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委统战部举办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暨“同心讲坛”第七期专题讲座

日前，厦门市委统战部举

办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暨“同心讲坛”第七期专

题讲座，邀请厦门市委党校统

战教研部原主任、厦门市台

港澳促进会副会长、厦门市

经济学会会长周明伟教授专

题讲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市委统战部部务会成员、

二级巡视员陈善志主持会

议。

周明伟教授从“判断、分

析和总结”“总体思路”“重点

任务”“抓落实”四个方面，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行

了系统讲解，对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

述进行了深入解读，采取理论

阐述和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

式，兼顾经验总结和实践探

索，讲座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启发性和前瞻性。

会议强调，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充分释放了中国经济持

续向好的信号，为我们凝心聚

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科学指引。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全市统一战线要坚

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

用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切实找准统战工作服务经

济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

“促进经济稳定向好、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贡献更多统战智

慧和力量。

（翁舒昕）

“台胞之家”覆盖厦门六区
近日，“台胞之家”在湖里区、同安

区、集美区、翔安区、海沧区先后挂牌，至

此厦门市各区全面建立起“台胞之家”驿

站，这为进一步服务在厦定居、常住台

胞，拓展对台联谊服务团结阵地，助力台

联工作向基层延伸走出了重要而又坚实

的一步。

厦门市作为对台工作的前沿阵地，

不仅是两岸经贸合作最紧密区域、两岸

交流交往最活跃平台、两岸直接往来最

便捷通道，更是两岸同胞融合最温馨家

园。各区“台胞之家”将通过强阵地、搭平

台、优载体的形式，深化对台民间交流交

往，在“通”“惠”“情”上下功夫，为台胞提

供看得见、摸得着、问得到的温心贴心服

务，让台胞在厦住得安心、舒心、放心，探

索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

厦门市台联党组书记、会长张劲秋

表示，希望与各区“台胞之家”加强联系

互动与合作，畅通沟通渠道，共同在增强

“家”的温度上下功夫，通过平台搭建、联

谊交流、项目合作、技能培训等为广大台

胞、台商、台青提供更多帮助和服务；在

服务台胞的力度上下功夫，凝聚团结更

多力量、资源，针对台商、台青、台生等不

同群体需求，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在共

性与个性方面下功夫，结合各区特色和

对台服务工作、政策等方面优势，策划丰

富活动、开展座谈交流、举办研习营等，

确保各区“台胞之家”活动办得有声有

色、出新出彩、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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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

道 2024 年是陈嘉庚诞辰

150 周年。近日，由中国侨

联、集友银行联合出品，厦

门国际银行支持，人民日报

海外网摄制的 4 集纪录片

《陈嘉庚》在中国侨联微信

公众号和人民日报海外版

客户端等媒体平台播出。

该纪录片是对爱国侨领

陈嘉庚一生事迹的回望与致

敬，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

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和深刻

的爱国主题，通过《倾资办

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团结奋进》4个精心编排的

篇章，生动展现了陈嘉庚作

为一位爱国华侨领袖、杰出

的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

的光辉和伟大的一生。纪录

片将陈嘉庚的生动事迹与时

代背景紧密结合，充分展现

了华侨群体高举爱国主义旗

帜的深刻主题和精神内涵。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

席万立骏表示，以陈嘉庚为

代表的老一辈侨胞们，为民

族独立、国家富强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广大侨胞的

付出与贡献，历史不会忘

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

会忘记。各级侨联组织和广

大侨联干部要团结引领广

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弘

扬新时代“嘉庚精神”，积极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

祖（籍）国人民齐心奋斗，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上谱写侨界新的篇章。

纪录片《陈嘉庚》摄制

团队历时一年，先后赴福

建、广东、云南、陕西、北京

等地拍摄，以陈嘉庚拼搏奋

斗、捐资兴学、抗日救亡、奔

赴延安、建设新中国为历史

主线，沿着陈嘉庚的光辉足

迹，动情讲述贯穿其一生的

爱国心、中华情。（刘姝麟）

“福建致公（集美）

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厦门成立
日前，“福建致公（集美）

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签约及

揭牌仪式在集美区国际合

作中心举行。致公党福建省

委会主委、福建省金融投资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罗恩平，华侨大学副校长缑

锦、集美区政府区长倪杰，

区领导江彩蓉、曾胜军出

席。

活动现场，致公党福建

省委员会、华侨大学、集美

区人民政府就《关于建设

“福建致公（集美）开放经济

研究中心”的合作协议》进

行了签约。福建致公（集美）

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将致力

于发挥致公党福建省委会

的参政党平台作用、“侨海”

