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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福建日报报道 12 月 16

日，第二届中国侨智发展大会

在福州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开幕式上

讲话并宣布大会开幕。福建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祖翼，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万立骏在开幕式上致辞。省委

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开幕式。

省政协主席滕佳材出席。

洛桑江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对与会各位侨界朋友

并通过大家向海内外广大侨胞致

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洛桑江

村表示，福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孕育

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10 月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做好新时代党的侨务工作、

更好发挥侨智作用提供了重要遵

循。中国侨联和福建省委、省政府

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

工作和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联

合举办中国侨智发展大会，很有

意义。本届大会主题更加清晰，互

动更加深入，形式更有新意，为侨

界人才和侨资侨企发挥自身优

势、展现独特作为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舞台。要把握历史机遇，展现

时代担当，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激发创新热情，释放创造

活力，积极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坚

持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积极

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希

望各主办方和参会嘉宾借助本次

大会广泛交流，促进创新创业成

果对接和转化落地，不断提升大

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侨界智慧和

力量。

周祖翼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汇侨智”工作并作出

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集聚

侨胞智力资源、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注入了强大动力。福建是著

名侨乡，广大侨胞是推动新福建

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新福建建

设十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高质

量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实施

“全方位引侨资、汇侨智、聚侨

力”行动，打好新时代新“侨

牌”，与海内外侨界朋友共同谱

写新福建建设的实践续篇、时代

新篇。要以良好的产业环境“汇

侨智”，更好吸引更多侨界人才

来福建发展；以更优的人才机制

“汇侨智”，创造条件满足海内

外侨界人才的多样化个性化需

求；以贴心的服务保障“汇侨

智”，努力为各类人才在福建安

心、安身、安业创造良好条件。

希望大家传承弘扬新时代“嘉

庚精神”，来福建谋发展先机、

寻合作良机，携手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万立骏代表中国侨联向福建

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侨

联工作的支持，和主宾各方对本

届大会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感

谢。他说，本届侨智发展大会突出

教育、科技、人才结合，旨在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为目标，为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贡献侨界智慧和力量。希望

大家共同坚守侨的初心，彰显侨

的优势，展现侨的作为，助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汇聚创新资源，激

发创新动力，推动创新实践，助力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搭建交流

平台，拓宽交流渠道，提升交流成

效，助力科技开放合作。中国侨联

将切实履职尽责，加强与福建省

的长期合作，与广大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一道，凝心聚力、同创未

来。

开幕式上，省委常委、福州市

委书记郭宁宁宣布了“福聚英才”

