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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市民营经济迅猛发

展，领跑福建。30 年来，泉州民营经济以年

均 30%以上速度递增。1978 年，全市生产总

值不足 10 亿元，到 2011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

值 4270 亿元，人均 GDP 达 8100 美元，财政

总收入达 500 亿元，全市吸纳就业人数 500

多万人。2012 年，泉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又

上新台阶，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4726.5 亿元，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93.46 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 12.3%、21.2%，人均 GDP 达 9076 美元。

泉州将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全

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上，记者采访了全

国人大代表、中共泉州市委书记黄少萍。

谈起泉州的发展，这位上任不久的市委书

记显得胸有成竹、信心满满。

放眼全球的拼赢精神

黄少萍给记者介绍，泉州的民营经济

已形成产业集群，目前，全市拥有纺织服装

（1500 亿元）和鞋业（1360 亿元）两个超千亿

元、装备制造（803 亿元）和建筑建材（740 亿

元）两个超 500 亿元产业集群。泉州箱包、

晋江休闲运动鞋、石狮休闲服装、南安五金

水暖器材和德化日用工艺陶瓷等 5 个产业

集群还入选了“中国百佳产业集群”。

“困难的时候，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企

业要顶得住、要有韧性。”黄少萍指出，在帮

扶企业发展方面，泉州连续几年召开千人企

业家大会，出台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创新技

术、开拓市场、转型升级，在更高的起点上建

设经济强市。泉州各级各部门不断完善行

政服务，实现了行政审批项目时限压缩至法

定 50%以内、窗口即办率提高至 50%以上等

目标，以此帮助企业、方便企业，也给企业信

心，为企业指明方向。

金融改革助企业腾飞

去年 12 月 19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泉州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总体方案》。泉

州市紧紧抓住机遇，迅速行动起来，全力抓

好政策运用，抓好项目实施，目前已确定 34

个近期、41 个中期重点金改项目，有些已取

得初步成效。

黄少萍告诉记者，泉州的金改区建设瞄

准的是实体经济、实体金融，为此，泉州市确

定了两大主攻方向和任务。

一方面，全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

拓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通道，尽量把 2

万亿元民间资本撬动起来，让泉州民营经济

发展“如虎添翼”。从龙头企业角度，主要通

过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加快培育一批“航

母式”龙头企业，从而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

另一方面，全力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目前，泉州有小微企业 7

万多家，占全市企业数七成左右，泉州市把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作为金改工作

的一项重要突破口，主要从 4 个方面入手：

一、针对信用不健全、信息不对称问题，

着力构建区域征信系统，打造金融信息综合

服务平台。全面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现

状调查，将全市小微企业全部建档，抓紧进

行信用评级。

二、针对市场竞争不充分问题，着力培

育与小微企业相适应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和

准金融机构。全市现拥有小额贷款公司 26

家（去年新设 12 家）、融资性担保公司 48 家，

还设立了 2 家金控公司等，多元化金融服务

体系正加快形成。

三、针对贷款风险大的问题，着力建立

风险共担基金，完善再担保机制。从 2013 年

起，泉州市设立金改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建立

小微信贷风险共担基金、成立再担保公司等。

四、针对金融服务不到位问题，着力加大

创新支持力度。去年来，泉州组织开展了“一

十百千”行动，有关银行还成功发行了 36 亿

元小微企业金融债，从各方面加大对小微企

业的扶持服务，促进了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

大讨论带来大解放、大提升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面对新形势、

新挑战，如何更好地推进长远发展成为泉州

市上下思考的重点。

2 月 19 日，泉州市召开全市动员大会，

以“增强忧患意识 推动长远发展”为主题，

部署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大讨论活动。通过

开展大讨论，各地结合实际，寻找到了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分析了原因，采

取了进一步推动发展的措施。

如何做好大讨论后的转化工作？黄少

萍告诉记者，泉州市开展大讨论活动，将把

务求实效作为根本要求，突出抓好以下几方

面工作：

抓好事关长远发展课题的调研转化。

特别是注重从大讨论活动中谋划一批大项

目、好项目，以项目来解难题、补差距、增后

劲、出成效。

努力实现今年全市经济发展的奋斗目

标。坚持自加压力，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计

划指标调高至 GDP 增长 12%、公共财政总

收入增长 13.5%等，并分解下达至各县（市、

区）、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

切实推动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

效率。无论是经济部门还是非经济部门，都

要从各自职能出发，为服务全市发展多尽

心、多出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

风，多办实事。泉州市将把各级各部门开展

活动的成效列入年度绩效考评内容，力争今

年就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 本报记者 施春莉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

