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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地处海峡西岸中部，拥有湄

洲湾南岸天然深水良港——肖厝港，是福建省三大主

导产业（石化、电子、机械）中的石化产业龙头基地和三

大主枢纽港（福州、厦门、湄洲湾）之一，也是福建省“十

二五”期间十大新增长区域之一。按照“推进‘二次创

业’，争当‘石化强省’排头兵”战略部署，泉港今年启动

“二次创业”四年行动计划，紧紧围绕“产业链条延得

长、城市建设翻个个、民生大计得改善、科学党建作保

障”工作主线，从 2012 年至 2015 年分别实施“二次创

业”启动年、提升年、跨越年、决胜年的四年行动，做强

“省级开发区”品牌，力争“十二五”末石化年产值突破

1500 亿元，推动区域发展上层次、上水平，奋力实现“三

年打基础、六年上规模、十年基本建成国家级石化基

地”的第三步奋斗目标，早日建成国家级石化产业基

地，为省市发展大局作出应有贡献。

“三维”对接铸强产业链

产业是创业的土壤。作为全省石化产业龙头区

域，泉港从传统农业区起步，经过建区 11 年的“一次创

业”，大企业、大项目支撑力拉动力强劲，石化、港口物

流等资源优势和大工业配套优势明显，形成央企（国

企）、外企、民企各司所长的联动发展格局，成长为一个

产业加速集聚、港口初具规模、配套相对完善、富有发

展活力的海西绿色石化港口新城。

泉港目前已开发石化园区近 11 平方公里，以建成

投产的福建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为龙头，区内入驻石

化企业总投资 600 多亿元，获得“中国石油化工（泉港）

园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园区”两个“国字号”品

牌，实现区域发展从“小地方”向“大基地”的跨越。特

别是这两年，该区推动林德气体、福橡合成橡胶、东鑫

石化环己酮等一批石化中下游项目建成投产，对接福

建炼油化工一体化产品，形成优势明显的产业链规模

效应，在全省牢牢确立石化龙头地位，成为福建对接大

型石化项目理想之地。目前中石化、中交、中水、林德

气体、泰山石化等央企、跨国行业巨头大规模参与泉港

石化基地开发建设，2011 年石化产值达 668 亿元。

在产业开发建设上，占地 12.9 平方公里的南山片

区，是未来泉港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泉港提出今年

要“举全区之力全面加快南山片区开发建设”。今年该

区将发挥与联合石化、福建炼化共同组建南山片区联

合领导小组的作用，全力服务推进总投资 209 亿元的炼

化一体化二期项目、55.33 亿元的联合石化“脱瓶颈”工

程，以及总投资 233.53 亿元的 26 个拟入驻中下游产业

链项目。在用地保障上，该区将全力协调推进片区安

征迁和开发建设工作，完成土地平整 8000 亩。今年，泉

港将继续与中交集团等合作，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全力

推进公共管廊、公用设施等园区十大公共配套工程完

成 10 亿元投资。此外，根据联合石化、氯碱公司等石化

大企业上游原料外供情况，该区将实施“大招商、招大

商”，力争在“十二五”末建成 3 家百亿元企业、5 家 30 亿

元企业、10 家 10 亿元企业。

港口物流业是泉港第二支柱。作为湄洲湾南岸主

枢纽港，泉港坚持高站位规划、大手笔投入，港口优势日

益凸显，近 5 年港口吞吐量累计突破 1 亿吨，贡献海关关

税 271 亿元，实现区域功能从“小渔港”向“枢纽港”的崛

起，基本形成以油气化工储运为特色，以深水泊位码头

为主体，配套完善、功能齐全的码头泊位群。今年该区

将规划建设洋屿、沙格、山腰前黄、下朱等四大物流园

区，加快港口码头深度开发和资源整合力度，尽快形成

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效应。在码头建设上，泉港将加

快建设肖厝作业区 5-10#6 个深水泊位和方通、富源、福

讯等九大码头建设，力争港口年吞吐量突破 3000 万吨。

该区还将落实扶持物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设立物

流业孵化资金，以海峡中轻物流园、中石化海峡石化物流

中心等物流基地为龙头，着力引进培育一批上规模、上档

次的物流企业，形成集中转、仓储、加工、流通和信息于一

体的现代物流综合体系，壮大提升区域物流产业。

为提升区域竞争力，今年泉港有针对性地提出实

施“品牌、上市、回归、提升”四大工程，促进企业在发展

中调结构、在转型中增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品牌”

