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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商手记

八闽风光

散文随笔

蓝伟光：

可利用新加坡人才优势
在福建发展石墨烯产业

11 月 24 日，新加坡三达国际

集团创始人、新加坡中国科技交流

与促进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侨

商投资企业协会名誉会长、福建省

新侨人才会共同会长蓝伟光应邀

视频出席由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

建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与福建省商

务厅共同举办的海内外侨商云端

交流会，并作了发言。发言中关于

利用新加坡人才优势在福建发展

石墨烯产业的建议颇具新意。

问道者
在座的嘉宾都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侨商，令人倍感亲切。而我

除了侨商这一身份之外，另有几个

标签：我不仅在新加坡与中国分别

领衔了一家主板上市公司与科创

板上巿公司，而且在新中两国的知

名大学兼职，每年都有不少新中两

国的本科和博士毕业生申请到我

主导的实验室与博士后工作站深

造与工作。

故此，今天我以“致力新中科

技合作、推动人才双向流动”为题

向各位领导与嘉宾汇报一下个人

的概况、想法与建议，希望得到有

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

35 年前，我毕业于厦门大学化

学系。1990 年新中两国建交后，我

有幸成为首批荣获新加坡政府奖

学金的中国学者到新加坡国立大

学留学深造。1995 年，我获得博士

学位后开始在新加坡工作与生活。

然而，1996 年我便受邀回我的母校

厦门大学任教。1999 年，我成为厦

门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有幸受到时任福建省代省长习近

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当面向他建言

献策，喜获他的高度重视与热情鼓

励。千禧之年，他又亲临我所创办

的三达公司视察，并邀请时任厦门

大学校长陈传鸿教授随行。他以如

此独特的方式鼓励厦门大学支持

我在任职教授的同时创办高新技

术企业，这或许是高层产教融合思

想的雏形。

一路走来，我或可算是不负总

书记当年的嘱托。2003 年，三达公

司成为福建省首家在新加坡交易

所主板上市的公司，由此，我收获

了诸多荣誉，并开始为新中两国的

科技与经贸交流贡献力量。2018

年，高层在上海第一届进博会上宣

布启动中国科创板。借此东风，我

将我所创办与领导的新加坡三达

国际集团属下的膜与水处理业务

分拆到科创板上市，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成功挂牌。据悉，三达膜

（股票代码：688101）是第一家在上

海科创板上巿的中国侨资企业。

十四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坚

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予以我们

这些科技企业家莫大的鼓励与鞭

策。毋需讳言，中国要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突破卡脖子的技术，关键

还在于人才。

举例而言，早在 6 年前，福建

省就致力于发展石墨烯材料，支持

厦门大学建设石墨烯工程与产业

研究院、在永安建设石墨烯产业

园。然而迄今为止，福建的石墨烯

产业在国内的知名度不高、国际上

更是乏善可言。而新加坡因为在世

界各地招募了许多优秀人才，在这

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达到了

世界顶峰的位置，开发了许多拥有

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不过，由

于岛国地理空间与应用场景的限

制，新加坡石墨烯研究中心的专家

学者目前正在寻找成果转化与产

业化的区域。就此，若福建省有关

部门感兴趣，我愿意为双方的合作

牵线搭桥、尽心尽力。

新加坡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两所世界知名的大

学，新加坡国家科技局旗下更有多

家执世界科技于牛耳的专业研究

院，在这些大学与机构内有大量原

籍中国的专家教授与研究人员，他

们对祖籍国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愿

意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促进中新之

间的科技交流与经贸合作。若福建

