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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国家级和
省级开发区 （工业园区） 创新提升八条措施的通
知》（简称开发区“闽八条”），从明确专业化特
色化发展方向、创新招商引资机制、加强创新能
力建设、坚持绿色集约发展、创新行政管理体
制、创新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开发区统计制度、
实施动态管理等8方面提出新举措。

根据《措施》，明年起，福建省对开发区将实
施有进有出、有升有降的动态管理，对土地等资
源利用效率低、环保不达标、发展长期滞后的开
发区，予以警告、通报、限期整改、退出等处
理。有观察指出，推动开发区新一轮创业发展，
正成为福建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建设“新福建”的重要举措。

推动新一轮创业发展

福建作为中国最早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省份
之一，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商投资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日
益完善的开放体系。在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当
下，福建省开发区应如何保持自身竞争优势并持
续发展？福建官方强调，要依托已有的比较优势
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确定发展重点和主导产
业。根据国家级开发区的不同类型和省级开发区
的发展阶段，制定差别化、针对性的促进政策，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

自 1985 年 1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福建省第一个
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福建省开
发区在带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产业集聚发展、科

技创新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作用显著，并
成为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全省共有各类
开发区102个，其中，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
开发区 30个，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开发区 72
个。

2014 年，福建全省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846.19亿元人民币，占全省28.5%；实际利用外资
24.49亿美元，占全省34.4%；出口总额533.59亿美
元，占全省47%。以上数据显示，开发区已成为福
建省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撑。

在 《措施》 出台之前，福建各界围绕开发区
改革的问题，已经有过长期的讨论，福建官方也
曾推出调整开发区发展的举措。此次的8条创新提
升措施，被外界视为推动开发区新一轮创业发展
的尝试，突出特点是对“加强创新能力建设”与

“坚持绿色集约发展”等方面的强调，并建立起开
发区的动态管理机制。

解决“开而不发”是关键

致公党福建省委副主委刘珂曾指出，福建省
开发区总体实力和发展层次，在数十年的发展中
有了较大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日益增强，在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
问题，制约了省内开发区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经
济规模偏小，增长后劲和空间不足；产业基础比
较脆弱，综合竞争力有待提高；基础设施不够完
善，投资环境吸引力减弱；政策体制优势弱化，
开发区作用难以发挥等。

民革泉州市委主委樊美清则认为，开发区建

设是地方实现跨越发展和经济腾飞的助推器。开
发区为所在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不同程
度上也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应当通过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促进开发区转变发展模
式，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生态破坏型向生态
友好型开发模式转变，推动绿色集约发展，建设
美丽开发区。

总体看来，福建省开发区历经数十年的发
展，难免产生数量过多、开而不发、经济技术水
平偏低、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较弱等问题。随着
各类开发区在全国各省市纷纷涌现，想要充分体
现福建省的竞争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改革转型。

华侨大学教授张向前以泉州为例，指出开发
区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转型升级是一
种改变财富创造的方式，泉州开发区以民营企业
为主，如今正在面临转型和资源配置的问题。只
有利用好自身的制度优势，改变原来模仿的角
色，才能找到更好的生存土壤，实现企业的升级。

开放创新环保样样不少

针对开发区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福建省商
务厅4日透露，福建省政府关于省内开发区发展的
8条具体措施，将促进开发区创新提升，引导开发
区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体制机制优化、科技创新
驱动、绿色集约发展的示范区。

泉州开发区商会会长丁金朝称，泉州开发区
企业正处在大规模转型升级关键时期，企业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全方位
推进产品、品牌、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等方面统
筹发展。同时也需要借助广大企业家的创新智慧
和社会平台，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共同谋求转
型升级道路。

《措施》 中强调“提升开放水平”，对此福建
省商务厅负责人表示，国家级开发区要更大程度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在全球价值链及国际
分工中找准定位；省级开发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
交流合作，积极培育吸引外资新优势。

为推动开发区新一轮创业发展，福建省更加
注重开发区对外招商。官方要求各开发区重视欧
美地区“小而专”企业在核心技术、自主品牌方
面的优势，开展引技引智；对新引进的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和世界500强项目给予奖励补助
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开发区探索同社会资本共办

“区中园”。
《措施》提出，完善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办

法，把创新能力、品牌建设、规划实施、知识产权保
护、投资环境、行政效能、新增债务、安全生产等作
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此外，措施的亮点还有优先保
障开发区用地、明确开发区管理体制等。

