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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闽工信综合〔2024〕49 号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全省县域重点
产业链试点县（区）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有关县（区）人民

政府，省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成员单位：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试点县（区）工

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4 年 6 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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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试点县（区）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充分

发挥试点县（区）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各县（区）因地制宜优化

产业布局，加快推动我省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全面提升县域经

济实力和竞争力，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聚焦“六个坚持”工作要求，在全省确定一批产业链基础较

好、布局清晰、特色鲜明、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的县（区）为试点。

通过集中资源力量、加强业务指导、强化区域协同，以点带面、

重点突破，促进试点县（区）重点产业链综合实力持续壮大、发

展质效进一步提升，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加快，形成

示范带动效应，成为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的新亮点。

二、选取条件

（一）产业基础较好、产业链较清晰、项目支撑较为完备、

产业链招商重点突出、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等的县（区），重点向

山区县倾斜。

（二）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县域重

点产业链，专题部署县域产业链相关工作，有明确的产业规划、

发展思路和方向，重点产业链发展路径较为清晰，已出台或计划

出台专项政策等。

三、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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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市共同推动试点县（区）相关工作，省推动县域

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班”）成员

单位对试点县（区）进行“一对一”挂钩联系，指导试点县（区）

培育壮大 1—2 条重点产业链。建立跨县域重点产业链协调机制，

跨地市的重点产业链由省工信厅负责，跨县（区）不跨地市的产

业链由所在地市工信部门负责牵头协调。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

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参照建立联系机制，统筹发挥好资源配置作

用。试点县（区）人民政府对标先进，加强组织协调，细化工作

措施，形成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加快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

（二）梳理试点县（区）重点产业链重大项目要素需求清单

并予以统筹保障，对试点县（区）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过程

中需协调解决的用地、资金、项目、技术、环保等事项，涉及省

级层面的由工作专班研究协调。积极引导各级政府投资基金支持

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

务，增加制造业贷款比重，支持试点县（区）重点产业链发展。

（三）加大对试点县（区）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典型经

验、案例的发掘和宣传推广力度，积极对接新华社、经济日报、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日报等媒体开展宣传。指导试点县

（区）定期报送工作动态，优先在试点县（区）举办全省县域重

点产业链发展现场会，凝聚大抓产业链、大抓制造业的共识，营

造共促县域产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附件：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试点县（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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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试点县（区）名单

抄送：各设区市工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

序号 所属设区市 县（区）名称 重点产业链

1 漳州市 漳浦县 石油化工、再生能源、纸制品制造

2 泉州市 安溪县 精制茶加工、光电信息、藤铁家居工艺

3 莆田市 荔城区 纺织鞋服（制鞋业）

4 三明市 沙县区
机械装备（专用装备制造）、食品（调

味品、发酵制品制造）、竹制品制造

5 三明市 尤溪县
纺织鞋服（纺织服装、服饰业）、竹制

品制造

6 南平市 建阳区
新材料（医卫材料）、木材加工、竹制

品制造

7 南平市 邵武市
新材料（氟新材料）、木材加工、竹制

品制造

8 龙岩市 上杭县
金铜深加工、锂电池、新材料（氟新材

料、有色金属新材料）

9 龙岩市 武平县 新型显示

10 宁德市 古田县 农副产品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