工程，主要鼓励恒昂工贸等企业争创国内外品牌、驰名

商标；“上市”工程，即扶持推进企业资本运作，力争至

2015 年上市企业达到 3 家；“回归”工程，要出台实施海

内外乡贤回乡投资兴业优惠政策，发挥工商联和商会

组织作用，做好“人才回乡、信息回归、资金回流、企业

回迁”文章；“ 提 升 ”工 程 ，即 扶 持 纺 织 鞋 服 、建 筑 建

材、工艺制品、食品饮料、机械制造等传统行业继续

快速增长，重点推进阿尔卑斯果冻及饮料、明恒纺织

三四厂、百川化工二期等项目建设和普安皮革集控

区企业转型转产。

为增强企业转型提升动力，泉港区将认真落实《关

于进一步服务扶持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促进企

业自主创新暂行规定》、《关于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实施

意见》等一系列服务扶持政策，从行政审批、财税金融、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循环经济、建设用地、总部经济等

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民企与央企（国企）、跨国巨头进行

产业链对接，参与开发战略新兴产业所需的化工新材料

和精细化工项目，做大体量、提升层次。

宜居新城建设“翻个个”

作为福建省石化产业龙头区域，泉港在工业化大

步向前的同时，高度重视城市化进程，提出新城建设

“翻个个”目标，实施“城市公园化、人居社区化”战略，

打造生态宜居宜业的绿色石化港口新城。

近几年，泉港不断加强市政建设投入，先后开展“市

政建设年”、“生态环境建设年”等活动，建设生态型宜居

滨海城市，让广大群众更好更多地共享石化基地开发建

设成果。经过这几年开发，泉港城市建设从条状开发向

块状开发、片区开发滚动，基本建成 12平方公里城市南部

生活区，实现城乡面貌从“小村镇”向“新城区”的变迁。

作为一座石化港口城市，泉港坚持“生态建城”，特

别是这两年，大力实施“城市公园化”战略，不断加快建

设集防护、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 17.1 平方公里城市生

态园林，将石化园区与居住、行政商务区隔开，为东南

部城市生活组团提供绿色屏障。仅此，每年需新增投

入不少于 2000 万元。去年，该区又新增绿化造林面积

1.43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45.1%。

为在更高起点、更高站位规划建设与石化基地和港

城联动相配套的生态型宜居滨海新城，今后泉港要加快

推进 2.5 平方公里行政中心区开发，实现城市建设“点”、

“线”、“面”全面开花。“点”上加快推进总部经济区、泉港

文化中心、万星影城等一批地标性建筑建设，打造城市

新名片；“线”上推进学府路北段、海南街西段、驿峰东路

东段等道路建设，形成畅通城区路网；“面”上着力实施

荷池、龙山、陈庄等三个城市片区改旧建新，有序推进山

腰、后龙、峰尾组团的开发，大力度实现城市的改造扩容

和形象品位提升，让泉港成为一座温馨宜居、文明祥和、

福利良好的海西绿色石化港口城市。

为有效解决“厂居混杂”问题，实现“厂居分离”，泉

港提出人居社区化战略，积极开展石化基地周边村和

安全卫生隔离带安征迁，大力建设柳山安置区三期工

程、石化园区安置区一期工程、锦川小区等一批大型保

障性安居工程。此外，今年该区还将继续抓好涂岭镇、

前黄镇两个市级试点小城镇建设，通过推进白潼村改

旧建新、湄洲湾农产品交易市场等 35 个项目，将小城镇

打造成宜居宜业综合体。

在新农村建设方面，今年该区将继续推进万亩蔬

菜、万亩油茶、万头黑山羊、万盆盆景、万箱网箱等特色

农业“五万工程”，新培育省级农头企业 1 家以上、市级

农头企业 10 家。利用水利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泉港

加快推进双溪水库建设、坝头溪流域整治等 12 个重点

水利工程建设。此外，该区将加快实施村村通自来水、

村村通水泥路、村村通公交等工程。

民生优先共享“幸福泉港”

