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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观察

本报讯（记者 林泽贵） 近日，厦门成功举办
2024“海归鹭岛”海外留学人才厦门行活动。通过发
布高层次人才需求信息、组织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大
赛、厦门人才政策专场推介、深度考察厦门创新创
业环境等，全方位展现厦门爱才的真心、留才的诚
心和育才的精心，为厦门打造国际化人才城市注入
新力量。

此次活动紧密围绕服务厦门“4+4+6”现代化
产业体系需求，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来自英国、法
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20 多名留学人才积极
报名参与，其中硕士以上学历者超过 94%。

厦 门 市 留 学 人 员 服 务 中 心 专 门 为 活 动 升 级
了“ i 海归”掌上通综合服务平台，发布详细而精
准 的 人 才 需 求 信 息 和 项 目 简 介 ，打 造“ 人 才+项
目+企 业 ”的 云 招 聘 对 接 会 ，线 上 精 准 对 接 1300
多人次。

“我们公司正在进行全球化布局，积极开拓海
外业务，对于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知识的留学人才
需求较大。”厦门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聘
资深经理邹林枫说，厦门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帮助企
业和留学人才进行对接，让企业提前全面了解留学
人才信息，大大提高了对接成效。

93家单位线上发布高层次人才需求信息，提供
350 个岗位，招聘 755 人；举办第二届厦门“归鹭杯”
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大赛；邀请上市公司艾德生物、

厦门钨业、松霖科技、海辰储能、厦门大学、浦发银
行等 40 余家厦门优质企事业单位与留学人才面对
面对接洽谈……

围绕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项
目链深入融合，此次活动集合招聘求职、路演比赛、
项目对接以及贷款投资等多种人才对接形式，满足
留学人才来厦创新创业立体化需求，打造一站式留
学人才对接新模式，展示了厦门对高层次人才的重
视与渴求。

在“归鹭杯”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中，众多优
秀的创业项目和团队脱颖而出。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卢晨雨第一次来厦门就收
获惊喜和好运，她带来的《多重RNA定量技术助力
肿瘤精准治疗》项目在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厦门环
境优美，政府部门又为留学人才打造了优越的创新
创业环境，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
卢晨雨说，希望自己的肿瘤诊断项目能在厦门落地
推广，为全民健康贡献一份力量。

“此次参会项目都是博士项目，质量很高，且
与厦门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具备一定的前瞻
性、创新性，有清晰的商业模式、良好的市场发展
前景。”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此次活动创新采用“以猎头机构为引领、以数
智化平台为基础、以企业园区为主体”的多元引才

模式，首次引入市场化人才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各
方优势，精准定向邀请了 50 位留学博士来厦深入
考察对接，提高了引才效率和精准度，并为人才与
厦门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 21 位博士更是携带高新
技术项目来厦对接。

事实上，早在 2002 年，厦门就以地方立法形式
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工作
的地方性法规《厦门经济特区鼓励留学人员来厦创
业工作规定》，并专门成立了厦门市留学人员服务
中心，全方位保障留学人才创业工作的顺利推进。

近年来，厦门持续加大对人才发展的投入和支
持力度。截至 2023 年，全市留学人才总量达到 3.8
万人。

凭 借 良 好 的 人 才 发 展 环 境 和 优 质 的 人 才 服
务，厦门先后入选“海创人才吸引力城市”和“外籍
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并连续三年蝉
联“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市”。数据显示，厦门全市
人才资源总量达 163 万人，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近
2 万人。

厦门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厦门将立足全
球视野，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
动模式再创新、政策再升级、机制再优化，实施“鹭
引五洲”引才行动，为厦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集聚更多国际化人才资源。

真心爱才 诚心留才 精心育才

“海归鹭岛”留学人才厦门行活动举办

深挖数据价值 赋能产业发展

厦门易居达集团有限公司专注于智慧环保、
大数据平台等业务，被认定为厦门市 2023 年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今年 3 月 20 日，企业申请了交
通银行厦门分行的“火炬园区贷”，一周时间就申
领到 400万元额度。

“准备好材料后，在网络上提交申请，整个流
程大约花费 10 分钟，没想到这么方便。”厦门易
居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汤晓华高兴地告
诉记者，今年公司新中标不少项目，这笔贷款极
大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2023 年，厦门市发改委联合交通银行总行、
中物联等机构建设信用数据创新应用实验室，探
索“信用+数据”创新应用模式，对信用数据开展
数据采集、整理、加工。同时发挥实验室优势，孵
化信用创新产品。

今年 3 月初，交通银行厦门分行面向火炬园
区内企业，以接入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的纳税、
社保等公共信用数据为基础，通过联合建模核算
授信额度孵化成功“火炬园区贷”。截至目前，已
申请“火炬园区贷”企业 263 户，审批通过 129 户，
提款金额 1.72亿元。

经济发展，基础在实体，支撑在产业。厦门深

入挖掘信用数据价值，释放产业发展活力。聚焦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厦门将信用转
化为经营主体稳产能、渡难关的“真金白银”，创
新“港航信易贷”“园区信易贷”“招投标信易贷”
等特色应用场景。

