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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首看发展

“当木垒河的风，从草原吹过，荡漾成
绿色的湖泊。那是九龙江的水，奔腾着涌
向天山脚下，滋润一片辽阔无垠的山地。
龙江儿女，用他们的勤劳智慧，描绘出一
幅幅令人沉醉的画卷，创造世间最美的风
景……”这是一首述说援疆深情的诗。

山海相牵情意长，漳木同梦心相连。
2024年，漳州援疆干部牢记使命、接

续奋斗、久久为功，秉持“山海情深、漳木
一心”的理念，在木垒大地上挥洒汗水，用
智慧与实干书写“漳木携手、共筑梦想”的
壮丽篇章，绘就新时代对口援疆的绚丽画
卷。这一年，援疆工作 30余次登上省级以
上主流媒体，其中，先后6次获中央电视台
报道。

夯实根基 项目援疆惠民生

民生无小事，实干暖民心。
2024 年，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以

“十四五”规划为指引，聚焦木垒县民生短
板，精准谋划、高效推进一批民生项目落
地见效，用实际行动为当地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

在木垒县南部山区，牧民们的生活因
电力的稳定供应而发生了巨大变化。2024
年 10月，在漳州援疆资金的支持下，南部

山区农牧民送电工程完工投用。马圈湾至
鸡心梁牧场的30公里电力管线建设，不仅
解决了当地牧民的用电难题，更为该区域
的旅游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同样在 10 月，一座建筑面积 4000 平
方米，集康养、健身、娱乐和文化学习等功
能于一体的木垒县老年活动中心建成，为
当地老年人提供社交场所和展示舞台，满
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
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
2024年 9月，木垒县大石头乡中心学校近
200名师生迎来崭新明亮的新教学楼。新
教学楼不仅配备基础教室，还有书法室、
图书室、实验室、心理咨询室等功能教室，
极大地改善了乡镇教育教学条件，为师生
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木垒县南部山区农牧民送电工程、老
年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大石头乡中心学校
教学楼项目等，均是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
部2024年援建的重点民生项目，也纳入木
垒县2024年十大民生实事项目。

除了上述项目，在木垒县西吉尔镇，
水磨沟生态治理工程、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提升村民的生活
品质；在木垒县中学，改造提升后的体育

馆即将投入使用，为学校师生带来能满足
体育教学、日常训练、竞技赛事、大型文艺
活动等多种需求的综合型体育场馆……

2024年，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坚持
做好项目建设全过程管控，高效推进涉及
民生、产业、教育等领域的13个项目，解决
群众的急难愁盼，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
优化公共服务，为木垒县的长远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转型升级 产业赋能促发展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援疆工
作的关键抓手。

2024年，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立足
木垒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坚持“走出
去”与“引进来”相结合，通过精准招商、平
台搭建、品牌打造等举措，推动木垒特色
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当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当天下单，第二天就能收到新疆的
新鲜牛羊肉，真是太方便了。”2024 年年

初，福建首个地市级援疆交流中心暨新疆
特色产品展示馆在漳州碧湖生态园成立，
将“新疆礼物”带到漳州市民家门口。

一年来，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创设
的“芗疆里”疆品外销品牌，累计开设门店
15家，全部纳入漳州各级工会和国企采购
目录，实现年销售额超千万元。

除了漳州援疆交流中心，2024年，在
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的支持推动下，福
建产业援疆首个疆外联络站——产业援
疆四川联络站及闽疆台融合交流平台先
后在成都、漳州挂牌成立，为木垒的农副
产品、文旅资源及产业项目推介展示宣
传、交流互动合作提供平台。

打响木垒品牌，积极拓展市场。2024
年，漳州分指挥部积极支持指导木垒名优
特产亮相全国糖酒会、漳州（龙海）食博
会、“9·8”投洽会、福州福品博览会、海峡
两岸农博会·花博会等展会，助力木垒羊
肉、鹰嘴豆、驼奶等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
的市场。 （下转第二版）

山海情深 “漳”显本色
——2024年漳州对口援疆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陈志荣

本报讯（记者 苏奕斌）日前，市委、市
政府出台工作方案，决定今年在全市开展

“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争先年”活动，深入推
进“三比一看”竞赛，持续推动各级各部门
把抓经济工作的重心聚焦到推进产业发
展和项目建设上来，一鼓作气、一以贯之、
一抓到底“争”下去、赶上去，加快建设现

代化滨海城市，全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
新的重要增长极。

方案提出的“三比一看”竞赛，即比
招商引资、比产业发展、比项目建设，以
及看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与去年相比，今
年的竞赛在比拼重点、指标设置、考评规
则等方面进一步作了优化调整。这就要

求各级各部门必须吃透工作方案，把更
多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中，迅速掀起新
一轮比拼热潮，全力以赴拼出好态势、争
出高质量。

方案明确，成立市“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争先年”活动领导小组，同时下设办公
室，挂靠在市发改委。“三比一看”竞赛设

四个工作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
长，各牵头单位负责具体推进实施专项竞
赛工作。此外，我市将继续选拔在“争先
年”活动和“三比一看”竞赛中，特别是在
招商引资工作中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
于作为、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激励各级
干部奋发有为、奋勇争先。

漳州出台开展“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争先年”活动工作方案
深入推进“三比一看”竞赛

