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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观察

日前，“千年银城 四海同安”2024年同安文旅经
济发展大会在同安影视城举办。大会包含文旅推介、
商贸洽谈、政策发布等多项内容，对接下来同安区一
系列推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进行解
读，并签约了一批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项目。

一场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搭建起了一个同安
区文旅消费市场“春意盎然”的舞台，更打开了一
扇讲好千年银城山水故事的窗口，共同催生同安
旅游品牌新活力。“行至同安，定有梦与美景。当
前，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诚邀四海宾朋一起品味‘千年银城 四海同安’的
独特魅力。”同安区主要领导发出诚挚的邀请。

政策先行
推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璀璨绚烂的特色灯光
秀、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现场，一场场表演
轮番上阵，引来现场市民游客阵阵掌声和惊呼。

不仅有精彩绝伦的表演，本次大会的内容同
样“干货满满”。大会上，《同安全域旅游规划》正
式发布，通过以千年文化底蕴为魂、以生态资源
为基，打造全方位、全时空、全体验的旅游格局。

据了解，同安区拥有 2 家 4A 级景区、2 家 3A
级景区、1家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同
时，还有 2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4 个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2 个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

好山好水引来好项目。同安将旅游区划分为
北部山地生态旅游区、中部老城文化旅游区以及
南部新城滨海旅游区三个部分，聚焦全域旅游进
行招商。随着旅游区位规划属性发生结构性变化，
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品质化也更加明确了。

活动现场，主持人对《同安区推进文旅经济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 年—2026 年）》进行解
读。接下来，同安区将以“千年银城 四海同安”为
整体形象口号，对文旅资源进行整合，并优化产业
布局、构建产业集群，推进文化旅游发展和乡村振
兴、建设新老城区、创造高品质生活全面融合。

“我们将厦门市委、市政府对文旅工作的要
求和目标，与同安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归纳总结
为促进同安区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八项措
施。”厦门市同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陈丽霜介绍，同安的旅游资源丰富，“山-海-

城”整体的旅游要素齐全，希望在措施落地后，能
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同安游玩。

本次大会还邀请到超过30家本地及外地合作
客商共聚同安，推介、展示各自的旅游产品。来自厦
门方特旅游度假区、盛之乡温泉度假村以及顶上乡
村等同安本土的旅游商家，联手同安锡雕、珠光青
瓷、漆线雕非遗传承商家等，共同展示众多独具特色
的旅游和文创产品，体现了同安文化旅游的魅力。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对同安的文化、产业以
及旅游资源等方面有了全面的了解，也得到了很

多启发。”福建土楼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文涛表示，希望以后能与同安在项目的技
术、运营模式等方面有更多合作。

引客下乡
变山水画卷为发展答卷

趣味插秧文化节、山药品鉴采摘文化节、高
山茶旅文化节……4 月，同安的文旅活动春潮涌

动、活力十足。
作为厦门市农村面积最大、农业占比最重、

乡村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同安区下辖 4 镇 7 街 81
个建制村和 63 个社区。近年来，同安区着力打造

“一村一品”，不少乡村的旅游设施建设日趋完
善，各具特色。

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如何引游客下
乡，让流量进村，将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
旅游发展优势，是政府部门亟须面对的课题。本
次大会上，包括同安乡村旅游推广战略合作、环
东浪漫线水上休闲运动项目、音乐节项目等在内
的一批促进文旅措施的重要项目同步签约。

在同安区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项
目中，同安区与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厦门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约，组
建同安区文化旅游发展顾问委员会，由专家学者
为同安区提供文化旅游及产城融合、一二三产业
融合、文旅赋能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等领域的研
究咨询、政策建议，以及发展要素整理与导入、产
业运营顾问与合作等方面的支持。

“未来，将通过邀请在文旅方面知名的专家学
者以开展讲座的方式，赋能同安文旅的经济发展。
希望通过我们陪伴式的服务和全过程的咨询，同时
导入优势资源，为同安的旅游发展注入新动力。”厦
门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郑灵飞说。

数据显示，在2023年，同安区旅游人数和收入
分别同比增长61.2%、68.8%，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
额同比增长 56.8%，增幅位居厦门市第一。这些年
同安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和不断“上新”的促进旅
游发展新举措，有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全面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市第一只区级文体旅产
业基金厦门国升银城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基金
也在大会上鸣锣敲钟、同步设立。基金首期规模 1
亿元，将加速推进同安区文体旅产业与大消费、
大科技、大健康、先进制造等领域的融合发展。

同安区凝聚合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

在千年银城寻山水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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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住房公积
金年度报告，并透露今年 2 月以来实行的住房
公积金贷款新政实施效果，同时再推一项新政，
从 3 月 25 日起老旧住宅加装电梯，父母可提取
子女公积金支付。

今年 2 月 1 日，厦门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
贷款政策，执行两个月，受理的贷款金额就超过
10亿元，平均每笔贷款额度由去年的 95.75万元
增加到 122.07万元，支持缴存人购房成效显著。

近年来，厦门不断创新住房公积金便民服
务举措，“高效办”“集成办”“简化办”“跨省办”

“一站办”“就近办”，形式不同、内容新颖的创新
举措，得到群众普遍欢迎，不少做法获得省里肯
定，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智能秒批
被省住建厅要求予以推广。