以招投标信易贷为例，该应用已服务31个省份上
百万家工程行业中小企业，累计授信总额超450亿元。

“在建筑行业，往往需要提前垫资进行施工，
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难免出现资金周转问题。”厦
门政亿建设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方平介绍，基于政
府招投标领域建设项目的“招投标信易贷”，解决
了企业的难题，无须担保、抵押，在线上平台上传
政府中标合同即可贷款。

在信用赋能的过程中，厦门还积极通过联合
共建实验室的方式，融合运用合作伙伴在各领域
的资源和优势，提供可信的数据共享开放平台。
如今，“信用信息金融开发应用实验室”“信用+
双碳数据实验室”等行业实验室，将信用大数据
与科技金融、货运物流、绿色金融、智能技术等领
域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了数据要素价值，为加
快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创新应用场景 服务民生保障

在厦门，信用不仅赋能产业发展、助力科技

创新引领动能转换，也聚焦群众关键小事，持续
创新应用场景，探索信用数据服务民生。

“不用提前充值预交押金，看病、检查、取药
这一系列流程下来只要结算一次，确实又方便又
快！”体验过“信用就医”后，家住湖里区金尚社区
的市民陈女士赞不绝口。

得益于厦门率先在全国推出“个人信用白
鹭分+平台+金融机构”信用就医模式，市民可

“先诊疗、后付费”，解决了群众就诊流程繁复
问题。目前，已有 60 家公立医疗机构上线信用
就医服务功能，累计开通人数超 73 万人、授信
金额超 3 亿元，平均单次就诊节约市民时间 35
分钟。

“推动信用惠民应用创新，厦门打造了扎实
的平台底座。”厦门信息集团大数据运营有限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由公司建设运营的信用大数
据创新中心依托信用数据推出的“个人信用白鹭
分”，从基础信息、守信正向、失信违约、信用修
复、用信行为五个指标设计市民信用评分模型，
描绘市民个人信用画像。

以信用便民、信用惠民为导向，“个人信用白
鹭分”发布以来，已与杭州、宁波、海南、黄石、郑
州、福州等 10 个城市建立信用分互认共享机制，
当前有“信用就医”、“信用借阅”、“信用停车”、

“新市民专区”、政务优先办理等 66 个应用场景

在线，累计注册用户突破 327 万人，用信次数突
破 6430万次，信用免押等惠民金额超 15亿元。

厦门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仍将
紧贴城市生活的热点、痛点、难点，继续在政务、
民生方面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市民的守
信获得感，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贡献更多

“厦门经验”。

推进体系建设 提升基层治理

信用是社会治理之基，厦门以信用“微改
革”，带动了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水平提档升级。

在同安区祥平街道凤祥社区，居民只要参与
志愿服务、社区捐赠、保护环境等行为，都可以获
得信用积分，在社区的信用积分超市兑换各类
物品。

作为同安城区的核心区域，凤祥社区人口密
集，商业繁荣，但也因此存在不少基层治理难题。
社区内住宅、学校集中，近七成商铺经营餐饮，人
员流动大，环境卫生问题较为突出。

2018 年 11 月，凤祥社区通过建立多部门、多
商家、多群体联动的信用积分兑换机制，推动形
成“信易居”社区治理模式。社区组建积分登记
小组，设立观察员，为做好垃圾分类、参与社区
活动、参加志愿服务等行为的商家、居民登记信

用积分。在社区“两委”的走访和宣导下，不少商
家签下诚信、文明经营的承诺书，部分商家甚至
主动为信用积分超市提供货源。信用积分可在
信用积分超市兑换商品，以此给予参与者正向
激励。

“几年来，社区面貌得到极大提升。”凤祥社
区党总支书记林方园说。截至目前，凤祥社区信
用积分超市已兑换积分 131 批次，惠及辖区居民
数 2700 人次，商家虚假宣传、诚信纠纷等现象逐
渐减少，并激活社区商圈，商户由 2018 年的 732
家增加到如今的 1174家。

信用建设“一根针”，串起基层治理“千条
线”。随着社会对信用服务产品的需求日益上升，
信用服务基层治理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规模不断
扩大——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涉民营企业执行
案件“信用考核机制”，帮助失信企业回归良性发
展轨道；依托个人信用白鹭分信用数据的新市民
精准识别系统，厦门为市民提供新市民身份标签
查询服务，打造“新市民专区”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首创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提高项目审批
效率……

信用理念不断深化，信用元素不断融合，信
用场景不断拓展……如今，“信用+”改革创新不
断为厦门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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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邱赵胤 廖丽萍

近来，厦门在全国 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城市综合信用指数和近 12个月平均综合信用指数均持
续保持第一。

厦门是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出台了全国副省级城市首部地方社会信用条例，较早构建
了全市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现已形成信用建设与基层治理、营商环境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
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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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发改委联合交通银行总行建设信用信息金融开发应用实验室。（资料图片） 居民用“信用积分”兑换物品。 （资料图片）市民在了解“信用就医”相关服务内容。 （资料图片）

留学人才厦门行启动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