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厦门市商务局获悉，

《2019-2020 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

金(对外投资合作项目)扶持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日前印发，旨在助力提升厦

门企业“走出去”水平。办法通过直接补

助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对企业进行补

助，其中直接补助项目从 10 项增至 14

项。

境外经贸合作区

实施企业最高可获

150 万元补助
办法的支持范围主要包括境外投资

项目、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对外劳务合作

项目和经市商务主管部门批准或确认的

其他促进厦门对外投资合作工作发展的

事项。适用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生费用的项目或要求在

这两年度内申报的项目。

办法中，直接补助项目增加了资

源回运运费及运输保险费补助、外派

劳务人员补助、对外投资合作活动费

用补助、境外经贸合作区补助等 4 个

细项。

其中，对当年度确认为厦门市境

外 经 贸 合 作 区 按 入 驻 企 业 实 际 总 投

资额予以园区实施企业相应补助，对

入驻企业实际投资总 额 5000 万美 元

以 下 的 予 以 补 助 30 万 元 ；5000 万 美

元 ( 含 )-1 亿 美 元 的 予 以 补 助 50 万

元 ；1 亿 美 元 -3 亿 美 元 的 予 以 补 助

100 万元；3 亿美元(含)以上的予以补

助 150 万元。对当年度通过年度考核

的 厦 门 市 境 外 经 贸 合 作 区 实 施 企 业

给予 30 万元补助。

从事境外投资

和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贷款可获贴息
办法规定，对企业从事境外投资

和对外承包工程，用于投资或承包工

程 项 目 所 在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境 外 项 目

经营 180 天(含)以上的贷款仍予以贴

息。贷款可由境内主体或其境外企业

从 境 内 银 行 或 从 我 国 银 行 在 境 外 的

分支机构取得。人民币贷款贴息率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执行的基准利率，

实际利率低于基准利率的，按实际利

率；外币贷款年贴息率按 3%，实际利

率低于 3%的，按实际利率。贷款贴息

支 持 比 例 不 超 过 项 目 实 际 利 息 的

50%， 外 币 贴 息 额 按 贷 款 当 年 12 月

31 日中 国 人民 银 行 公布 的 人 民币 外

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计算。一个项

目享受贷款贴息不超过 5 年。

企业由于同时属于境外投资、对外

承包工程或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类别而导

致扶持资金封顶金额不同的，可就高扶

持。单家企业扶持资金低于 1 万元的不

予拨付。具体申报时间将在市商务局官

网另行公布。 （王颖达）

厦门出台扶持政策
厦企对外投资合作项目

可获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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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后，我们所乘

坐的每一列地铁 1 号线列

车，都有一个名字———“嘉庚

号”。10 月 26 日，第二届厦门

嘉庚文化周在读者节现场启

动，同时举行厦门地铁 1 号

线“嘉庚号”列车组命名仪

式。这是全国首创以名人命

名的地铁列车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陈嘉庚获授“最美奋斗者”