智能秒批——
安装电梯提取公积金

不久前，家住厦门白鹭苑的徐先生得到建
设单位通知，他所在小区楼栋加装电梯已备案，
业主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相关费用。

徐先生打开“厦门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几
分钟后顺利办结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钱款到
账短信发到他手机上，实现了秒批，徐先生也
成为全市首位在手机上办理该项业务的群众。

“太便捷了，这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好举措，点
赞！”徐先生说。

厦门率先在省内实现老旧住宅加装电梯提取
住房公积金智能秒批的举措，当地群众纷纷点赞。

其实，加快城市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提取住
房公积金用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让群众从“有
房住”到“住得好”，这样的好政策，厦门一直在
优化递进。

“自 2024年 3月 25日起，缴存人及其配偶可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本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在
本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或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累
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加装电梯或电梯更新改造的
个人出资额。目前，系统正在调试中。”厦门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此前，厦门仅支持
缴存人本人及其配偶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老旧
住宅加装电梯，但有加装电梯需求的多为老年群
体，故而我们优化了这项政策的支持范围。”

数据显示，厦门群众对老旧住宅加装电梯
需求强烈。至 2023 年末，厦门老旧住宅加装电
梯、老 旧 电 梯 更 新 改 造 累 计 提 取 住 房 公 积 金
1883笔，金额 9775.42万元。

“一站式”服务——
办理保障房公积金贷款
刚刚申请到 2023 年社会批次保障性商品

房的林女士，在体验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一站
式”服务后称赞道：“我根据工作人员提示，操作
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十几分钟后就办好了，之
后也不用再跑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

而在以前，保障房申请家庭办理购房手续
后，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需要在受委托银行和
市政务服务中心之间来回跑几趟。现在，厦门将
住房公积金窗口靠前，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组织
业务骨干以及 5 家银行工作人员入驻保障房销
售大厅，率先在全国实施“一站式”服务，提供购
房首付款收款、住房公积金提取、住房公积金贷
款和逐月还贷等各项服务。

除了靠前服务，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还推出一
项举措，凭住房公积金查询单抵扣房款首付金
额，相当于购房家庭可以直接使用住房公积金账
户里面的钱付房子首付，无需自己先垫资，一系
列便民举措获得保障房购房群众的一致好评。

截至去年 12 月 20 日，厦门为 8 个批次保障
房购房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累计为 1515 名
群众办理了提取住房公积金转首付业务，受理
1181笔住房公积金贷款。

跨省通办——
13项高频服务落地

“真的太感谢了，本来需要回济南处理的事，
在厦门本地就办好了！”近日，来自济南的田女士
连连点赞厦门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业务，通过
该业务，她拿到了在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的缴存
明细，顺利在厦门办理了购房提取公积金业务。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表示，通过在线下
设置“跨省通办”服务窗口，采用“收办分离”模

式，向异地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代收代办和两
地联办业务，推动住房公积金高频服务事项“跨
省通办”全面落地。

随着今年又新增 2 项，厦门已实现 13 项住
房公积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并可全程网办。

2023 年，窗口共办理“跨省通办”业务 235 笔，其
中，异地购房两地联办业务 133笔。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厦门持续完善住
房公积金制度，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更好地满
足了广大缴存职工的住房需求。

厦门不断创新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举措厦门不断创新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举措，，满足广大缴存职工的住房需求满足广大缴存职工的住房需求

从从““住有所居住有所居””迈向迈向““宜居安居宜居安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挺陈挺

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事项
“高效办”。2023年 7月 1日起，正式开办二

手房“带押过户”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降低二
手房贷款融资成本，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办理
效率。

“集成办”。拓宽“租房一件事”惠及面，与建
信住房厦门公司、安居集团、建发物业集团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租住长租公寓的缴存职工，可直
接使用住房公积金缴纳房租。

“简化办”。办事材料“应减尽减”。优化综合
管理信息系统和个人网厅系统，上线自动查询
调用功能，减少重复提交借款合同等材料，进一
步提升住房公积金政务服务质效。

“就近办”。打造“15 分钟便民服务圈”，将
住房公积金服务嵌入全市 430个“e政务”自助
机及上百个银行网点，实现“自助办”“就近办”，
持续开展“上门办”“帮代办”服务。

“亮码办”。畅通窗口查验功能，在第一时间

推动“亮码可办”落地窗口的基础上，在全省率
先实现线上业务“亮码可办”。

“网上办”。在个人网厅嵌入“全国住房公积
金小程序”二维码，实现省网厅公积金缴存业务
均可全程网办；拓宽提取住房公积金线上办理
渠道，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业务全程网办。

今年2月公布的新政
申请条件放宽。“申请贷款时前 12个月连

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调整为“申请贷款时
前 6个月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让更多的
缴存人具备申请贷款资格。

贷款额度更高。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计算公式，进一步提高贷款最高额度，家庭最高
可贷到144万元。

减轻贷款职工还款压力。将住房公积金贷
款流动性调节系数上浮至 1.2，执行至 2024 年
12月 31日，进一步提升缴存人住房购买力，减
轻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还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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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洋唐保障房居住区厦门洋唐保障房居住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无人机表演无人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