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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2

月 1日，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召开，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统战部长会议

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部署全省

统战工作。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

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准

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大力传承弘

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

间关于统战工作的重要理念和

重大实践，把忠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到

实际行动中。要以实施“深学争

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

为抓手，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强化思想政

治引领，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

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

在坚持守正创新中推动统战工

作提质增效、走在前列，为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福建作

为、谱写福建篇章更好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要紧扣省委“8 个

突出”和建设“6 个福建”部署找

准切入点和结合点，着力服务实

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发

挥优势打造常态化招商引智平

台，广泛凝聚团结奋斗力量。要

落实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推动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打造

高素质统战干部队伍和党外代

表人士队伍，完善大统战工作格

局。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

设分会场。 （林清智）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近日，改革热度指数和

城市信用指数综合排名两

项全国性榜单发布，厦门

均位居全国第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会近日发布的《2022 年

第四季度改革热度第三方

评估报告》显示，2022 年第

四季度厦门市改革热度指

数为 82.01，位列全国第

一。与此同时，据了解，根

据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发布的城市信用监测最新

报告，在全国 36 个省会及

副省级以上城市信用指数

2022 年度综合排名中，厦

门位居第一。

改革热度指数是由国

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会独立开展

评估发布的权威指数，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党建等 6大领域，全面体现

地方全面深化改革的宣传

度、参与度、反响度和获得

感，被视作系统反映各地改

革创新水平的权威指数，至

今已开展 5年。自 2018 年

第三季度改革热度指数对

外发布以来，厦门市改革热

度指数多次位居 19个副省

级及以上城市首位。

报告显示，从 4 个直

辖市和 15 个副省级城市

（10 个省会城市、5 个计划

单列市）改革热度指数来

看，厦门、沈阳、济南、武

汉、重庆、深圳、北京、青

岛、天津、上海进入前 10

位。与 2022 年过往季度相

比，厦门改革热度指数增

幅较大，不仅名列副省级

及以上城市首位，而且在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

也位居第一，展现出厦门

经济特区新的改革活力。

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是

各城市信用工作评价的

“度量衡”和“公平秤”。城

市信用指数是营商环境、

城市形象和城市综合竞争

力的集中反映，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城市营商便利度

和市场主体满意度。厦门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市发改委

联合多部门，着力推动信

用服务“放管服”改革、服

务实体经济和服务提升社

会治理能力水平，厦门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领先

全国，成为护航企业投资

兴业的重要基石。

从报告来看，厦门多

个单项指标位列全国前

列，厦门在信用政策制度

贯彻落实、信用制度建设、

信用服务实体经济、信用

创新应用、信用宣传教育

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黄怀刘艳）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