全球创业大赛获奖名单，还举行

了“揭榜挂帅”签约仪式。

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主宾省、

市、院校领导，福建省委、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

席。诺贝尔奖得主，海内外院士、

专家学者和智库负责人，侨商侨

领代表等嘉宾参加。

本届大会由中国侨联、福建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创新谋

发展，侨智创未来”为主题，开展

19 场活动，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人

才资源优势，促进重点领域海内

外人才交流合作，助力科技变革

和产业升级。 （周琳）

据福建日报报道 12 月 12

日至 16 日，百名闽籍华裔新生

代来闽参访，考察八闽地域文

化、红色文化，实地感受家乡福

建的发展变化。福建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林文斌与参访团部

分团员代表座谈，并赠送《闽山

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

迹》书籍。

林文斌对团员心系桑梓的

赤诚情怀和创新创业的责任担

当表示高度肯定，并介绍了福

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成效。希

望团员深切感悟八闽文化，将

所见所闻所思传递给亲人朋

友，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福

建故事；进一步融入住在国主

流社会，茁壮成长为华社中坚

力量，共同建设和谐侨社；传承

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

情、坚守报国之志，为加快新时

代新福建建设、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力

量。

会上，大家分享了在家乡创

业发展、传承中华文化等方面的

成功经验，讲述了在闽参观访

问、留学创业的感悟体会，表达

了对“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陈嘉

庚的崇敬之情。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侨办主

办，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承

办，团员来自 27 个国家，平均年

龄 26 岁。参访团先后走进厦门

嘉庚纪念馆、华侨博物院，感悟

“嘉庚精神”；前往龙岩参观福建

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古田会议旧

址等，了解红色革命历史。

（徐文锦朱婷）

据厦门日报报道 12 月 13

日，厦门市组织党外人士代表赴

围里社考察城中村现代化治理

工作成效，并召开协商座谈会，

汇聚众智进一步推进城中村现

代化治理工作。市委副书记李辉

跃，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雪

敏参加活动。

党外人士代表一行深入了

解围里社在空间梳理、硬件改

造、景观提升、业态升级上的创

新举措。眼前的围里社一改“脏

乱差”旧貌，环境更优美，居住

更安全，生活更便利，收入更稳

定，治理更有序，提升改造成果

得到党外人士代表的一致肯

定。

2023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出

台《厦门市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着

眼民生改善，加大财政投入，引入

市场力量，创新工作机制，对全

市 108 个城中村集中开展现代

化治理。目前全市已有 71 个城

中村完成现代化治理改造，成效

显著。

李辉跃表示，这些成绩的取

得，离不开党外人士的大力支持

和积极贡献。希望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一如既往

与中共厦门市委同心同行、同频

共振、同向发力，继续当好参谋

员，提出更多具有针对性的意见

建议；当好联络员，宣传发动各

界力量，支持和参与城中村现代

化治理工作；当好监督员，推动

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各项目标任

务落细落实。 （卫琳）

据海峡导报报道 12 月 16

日，厦门市科学技术大会在厦门

人民会堂召开，2023 年度厦门市

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在会

上颁奖。“高端多层柔性电路板

卷对卷生产制造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等 60 项成果获得厦

门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一

等奖 10 项、二等奖 20 项、三等

奖 30 项。

近年来，厦门市坚持把科技

创新作为事关发展成败的战略

关键来抓，开创了科技创新引领

发展动能转换全新局面。这批获

奖项目中，有的攻克了关键核心

技术，有的破解了发展瓶颈，有

的形成了重大科技成果，有的产

生了显著经济效益，是厦门推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的生动案例。

据了解，60 个获奖项目中，

企业为主或参与完成的成果有

47 项，占比近 80%，共获发明专

利 673 件，累计实现产值 686 亿

元，为厦门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充分反映了近年来厦

门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取得的

突出成效。

目前，厦门全社会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达

3.36%；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超过 4200 家，占福建省的 29%；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42%；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

球百强“科技集群”中，厦门于

2022 年首次跻身全球“科技集

群”百强，居第 91 位，2024 年则

跃升至第 72 位；每万人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27.32 件，居

福建省首位。 （孙春燕）

据厦门日报报道 12 月 16

日，由集美大学出品、集美大学

音乐学院师生参演的大型民族

歌剧《伟大的抉择》在嘉庚剧院

上演，以歌剧形式讲述“嘉庚故

事”。这是该作品在厦门的首次

登台。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 周年，歌剧生动讲述了陈嘉

庚先生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相

识相交的故事，反映出中国共产

党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从创作到排演历经一年多

打磨，《伟大的抉择》终于和大家

见面了。我们希望通过艺术创作

与展演，演绎中国好故事，传播

中国好声音，发挥艺术润心作

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

传承弘扬嘉庚精神，将这部作品

打造成为专家认可、青年人喜爱

的艺术精品。”《伟大的抉择》项

目负责人、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院

长杨丽霞说。

“从重庆到延安，不仅是嘉

庚先生人生道路上的抉择，更是

全体中国人民的选择，我们讲述

这个故事，对当代青年具有极大

的引领和教育意义。”编剧游暐

之说。

据介绍，围绕传承弘扬嘉庚

精神，近年来集美大学陆续创作

上演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嘉庚

精神代代传》等一批优秀的艺术

作品，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创作和

舞台经验。 （应洁 陈振星）

汇聚众智献良策
助力城中村现代化治理

2023 年度厦门市科学技术进步奖颁奖
60 个获奖项目实现产值 686 亿元

集美大学创作歌剧演绎“嘉庚故事”

嘉庚创新实验室是福建首批四家省创新实验室之一。图为嘉庚创新实验

室建筑群。

丝路华教联盟圆桌会在厦门举办

文化“入圈”带动文创“出圈”

厦门有自己的“流量密码”

走进“世界文化遗产”观礼华侨名人故居

感受不一样的侨乡风情
———漫步思明区鼓浪屿街道（一）

“鹭岛·侨乡故事”文化路线系列报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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