荣誉称号。本月，我们还迎来

了陈嘉庚先生诞辰 145 周年，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给集美校

友总会回信 5 周年。为进一步

宣传和弘扬嘉庚精神的时代

价值，市委统战部、集美校委

会牵头协调，将厦门市地铁 1

号线列车组命名为“嘉庚号”。

这是厦门继厦门大学“嘉庚

号”科考船之后，首次以“嘉庚

号”命名地铁列车组。

当日，陈嘉庚长孙陈立

人像往常一样，胸前佩戴着

“嘉庚花”，出席厦门地铁 1

号线“嘉庚号”列车组命名仪

式。据了解，陈嘉庚生前最喜

欢石斛兰，为纪念嘉庚先生

所作出的贡献，新加坡兰花

协会将培育出的石斛兰新品

种命名为“嘉庚花”。

“很意外，虽然我已经多

次乘坐厦门地铁 1 号线，但

从没想到它会被命名为‘嘉

庚号’。”陈立人点赞说，厦门

市积极弘扬嘉庚精神，连续

举办了两届嘉庚文化周，希

望这项活动越办越好。

地铁 1 号线几乎一半里

程在陈嘉庚先生的故乡———

集美区。这条线路还被誉为

“全国最美海景地铁”，列车

从高崎跨海而来，直奔陈嘉

庚一手打造的集美学村。值

得一提的是，这段最美海景

路线就是在陈嘉庚倡建的高

集海堤和集杏海堤基础上建

设的，集美学村站也是由嘉

庚先生倡建的鹰厦铁路老火

车站改造而来。

命名后，厦门地铁 1 号

线列车组将增添更多嘉庚元

素。其中之一就是在车身上

部印上“嘉庚号”———这三个

字字体来头不小，出自邓小

平同志的手书。集美校委会

副主任、陈嘉庚纪念馆馆长

陈呈介绍，1984 年，在陈嘉庚

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际，邓

小平同志来厦参观嘉庚先生

故居，回京后提笔赞扬陈嘉

庚的光辉精神。厦门经过多

方征求意见、反复调研，从这

份题词中摘取了“嘉庚”二

字，并秉持协调美观的原则，

又从邓小平同志的其他手书

题词里找到“号”字，合成了

“嘉庚号”。

“嘉庚号”列车组将成为

新时代弘扬嘉庚精神的立体

化移动宣传平台。当列车通过

集美学村站，车厢内将利用声

光电等新媒体载体向游客介

绍集美学村和嘉庚精神。

本届厦门嘉庚文化周由

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指

导，集美学校委员会、集美区

委宣传部、厦门日报社、陈嘉

庚纪念馆等主办，厦门大学

协办，借助一系列精彩纷呈、

意义深刻的活动，包括厦门

地铁 1 号线“嘉庚号”列车组

命名仪式、“嘉庚号”地铁模

拟车厢展示、“陈嘉庚纪念馆

线上展厅”启动仪式、“中国

梦·航天梦”邮展等，带领大

家走近嘉庚先生、感悟嘉庚

精神。 （林桂桢 卫琳）

本报讯扫一扫二维

码，进入陈嘉庚纪念馆线

上展厅，就能通过数字化

的文物资料和 VR 实景

体验，了解嘉庚先生爱国

爱乡、倾资兴学的光辉一

生。10 月 26 日，“陈嘉庚

纪念馆线上展厅”正式上

线，许多市民游客拿出手

机，开启了一段“掌上嘉

庚文化之旅”。

陈嘉庚纪念馆是陈

嘉庚文物资料的主要收

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

和科学研究机构。为了

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

会教育功能，集美区委

宣传部和陈嘉庚纪念馆

联合打造了“陈嘉庚纪

念馆线上展厅”，通过线

上线下结合的新媒体模

式，打破时空限制，让广

大市民足不出户、打开

手机就能“逛”陈嘉庚纪

念馆，感悟嘉庚精神。

“‘陈嘉庚纪念馆线

上展厅’搭建了宣传陈嘉

庚精神的平台和窗口。”

集美区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陈嘉庚

纪念馆线上展厅”成为人

们喜闻乐见的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终身教育课

堂，更好地为推进厦门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陈嘉庚纪念馆线

上展厅”分为数字嘉庚、

VR 体验、社教娱乐、媒

体资源和地图导航五个

板块，利用 3D 模型及

VR 全景技术、多媒体

技术，可 360 度全景还

原陈 嘉 庚纪 念 馆 各展

厅。市民朋友也可以在

线上观赏电影 《侨女日

记》、广播剧《再会吧，南

洋———陈嘉庚与南侨机

工》、有声绘本读物《陈

嘉庚的故事》等嘉庚主

题文艺作品。

“VR360 度实景展

示，让人身临其境参观

陈嘉庚纪念馆。”市民林

芬说，还有许多嘉庚精

神相关知识问答、嘉庚

胜地相关趣味拼图和找

茬游戏等，引导人们在

趣味游戏中了解嘉庚先

生，非常适合小朋友体

验。（林桂桢应洁卫琳）

本报讯 10 月 27 日

6:40，一趟由俄罗斯新西

伯利亚出发的中欧班列

返程班列抵达厦门多式

联运监管中心。该班列运

载 45 个 40 尺集装箱，共

计 1850 立方米桦木板

材，经由内蒙古二连浩特

口岸入境，将在厦门港作

短暂停留，转接船舶南下

前往越南胡志明港。这次

中欧(厦门)返程班列整列

经由厦门过境，标志着厦

门已初步形成海铁联运

物流双向新通道。

为推动过境运输业

务的开展、切实做好海关

监管服务工作，厦门海关

收集重点企业关于过境

运输业务模式的需求建

议，全面保障“陆丝”与

“海丝”的无缝衔接，共同

打造海铁国际联运服务

品牌。 （白若雪洪钧）

本报讯 厦门市政府 10 月 24 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2019 年前三季度厦

门市经济运行情况。

厦门市统计局总统计师李薇称，厦

门经济实现了稳中有升。前三季度厦门

市 GDP 增长 8.1%，已连续三个季度保

持 8%及以上增幅，超过福建省本季度增

速 0.1%，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李薇分析，前三季度，厦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4%，第二产业有力

拉动了 GDP 增长；第三产业有效支撑，

交通运输业、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均实

现两位数增长。

李薇补充，有部分指标在 9 月份反

弹，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工业增加值

比上半年提升 0.3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幅全

省首位，有效支撑全市经济发展；外贸进

出口高于全国水平，出口由年初的下降

2.7%转为增长 6.8%，呈逐月回升态势。

今年以来，厦门市大力开展招商引

资，“大招商、招大商”持续升温，一批大

项目签约落地。中航锂电、天马 6 代

AMOLED、浪潮等 3 个百亿量级制造业

项目签约落地，华为第一个鲲鹏生态基

地和超算中心项目落户厦门。据统计，

至 9 月末，厦门市已入招商项目库 896

个，总投资 6638 亿元(人民币，下同)。其

中，10 亿元以上项目 155 个，世界五百

强、大型央企 100 个。 （黄咏绸）

第二届厦门嘉庚文化周启动

厦门连续三季度GDP
保持 8%以上增幅
招商引资攒“后劲”

开启“掌上嘉庚文化之旅”

中欧班列返程首次过境厦门

陈嘉庚创办航海教育 100 周年

纪念活动启动

陈有理印尼归侨：

我和我的祖国

听老物件讲述 60年里的故事

华侨博物院举行

60周年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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