星级电影院、大型市民广场、区文化中心、全覆盖

的新农保……细心的泉港人会发现，这几年，身边环境

的新变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近几年泉港每年为民

办实事项目投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切实把经济波动对

民生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做到民生投入只增不减、

困难群众生活质量只升不降。

为进一步改善民计民生，今年泉港重点抓好石化

园区安全卫生隔离带建设、应急救援中心、社会保障提

标扩面等“民生十条”。该区将加快石化园区安全卫生

隔离带所涉及的周边村安征迁，着力解决化工企业与

周边民居混杂问题，同时筹建泉州市（泉港）石化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开展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增强应急

保障能力。在统筹社会保障提标扩面工作上，将抓好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及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工作，

并出台失海农民养老保障方案，实施劳动“培训、就业、

创业”三大工程，新增转移失地失海农民和富余劳动力

就业 8000 人。教育方面，新办 2 所实验小学和实验幼

儿园，确保泉港一中创一级达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将加快乡镇卫生院综合改革，办好

泉港医院，争创二级甲等达标医院，并建成泉港敬老

院、精神病院、综合福利中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将细化 6 个方面 38 个社会管理创

新项目，力争创特色、出成果。

为保障这些项目顺利推进实施，泉港重点加大财

政对民生的倾斜力度，并构建常态机制确保民生投入

逐年增加。该区明确提出财政每年在民生改善方面

的投入增幅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确保新增财

力向贫困学生家庭倾斜，向家庭无劳动力户倾斜，向

贫困重病灾户倾斜，向低收入困难群众倾斜，向征地

拆迁户倾斜，使广大群众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第一竞争力”支撑“二次创业”

“雷厉风行、立说立行、奋力前行”。走进泉港区公

务大楼，大屏幕的三行大字立刻让人感受到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为优化发展环境，去年泉港开展了治理“中

梗阻”、“ 全力冲刺后四个月比学赶超活动”、百名科

（股）长民主评议等一系列活动，不断提升广大党员干

部干事拼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全区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环境是第一竞争力’理

念”，在今年全区工作会议暨“二次创业”启动年动员大会

上，泉港区委书记洪自强说道。“五大战役”中，泉港将项目

建设要素保障作为专项战役强力推进，每周召开要素保障

协调会，每月一次重点项目推进会、一次企业接待日，及时

研究解决问题，通过现场解答、限期办理、限期回复等措施，

做到有事不隔周、难事不隔月，促项目落地和建设进度。

今年泉港在优化发展环境上，重点强化用地、资金、

政策、服务、和谐等五项保障。用地保障方面，继续组织

好安征迁大会战，加大“一清理两促进”工作力度，确保

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和供地率目标实现。资金保障方面，

督促落实中水、中交等大央企总投资达 210 亿元的 BT、

BOT 资金，跟踪抓好石化园区 10 亿元企业债券的发行

工作，加强招商引资，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政

策保障方面，完善和落实好已出台的 8 份企业发展扶持

措施，并实施“新泉港人”战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服

务保障方面，落实区领导挂钩联系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制

度，推进行政审批事项流程再造，继续完善“容缺预审”、

“并联审批”等审批服务机制，营造“规范、简单、轻松”的

办事环境。和谐保障方面，开通书记、区长接访热线，开

展领导干部“四下基层”，推行干部手机号码公开，进一

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在全区大力弘扬“团结、开拓、

高效、清廉”的泉港精神，泉港通过“三议三比”、网上党

务公开、企地党建联建联创、“五个一百”、“五带五帮”等

党建特色载体，引导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二

次创业”大局中创先争优、建功立业。

泉港：推进“二次创业”，争当福建“石化强省”排头兵
■ 本报记者 王惠兵

通 讯 员 肖咸强 蔡江彬 尤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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