福建省商务厅负责人同时表示，鼓励开发区
创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
区、低碳工业园区等绿色园区。严格资源节约和
环境准入门槛，对资源利用效率低、环保不达
标、发展长期滞后的开发区予以警告、通报、限
期整改、退出等处理。

有进有出动态管理 创新创业加快启动

开发区“闽八条”为转型支新招
俞 晓

白墙红瓦燕尾脊，碧水桥边杨柳依。在全国
美丽乡村创建试点、省级生态村龙海市东园镇东
宝村，一座充盈着闽南味、古早味的乡愁馆，从
今年3月份开馆至今，已迎来上万名游客。在这背
后，还有一段东宝村村民捐赠场地、展品以及积
极投工投劳的别样众筹故事。

场地众筹，26户村民捐祖屋办馆

“以前这里房子年久失修，很少有人来这里走
动，显得冷冷清清。如今，老房子修旧如旧，还
办成了乡愁馆，参观的人日渐增多，日子过得热
闹有趣。”近日，在东宝村乡愁馆内，郑水海老人
乐呵呵地说。

东宝村历史悠久，近年来，东宝村围绕“田
园·家园·乡愁”主题，投资 4000 万元让村庄旧貌
换新颜，同时推进土地流转促使蔬菜规模种植，
成为龙海市村级创建富美乡村的典范。2014 年，
该村实现人均纯收入13860元，村财政收入65.6万
元。

为保留更多乡土文化，东宝村祠堂、古厝、
古榕、戏台甚至石磨盘等都被有意保护起来。
2014年 9月，东园镇政府开始在该村筹建乡愁馆。
郑氏宗祠是一座三进式的古厝，建于清代嘉庆年
间，是建设乡愁馆的理想之地。

郑水海从小在郑氏宗祠古厝长大，也是古厝
的主人之一。他说，郑氏祖厝由 26 户村民共有，
村支书召集户代表座谈，大伙儿商量了一下都觉
得是件好事，村民都能受益，当即决定向镇政府
无偿捐赠郑氏宗祠15年的使用权。

为改成乡愁馆，镇里还请来专家修复古厝，
并到各地收集农村老物件添置馆内。今年3月，乡
愁馆揭牌开放。郑水海和儿子郑水亮一家仍旧住
在古厝的护厝里，郑水亮还被村里聘请为乡愁馆
看护人。“守着老宅，也守着村里的宝贝。”郑水
亮说。

展品众筹，热心群众积极献宝

乡愁馆的修缮工作顺利完成，里头要陈设的
展品又成了问题。为此，东园镇政府向社会征
集，收到不少农村老物件，其中有六七百件是东
宝村村民郑月跃的收藏品。

46 岁的郑月跃是个收藏达人，他从事古董收
藏已有 16个年头，收购的木具、瓷器、铜器数以
万件。得知乡愁馆需要大量闽南风格的老物件展
示，他便精心挑选出数百件藏品卖给乡愁馆，同
时无偿献出部分藏品。“村里是大展馆，我家是小
展馆，每次有客人都带到乡愁馆感受一番，他们
都大为赞赏。”郑月跃说。

在东宝村，像郑月跃这样从事农村古件收藏
的村民还有 10多户。古农具、古家具、古玩具等
富有闽南味、古早味的 2000 多件物品从众人手里
汇聚到此，造就了该省目前面积最大、藏品最多
的村级乡愁馆。

馆内设置有生活场景区、农耕文化区、戏剧
文化区、儿时记忆区、文献展示区、影像展示区6
大模块 17 个展区，以实物、文字、图
片、影像等方式展现了闽南农村的历史
印记，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受到满满的
乡土味。

服务众筹，投劳投工建美丽村庄

乡愁馆修缮期间，村里还自发成立
了9人监督小组，主要负责工程质量的监
管。

“乡愁馆是全开放的。平日里，村民
会到馆里转转，每件藏品有没有被挪动
位置都会被发现。看到有游客留下的垃
圾，村民也会主动清扫整理。”家住乡愁
馆旁边的郑井明老人每天清晨和傍晚习

惯在乡村公园逛逛，再回到乡愁馆陪游客聊天，
介绍村里的典故。

东园镇团委在乡愁馆内建立了青春驿站。一
支由大学生村官、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义务为游客提供导游讲解、文明劝导、应急
充电、医疗救护等志愿服务。

为给前来乡愁馆参观的游客提供一个品味乡
愁的休闲场所，东宝村对乡愁馆边的一栋200平方
米的古厝进行修缮，作为旅游会客厅，经营茶
馆、咖啡厅等休闲驿站。该古厝由 5户村民共有，
他们协商后决定无偿捐出使用权。