界别优势、集美区侨乡资

源、产业基础与对接金砖产

业“桥头堡”优势，以及华侨

大学的学科与人才优势，吸

纳社会力量搭建参政议政

专家智库平台，实现资源整

合，优势互补，提高政党协

商质效，推动政产学研深度

融合，为企业开拓海外市

场、增强发展韧性建言献

策，为集美搭建国际合作平

台、发展“五创五美”产业贡

献力量。

湖里区新阶人士

同心地标研学行

暨统战文化周

活动举办
2024 年 12 月 28 日，湖里

区委统战部组织 30 余名新阶

人士迎着冬日暖阳，踏上美

丽的鼓浪屿，举办“漫步红色

琴岛 追寻革命足迹”湖里区

新阶人士同心地标研学行暨

统战文化周活动。

大家先后参观了鼓浪屿

红色教育主题馆、万国建筑

博览区、番婆楼及鼓浪屿历

史文化陈列馆，深入了解国

民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历史与

虎巷路的革命故事，聆听中

共福建省委机关旧址的革命

事迹，感受鼓浪屿中外建筑

风格交融的独特魅力。

活动中，广大新阶人士

还通过欣赏非遗木偶表演、

观看文物与展陈，进一步探

寻鼓浪屿文化的历史渊源，

深刻体会其文化底蕴与价值

内涵。

通过此次活动，湖里区新

阶人士对鼓浪屿的红色记忆

与文化价值有了更加全面而

深刻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

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

感。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进一步牢记初

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充

分发挥新阶人士联系广泛、

智力密集、资源丰富、人才

荟萃的独特优势，立足本

职、建功立业，为湖里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

嘉庚教育遗产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据厦门日报报道 据

悉，国家文物局已将嘉庚

教育遗产列入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24 年 3 月底，国家

文物局启动《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工

作，厦门市将嘉庚教育遗

产作为申请项目进行上

报。该项目的成功入围，

意味着嘉庚教育遗产在

保护、管理和价值上得到

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并

有望在未来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

为何能入选该预备

名单，世界文化遗产研究

专家辛欣认为，首先是嘉

庚教育遗产具有符合世

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标

准的潜力。“嘉庚教育遗

产包括一系列近现代学

校和教育设施遗存，涵盖

了全阶段教育、女子教

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

华侨教育和各类文体设

施的完整教育体系，展现

出尊重传统、开放包容、

设施完备、极具风格特色

的教育场所，具有综合

性、系统性和典范性。”辛

欣说，同时，它也体现了

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先进、

系统、全面的教育理念，

代表了中国近代化在教

育领域的探索实践，具备

符合突出普遍价值标准

（III）、（IV）和（VI）的 潜

力。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来看，嘉庚教育遗产在国

内和国际上均具有独特

性。”辛欣认为这是入选

的第二个原因。辛欣说，

对比国内其他近代教育

遗产，嘉庚教育遗产在创

办人的身份、教育体系的

完整性、校园及建筑的风

格独特性上都是唯一的

代表。“放眼国际，目前

《世界遗产名录》中仅有 7

处教育遗产，东亚地区尚

无教育遗产入选。”辛欣

认为，嘉庚教育遗产所体

现的教育传统、教育体系

以及建设风格和已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 7 处教

育遗产有着鲜明差异，这

意味着嘉庚教育遗产不

仅能填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的空白，也

能填补中国乃至亚太地

区教育遗产的空白。

辛欣说，嘉庚教育遗

产是近代教育家、爱国华

侨群体心系家国、热心公

益、投身教育事业的精

神追求的见证，也是中

国近代化过程中教育领

域发展的见证，符合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三个有利

于”的要求。这也是该项

目能入选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

在集美人文学者吴

吉堂看来，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将有助于

嘉庚教育遗产的进一步

保护和传承，进而更好地

传承嘉庚精神，激励一代

又一代厦门人爱乡爱国，

为家乡建设和国家发展

贡献力量。

据市文旅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厦门

市精心保护修缮，提升改

善文物保护状况；举办陈

列展览，弘扬嘉庚精神；

提升文物级别，申报和公

布一批能列入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嘉庚教育遗

产；不断加大保护力度，

为嘉庚教育遗产的成功

入围奠定了前提条件。

（邬秀君 陈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