到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独

立自主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

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全国人大代表、黑龙

江省财政厅厅长王庆江认为，应进一步建

设国家级粮食安全保障区，努力提高粮食

安全的战略地位。

王庆江表示，虽然当前我国粮食安全

形势总体向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

高，食物供给日益丰富，供需基本平衡，但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对粮食的需求量大，粮

食安全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以及人口增加和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呈刚

性增长，而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

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未来，

我国粮食的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从中长期发

展趋势看，随着饲料粮、工业粮、生物质能

源等非口粮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粮食需

求将呈刚性增长态势。我国粮食安全问

题不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必须立足于发

展国内生产，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王庆江谈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一是

加强节约，二是加强生产。一方面，应进一

步加强民众节约粮食宣传教育，增强粮食

安全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珍惜粮

食、节约粮食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迫切需

要选择粮食生产基础条件好、增产潜力大

的省份建立国家级粮食安全保障区。从目

前来看，我国粮食主产中心逐步北移，且有

逐步集中到少数地区的趋势。全国 13 个粮

食主产省（区）1985 年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

67.3%，2011 年增加到 76%，对全国粮食增

产贡献率高达 88.3%。在 13 个主产省（区）

中，目前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

徽、江西等 6 个省（区）能够 稳 定 调 出 商 品

粮，其他 7 个省（区）基本处于产需平衡状

态或调出有限。因此，在黑龙江等 6 个省

（区）试 点 建 设 国 家 级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区 ，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应统筹

考虑给予粮食安全保障区更多的扶持政

策，比如，单独设立国家级粮食安全保障

区转移支付、设立粮食调出资源税、建立

产粮大县新增粮食本级投入返还机制、扩

大 超 级 产 粮 大 县 覆 盖 范 围 、扩 大 试 点 省

（区）最低收购价粮食品种范围、在试点省

（区）设立粮食期货交割库、加大对试点省

（区）粮食流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

度、对试点省（区）发展粮食生产和加工给

予优惠政策。

■ 本报记者 施春莉 赵洪军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总

体发展规划。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黑龙江省伊春市委副书记、市长、林

业管理局局长高环就生态建设的科学谋划

问题谈到，伊春的大森林占中国重点国有

林区林地总面积的 13%，森林覆盖率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 66 个百分点，有 702 条洁净