“如果没有村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一切都无
法实现。”东宝村党支部书记郑和明感慨地说，从
之前的公园建设和道路拓宽，村民无条件拆除数
百间遍布村庄的危房、牛棚、荒菇房、旧猪圈，
并踊跃捐资 33 万元支持建设，到乡愁馆共同筹
建，都能感受到村民期盼村庄越来越美好。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东
宝在村民的同心协力建设中焕发新颜，它的美丽
未完待续。

（据《福建日报》）

龙海东宝村：

一座乡愁馆的众筹故事
赵锦飞 黄国轩 郑智敏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陈
弘毅） 鼠标轻点，“2015 年福
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示”、

“福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
公告”、“福建环境污染企业名
单”等跳了出来，“老赖”的
姓名、具体失信行为一一被列
出，被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的企
业情况也一目了然。

这是日前正式投入使用的
“福建省诚信建设信息公布综
合平台”。公众只要点击进入
这个信息发布平台，就会看到
实时更新的曝光台信息。信息发布平台的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以
来，福建省运用新媒体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惩，“东南网”和“文
明风网站”与省法院政务网的“执行公示”等栏目对接，及时曝光

“黑名单”，有效打击了失信、欺诈等行为。
记者了解到，平台采用图片、文字、视频等多种方式，整合了

法院、工商、税务、住建、环保、食药监、质监等系统信用信息，
集中宣传报道福建推进诚信建设的举措，梳理诚实守信榜样典型，
并对失信单位、人员及时进行曝光，构筑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
之网”。截至目前，平台共发布信息3000多条，涉及曝光企业、个人
数量30多万个。

“其中，近 10％的被执行人受失信公示威慑，主动履行还款义
务；曝光省级挂牌督办环境企业数量1000余条，及时有力地督促相
关企业进行整改。”平台负责人表示。

福建省委文明办主任石建平表示，下一步，福建将加快完善信息
网络，加强各部门统筹合作，完善激励与惩戒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加大震慑力，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引导社会诚信之风建设。

新媒体曝光

福建失信者将“寸步难行”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王成） 10月1日起，船舶港务费等7项中
央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取消。进出福建港口的船舶每年可节
省船舶港务费2.42亿元。

据悉，此次取消的7项收费包括船舶港务费、特种船舶和水上水
下工程护航费、船舶临时登记费、船舶烟囱标志或公司旗注册费、
船舶更名或船籍港变更费、船舶国籍证书费、废钢船登记费。

根据近两年的数据推算，此次免征政策将涉及进出福建沿海各
港口的船舶年均64万艘次，相关港航企业、船舶、船东每年可节省
超过2亿元，船舶港务费占其中的90％左右。

据介绍，除了“真金白银”的减负，停征7项费用还给港航企业带来
实实在在的便利。由于船舶港务费的缴交尚未实现远程电子缴费，缴
费人必须到征收点办理现场缴费手续或通过定期结算的形式缴费。
取消收费将显著提高船舶和货物的流转效率，节省生产营运成本。

船舶港务费等停征

闽进出船舶每年可省2亿多

自1985年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福建省第一个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福建省开发区在
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中的作用日渐显著。 （资料图片）

乡愁馆生活场景区还原了早期的餐厅。 （资料图片）

“首届两岸成人礼”公益文化活动于10月3日在金门举办，厦门
和金门两地共400余名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参加。

图为参加成人礼的学生在象征友谊的金门高粱酒坛上签名，起
名“友谊长久 （酒） ”，相约十年后再相聚同饮此酒。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首届两岸成人礼在金门举办

厦门鼓浪屿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以往每逢“十一”黄金
周，来往游客众多。而今年的“十一”长假在“限客令”的作用
下，来该景区游览的游客明显减少。

今年4月，国家旅游局对全国5A级景区的日承载量和瞬时承载
量都做出明确规定。其中，厦门鼓浪屿每日上岛最大承载量为6.5万
人次。为此，鼓浪屿采取提高上岛船票价格、网络预售船票等方式
限制游客数量。以10月2日为例，鼓浪屿上岛人数近6.5万，比去年
同期8.58万的“高烧”降温不少。

图为 10月 3日，游客在厦门鼓浪屿著名景点日光岩游览。按照
规定，日光岩瞬时承载量为0.23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鼓浪屿鼓浪屿：：

““限客令限客令””下的黄金周下的黄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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