、房建、民航、市政（轨道
交通、管廊）、铁路和公路等六大工程领域。面对建设规
模大、工程类型多、目标工期短、技术难度高的难题，如

何改变传统工程管理方法，创新运用工程管理新模式有
效协调解决庞大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成为厦门翔安机场
建设的最大挑战。

“我们会同各参建单位，以 BIM+GIS（建筑信息模型+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深度应用为基础，创新构建集规划
设计统筹、目标工期管控和特殊工艺技术咨询等重要功
能于一体的‘三大智囊平台’，打造智慧型数字孪生机
场，实现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管理。”市机场片区指挥部常
驻副总指挥吴洪钦介绍，数字孪生机场技术可从空间、
时间和成本三个维度对机场建设进行数字化管理，解决
建设中各种疑难杂症，为机场建设降本增效，在推进施
工进度的同时，保障施工质量和安全。

科技助力厦门翔安机场加速建设
□本报记者 施辰静 文/图

在厦门太古发动机服务有限公司全球航空维修基地，
工人对发动机进行调校和检查。

本报记者 林梓健 摄

由中铁建设承建的福厦高铁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站
房——新建厦门北站近日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本报记者 施辰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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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厦门翔安机场的核心区施工作业全面展开，通航配套
项目陆续启动。

去年底开业以来，我省最大的滨海商业综合体“海上世界”人气旺盛。图为“海上世界”附近的厦门湾美景。 本报记者 林梓健 摄

厦门城区厦门城区““城在海上城在海上，，海在城中海在城中””的美丽风光的美丽风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施辰静施辰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