日前，漳州市区的退休职工翁
老爹到上海看望女儿，期间突发疾
病需要马上住院治疗。翁老爹想着：
能否在上海的医院直接刷医保码报
销呢？

平和县居民、医保参保人员蔡
女士长期在温州照顾外孙，去年底
因身体不适需要到门诊看病。蔡女
士寻思：爱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
有钱，能否共享使用呢？

如今，得益于医保部门推出的
“就医费用报销一件事”服务事
项，上述情况实现了一次性在线解
决——

翁老爹女儿通过闽政通 App，
为翁老爹办理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
后，翁老爹出院时住院费用可刷医
保码直接结算，总费用 31000 元当
场报销了25110元。

蔡女士则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
大厅的“就医费用报销一件事”模
块，一次性办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家庭共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备案两项业务。办理成功
后，蔡女士凭自己的医保码，在公立
医院门诊就医时实现跨省直接结
算。同时，因与爱人完成家庭共济账
户绑定，蔡女士可直接使用共济账
户余额支付个人自付部分的医疗费
用。去年底至今，蔡女士已经在医院
门诊就医直接结算 7 次，个人自付
部分自动从共济账户余额扣除，无
需另外交现金。

根据省医保局统一安排部署，
漳州医保部门于 2024 年 11 月底上
线了“就医费用报销一件事”服务
套餐，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
共济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异地就医备案、门诊慢特病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医疗费用报销
直接结算 4 个“单事项”集合成为

“高效办成一件事”套餐，方便群
众快速办理。

据市医保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就医费用报销一件事”将就医相
关的几个医保高频业务集成到一
个专区办理，可以自己直接办理，
也可以由家人代办，全程只需一部
手机，进入一个办理专区，即可把
所需业务一次性集成办理、即时办
结，就医即时结算，无需往返参保地和就医地，也无需在多个
功能区来回操作。

目前，参保人员在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过程中，选择“其
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类型，备案可实现自动“秒批”，选择
其他类型 1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参保人员办理跨省异地就医
备案后，即可持社保卡或医保码在全国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即时
结算医药费用。省内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即可实现直接结算。

据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超 2000 元且家庭成员之间
有共享需求的可办理家庭共济。自 2024年 12月 5日起，福建省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从原来的“配偶、父母、子女”扩大
到“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
孙子女”。

“就医费用报销一件事”，线上可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
厅、闽政通App、“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福建医疗保障”
支付宝小程序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报、一次提交、一次办
结”；线下可通过各级医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实现“一窗受
理、一站办结”。

新闻延伸>>>

温馨提醒：按照福建省统一规定，2025年1月1日
至2月28日为城乡居民医保延长缴费期，在此期间参
保仍按个人缴费标准400元/人缴费，不设置待遇等待
期，从缴费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但不享受连续参保
激励。请还未参保缴费的群众抓紧时间办理。

医
保
部
门
推
行
﹃
就
医
费
用
报
销
一
件
事
﹄
服
务—

—

让
群
众
就
医
报
销
﹃
一
次
性
﹄
在
线
办
好

⊙

本
报
记
者

邱
丹
燕

通
讯
员

曾
珊
玲

林
芳
芳

本报讯（记者 林依妮）记者从市商
务局获悉，2024 年，漳州迎来外商投资、
增资热潮，全市实际使用外资 8.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00.4%，增幅位居全省第
一，拉高全省增幅 9.5 个百分点；实际使
用外资完成年度目标的 196%，完成率居
全省第一。此外，全市利用外资正向激励
考评总得分、省对市绩效考评实际使用
外资增长率、实际使用台资规模等多项
考评均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动稳外资工作，
持续践行“妈妈式”服务理念，服务保障中
沙古雷乙烯项目案例作为全国典型案例
加以推广；严格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政策，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
制“清零”，充分发挥各级稳外资政策叠加
效应，强化政策兑现落实；出台稳外资工
作专项行动方案，建立健全外资企业圆桌
会议和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等制
度，及时协调解决外商投资项目落地、生
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加大外资项目招商力度，多措并举全力推
动外资保稳做优。

随着一系列政策效能逐步释放，外商
在漳投资的信心不断增强。2022年至2024
年，我市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分别为 39616
万美元、40558万美元、81284万美元，在复
杂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出强大韧性。

其中，重大外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
2024年，福建省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的
产业项目、总投资 711亿元的古雷炼化一
体化工程二期项目正式开工，总投资 448
亿元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主体工程全面
动工。我市全年新签约重大外资项目 11
个，总投资 82.1亿元，截至 2024年底纳入
省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平台重大招商外
企项目11个，总投资513.7亿元，重大招商
外企项目开工率、转段率、当年投资计划
完成率等多项考评均居全省第一。

从“质”上看，我市利用外资结构也在
持续优化，2024年，漳州制造业实际使用
外资 75245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3.5%，占
全市实际使用外资的 92.6%，制造业引资
占比进一步扩大。

越来越多台商在漳创业，2024年全市
新设台资企业 128家，合同台资 121130万
美元，同比增长 238%；全市实际使用台资
52881万美元、同比增长140.5%，占全市实
际使用外资的 65.1%，利用台资规模进一
步扩大。

2024年漳州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00.4%

外资指标多项考评居全省第一

又逢春意渐盈之时。近日，漳州高新区九湖镇蔡坂村樱花谷的樱花次第绽放，不少
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踏青赏花，享受初春的愉悦时光。 本报记者 张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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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

上紧发条跳出“舒适圈”
攻坚克难打造“核心区”

云霄：

乘势而上再出发
奋勇争先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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