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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信至、启新程。2021 年来，泉州市委市政府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做好城市硬环境基础上，聚焦

城市品质提升，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补齐民生短板，建设“品质泉州”。我们扎实推进社会领域

改革试点任务。获批国家级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积极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莱仁家政、九牧厨卫、视达

电子工程等 15 家企业入选福建省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库；

坚持“一院一策”高位嫁接国家优质医疗资源，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依托晋江市医院合作共建的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列入第二批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名单；深入实施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领跑者”行动等试点任务。

感知人民群众烦心事，持续深化价格管理。我们及时落实教

育“双减”政策，核定民办学校、义务教育课后服务、义务教育

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严格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向全市困难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300

0 多万元；贯彻落实降低企业用电、用气价格等政策措施，减轻

企业负担约 3.7 亿元。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用心用情用力办好

民生实事，努力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织好民生保障网，兜住民生底线。我们严格落实“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米袋子”省长责任制，积极防范疫情与节假日叠



加形成的潜在影响，强化价格监测预警和市场巡视工作，主动与

产、运、储、销各环节重点企业进行对接，全力以赴确保粮、油、

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工作。持续保障粮食安全，

率先在全省研究出台《关于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

积极开展粮食产销协作，鼓励企业积极引粮入泉，组织参加第十

七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签订粮食购销协议 16 项，粮食

需求总量 70.16 万吨；联合哈尔滨市共同举办“哈粮好物·DUO

遍泉州”粮食产销专场活动，签订粮食产销对接战略合作协议 3

8 项，协议金额 11 亿元；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持续开展放心粮

油经销店认定活动；推进粮食应急加工生产线覆盖各县（市、区），

全市有应急供应网点 193 家，应急配送中心 5 家。

夯实生态本底，攒厚“绿色家底”。我们立足城市功能定位，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特点，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

持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积极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机

制，积极总结归纳典型经验做法、向上争取改革试点，南安市、

德化县入选水利部第四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名单，永

春县入选国家 2022 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名单，泉

州白濑、龙门滩、五里街等 3 个乡镇获得自然资源部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泉州市本级、石狮、永春获批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泉州安溪县山都小流域入选 2

021 年度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名单。



启动碳达峰的时间表、路线图以及实施路径研究，做好我市

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编制工作，配合做好能耗“双控”工

作，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我们勇于破题制造业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规律，不断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生

态文明建设之间良性互促。

回首来路，满径芳华。

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中，我们紧抓创新、促转型，产业质

效提升显著；大抓项目、增后劲，发展支撑更加坚实；抢抓民生、

办实事，居民生活更加舒心；狠抓作风、提效能，自身建设全面

加强。

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中，我们以孺子牛的姿态为民为企着

想，持之以恒、驰而不息，以涓滴成效灌注泉州民营经济发展，

有增无减高质量地解答时代赋予的命题，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

局添彩，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头。

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中，我们坚守初心和使命，谋突破、

求实效，脚步不停，加快建设海丝名城、智造强市、品质泉州，

努力在服务于泉州当好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主力军中展

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