道 久违的游人潮在这个春

节回来了。7天假期里，登上

鼓浪屿的人数突破了 25

万，其中连续 4天超过 4万

人。春节期间，厦门旅游接

待人数、旅游收入等主要旅

游经济指标迎来强劲复苏。

旅游消费火热上扬的

背后，是全市一系列稳增

长举措带来的成效。“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深学争优、敢为

争先、实干争效”———厦门

作为知名旅游城市，认真

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抢

机遇、强优势、挖潜力，为

提振全年消费市场、促进

经济发展开了好头。

跨省旅游人气回归
百度热搜大数据显示，

厦门位列春节国内旅游目

的地TOP10 第三位。在携

程平台上，春节假期目的地

为厦门的整体旅游订单量

同比去年增长 290%，门票

订单量同比增长 286%，跨

省游订单量占比为83%。过

去 3年，由本地游和周边游

占主导的春节度假趋势今

年发生改变。据厦门市文旅

局统计，春节假期全市过夜

旅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

91.1%。

业内认为，惠民政策

措施助推了文旅消费回

暖。这个春节，厦门发放

700 万元文旅消费券，组织

各文旅企业创新推出 500

多款文旅产品，年俗文化

游、乡村游、亲子游、温泉

游、滨海休闲游等产品业

态为来厦游客和市民献上

了过年“大餐”。

真金白银补贴消费
实体餐饮业的火热是

厦门商业消费市场强劲复

苏的缩影。走进厦门各大

商圈，商气浓、人气旺、财

气满，优惠及主题活动应

接不暇。假日期间，中华城

位列全国商圈春节消费增

长幅度前十位，SM 厦门商

业城总客流量超 90 万人

次，世茂双子塔 Emall 总销

售额同比去年大幅提升

110%……商务部门监测的

17 家大型购物中心实现销

售额超亿元，达 10518.43

万元，同比增长 11.3%。

春节期间，“2023 厦门

消费节”推出上百场线上

线下促销活动。奋战首季

度消费市场“开门稳”“开

门红”，厦门出台了“稳商

务若干举措”等一系列促

消费政策，通过真金白银

奖励、发放电子消费券等，

共迎新春好“市”。

转型提升迎来契机
各大景区人头攒动、

热门餐厅等位数十桌、多

家酒店民宿一房难求……

旅游与消费的“开门红”，

成为透视厦门稳经济促发

展强信心成效的一扇窗

口。业界注意到，假期之后

的初七初八，鼓浪屿上岛

人数每天都接近 4 万，酒

店平均住宿率维持在七成

以上，旅游热度还在延续。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

游与酒店管理系副主任魏

敏认为，接下来，想要进一

步激发旅游消费潜能，还

需要进一步发掘厦门特

色，打造精品线路，不断提

升旅游服务质量。

“政策调转初期，旅游

复苏不会一蹴而就，信心

回归比黄金更重要。”厦门

市文旅局对外交流合作处

处长彭军表示，厦门将持

续布局新业态、酝酿新产

品，以期实现高质量转型，

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开门红”数据的背后，

还涌动着商业能级提升、消

费升级的澎湃动能。当前，

厦门正在大力推动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培育创建，鼓励

全球性、国际化高端知名商

业品牌入驻厦门，设立品牌

首店、旗舰店、体验店，鼓励

在厦首发新品，提升消费市

场高端供给能力。

（吴君宁沈彦彦）

厦门市 130 个项目
入选省重点项目

本报讯据海峡导报报道 近日，福建省发改

委公布 2023 年度省重点项目名单，厦门市有 130

个项目列入其中，总投资 6936 亿元。130 个省重

点项目中，在建项目 128 个，总投资 6506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815.7 亿元；预备项目 2 个，总投资

430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8 亿元。

从在建项目的分行业情况看，产业项目 58

个，年度计划投资 343.5 亿元，包括厦门天马光电

子第 8.6 代新型显示面板生产线、厦门时代新能

源电池产业基地（一期）、中创新航厦门三期二阶

段、厦门农商银行总部大厦等项目。这些项目将

进一步健全厦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

基础设施项目 55 个，年度计划投资 450.6 亿

元，包括厦门翔安新机场、厦门思明区湖滨片区

城市更新综合配套工程、厦门轨道交通、海沧沧

江路快速通道工程、厦门电力与清水进岛隧道土

建工程等项目。这些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厦门市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发展。

社会事业补短板项目 15 个，年度计划投资

21.6 亿元，包括厦门大学海韵园二期、厦门实验

中学新校区工程、厦门天文馆、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厦门医院科研教学楼等项目。这些项目的

建设，将进一步增进厦门市民生福祉，加快建设

现代化教育强市，打造高水平健康之城。

（沈华铃）

福厦高铁轨道精调启动
为全线联调联试创造条件

本报讯据厦视新闻报道 省市重点项目福厦

高铁轨道精调作业近日正式启动，预计将用三个

月时间完成施工，为下一步全线联调联试做好准

备。按照计划，福厦高铁将于今年上半年建成投

入运营。

轨道精调是福厦高铁在完成轨道施工及钢

轨铺设后的一道十分重要的工序。捣固车在技术

人员的指挥下，挥动着机械臂对已完成铺设的道

砟进行振捣，接下来还会有稳定车对钢轨进行同

样的碾压，两个步骤交替进行。整个精调过程需

要进行“三捣二稳”操作。

据了解，此次轨道精调，将把福厦高铁的轨

距、钢轨水平高低等轨道几何尺寸，调整到高

铁列车运行允许范围内，满足高铁平稳、舒适

运行的要求，提高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与设计标高相比，福厦高铁精调允许的误

差在两毫米，施工人员将严格按照这一精度要

求进行精调施工，现场一共投入了两套捣固和

稳定车。在厦门段内，首先进行的是厦门北第

二动车所、新建厦门北站等站线的精调，随后

再进行正线精调，预计将用三个月完成全部精

调施工。

改革热度指数城市信用指数综合排名

厦门旅游业迎来强劲回暖

春节假期，鼓浪屿上游人如织。林铭鸿 摄

突出特色打造精品
厦门市委统战部召开统战系统重点课题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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