的河流，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森林中有

1390 多种植物、60 多种珍稀野生动物、260

多种鸟类，仅红松、云冷杉、落叶松、樟子

松、水曲柳等亚寒带珍贵树种就达 110 多

种，还分布着 490 多种野生药材。伊春的空

气质量也非常好，经中国林科院评估，小兴

安岭大森林每年可固化二氧化碳 2430 万

吨、释放氧气 3340 万吨。伊春城区每立方

厘米负氧离子含量平均高达 2.7 万个，森林

中则超过了 5 万个，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

上百倍。伊春的生态地位极其重要，是黑

龙江、松花江两大水系的重要支流源头和

重要水源涵养区，是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乃

至华北平原的天然屏障，也因此被国家确

定为生态功能区。

党 的 十 八 大 将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摆 在 突

出位置，纳入了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局，今年两会期间又专门做出安排部署。

伊春作为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建设的主

体，将抢抓这一历史机遇，以建设中国最

好 的 生 态 功 能 区 为 目 标 ，兼 顾 当 前 和 长

远，从“管、抚、退、造、移、治、防”七个方面

系统化推进。一是坚持不懈抓严管。完

善管护承包经营责任制，重点建立管护、

抚育、造林、防火、林下经营一体化模式。

二是精细化抚育森林。建立新型抚育机

制，加速促进树种和林分结构优化。三是

加速退耕还林还湿。重点抓好农林交错

地区退耕还林，守住林地红线。出台湿地

保护办法，强化湿地保护。四是实施造林

攻坚战。采取无偿出让林地经营权等方

式，鼓励支持企业和职工群众分类植树补

林。五是稳妥推进生态移民。兼顾下山

安居与上山就业“两个需要”，力争 5 年撤

并 林 场 所 99 个 。 六 是 统 筹 治 理 江 河 水

系。加强黑龙江、汤旺河、伊春河、呼兰河

源头保护和沿江沿河生态防护带建设，整

体提升对大江大河的水源补给能力。加

快实施污水和垃圾处理“打捆”工程，力争

用两年时间彻底改善各区局排污问题，促

进流域水质整体改善。七是强化森林生

态系统防控。抓好以“ 天眼工程”为重点

的科技防控体系建设，扩大在防伐、防垦

和有害生物防治等方面的应用范围，保障

林地、森林、生态安全。

新年伊始，本报青岛记者站对韩国驻青岛总

领事馆进行了采访，总领事黄胜炫先生就中韩在

各个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展望。

（本报记者 郭卫平 王忠 安重哲 马多加 摄影

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琰 陈彩霞）日前，青海省政

府召开全省重点项目工作会议，通报今年重点项

目。2013 年，青海省计划安排重点项目 139 项，计

划完成年度投资 1213 亿元，占全省投资总量的一

半以上。

据了解，今年的投资安排更加注重投资结构

的优化，强化投资对发展的综合拉动效应。重点

项目主要包括水利、交通、能源、城镇化、产业发

展、生态环保、民生等 7 个方面，涵盖了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要领域。

本报讯（记者姜冰 曾兰茜）记 者 11

日 从 贵 州 省 人 民 政 府 召 开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国 务 院 日 前 批 准《 深 入

推 进 毕 节 试 验 区 改 革 发 展 规 划

（20132020 年）》，要 求 贵 州 毕 节 试 验 区

创 新 改 革 发 展 的 各 项 体 制 机 制 ，为 全

国 贫 困 地 区 探 索 出 一 条 超 常 规 的 后

发 赶 超 之 路 。

贵州省常务副省长谌贻琴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贵州将在产业布局、项目审批、投

资安排等方面给予毕节试验区更大支持。

毕 节 市 委 书 记 张 吉 勇 介 绍 说 ，毕 节

试 验 区 将 深 化“ 开 发 扶 贫 、生 态 建 设 、

人 口 控 制 ”试 验 主 题 ，创 新 投 融 资 、统

筹 城 乡 发 展、资 源 富 集 区 转 型 发 展 和 对

内 对 外 开 放 等 体 制 机 制 ，到 2020 年 基

本 形 成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和 现 代 交 通 运 输

网 络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50% 以 上 ，城 镇 化

率 达 45% 以 上 ，与 全 国 同 步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本报讯（记者 里相春 王巍微）日前，记者从

吉林省审计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吉林省各级

审计机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行职

责，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去年，吉林省共审计和审计调查了 2496 个单

位，查出违规问题金额 216亿元，促进财政增收节支

9.9亿元，挽回损失和节省投资 6.8亿元。其中，在经

济责任审计项目中，共审计 1194 名经济责任人，查

出由领导干部直接责任造成的违规违纪和损失浪

费金额2.1亿元，移送案件线索50条，涉及21人。

吉林省审计厅厅长阎宝泰指出，针对今后全

省审计工作任务和目标，要重点做好 10 个方面的

工作：一是加大对重大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

贯彻落实情况的审计力度；二是加大对重大违法

违规、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三是加

大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力度；四是加大对经

济社会运行中突出矛盾和潜在风险的揭示力度；

五是加大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利用情况的审

计力度；六是加大对重点民生资金和民生项目的

审计力度；七是加大绩效审计和绩效评估力度；

八是加大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的揭示力

度；九是加大对审计信息和整改情况的依法公开

力度；十是加大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揭示问题、

分析原因和提出建议的力度。

在更高起点上建设经济强市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泉州市委书记黄少萍

青海省今年重点项目投资1213亿元

《深入推进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准

努力维护经济秩序

吉林审计力争做好十项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王庆江：

建设国家级粮食安全保障区 提高粮食安全战略地位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伊春市委副书记、市长、林业管理局局长高环：

做好谋划发展工作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韩合作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