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能够出台

相关的产业政策与引智措施，吸引

这些专家学者助力福建实施科教

兴省战略与人才强省战略，可以完

善福建的科技创新体系，为福建的

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插上一对腾

飞的翅膀。

新加坡是“一带一路”沿线的

重要国家。据悉，中国在“一带一

路”国家的投资，四分之一经新加

坡投向第三国。福建与新加坡渊源

很深，在新加坡 75%的华族人口

中，有 60%以上的民众其祖先来自

福建，他们对八闽大地的倾心与关

注并不亚于同根同源的台湾同胞。

然而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无论是新

加坡大型的政联企业，还是民间活

跃的中小型商家，在福建的投资与

发展远不及毗邻的广东、浙江，长

三角的江苏、上海，渤海湾的天津、

山东，乃至西南的重庆与四川。故

此，我建议福建加强与新加坡的经

贸交流与科技合作。如此，既能促

进福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又能帮

助新籍闽人回归故土、投资兴业，

寻找情感的依托、精神的家园，对

新闽双方均有裨益。

早年的福建人漂洋过海下南洋

谋生，事业有成之后反哺故乡建功

立业的故事不胜枚举，被誉为“华侨

旗帜、民族光辉”的厦门大学校主陈

嘉庚先生堪称典范。新时代在新加

坡生活与工作的新华人华侨，更多

的是科技人才与专业人士，他们对

中国打破西方科技强国的技术垄断

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若福建能

用好这些人才资源，在中国把科技

创新与人才强国摆在如此突出位置

的当下，将会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伴随校园晨光早起，迎

接第一堂高级德语课，旁听

一门新闻学课程，到食堂用

餐后去图书馆自习……这

是陈君妤的考研生活日常。

一路来，她收获求学成就

感，更邂逅了珍贵的良师益

友。

台湾新竹女孩陈君妤 22

岁，是厦门大学德语专业大

四学生。“当初参加大陆面向

港澳台招生的联考，因为厦

门有着同台湾相似的语言和

气候，选择了这所南方强

校。”陈君妤说，在这里，来自

天南地北的同学汇聚一堂，

相伴追梦。

初识，是一段奇妙缘分。

“记得大一入学前，对于报

到、住宿安排等事宜我怀着

忐忑的心情，在新生群里询

问，马上有位叫张瑞杰的女

生细心解答。”陈君妤说，“巧

的是学校特别安排我们台生

和陆生混合住宿，走进寝室

时，再次看到这个熟悉的名

字。”

张瑞杰来自山东德州。

“当我知道有个室友是台湾

女生，很欢迎也挺好奇的。”

这个热心的北方女孩回忆

道，“记得君妤刚来时，看到

宿舍有人在休息，特地提醒

爸妈放低声音，我就觉得她

很贴心。”

“虽然我们家乡南北地

域文化差异大，但相处中发

现我们性格有相似处也有

互补点，一拍即合。”陈君妤

在好友面前开心得像小孩

子，古灵精怪地做着鬼脸。

在好友们看来，君妤阳光开

朗，瑞杰理智果敢，时常可

以带给对方不一样的看问

题的视角。

大二暑假，陈君妤带好友

去台湾环岛旅行。“带他们看

看我家乡，从台北、台中到垦

丁，再返回台湾北部，玩了十

多天，逛夜市、尝小吃、吹海

风，感受台湾人的热情。”她

还学着北方口音说，将来要

去山东品尝地道的煎饼是什

么“味儿”。

“以前对台湾的印象多来

自书本和新闻，而平时和君

妤聊天，对台湾有了更加立

体的感触。”张瑞杰说，她也

计划着有一天带君妤去山东

体验北方的风土人情。

同窗已三年，她们即将

面临人生下一阶段的选择。

陈君妤打算“跨界”报考新

闻传播学研究生。“媒体在

两岸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

的作用，我希望将来从事新

闻工作，为两岸交流出一份

力。”

考研之路虽然艰辛，陈君

妤偶尔的彷徨很快都会被好

友的支持鼓励治愈。“小伙伴

总能给我很多学习的启发。”

她说，“从瑞杰身上我学到了

自律，她监督我完成学习计

划，即使大三时瑞杰在德国

交换期间，我俩也一直保持

联络，分享日常、互相打气，

她总能给我力量，是我的良

师益友。”

凤凰花开的校园，图书

馆自习室的座位，一同骑车

上课的林荫路，一道踏访厦

门的大街小巷……这些都

是她们青春时光的见证。也

许，毕业后将去往不同地

方，但她们说，距离不会磨

蚀这份深厚的友谊，未来要

一起加油，成为更好的自

己。

（来源：新华网）

□邓倩倩 褚萌萌

永春：

近年来，

永春立足生

态、资源和人

文 优 势 ，把

“生态 +”理念

融入旅游产

业发展全过

程，突出抓好

乡村旅游业发展，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走出一条百姓富、生

态美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来源：东南网）

五缘湾位于厦门岛东北部，面积 12.57 平方

公里。十几年前的五缘湾内分布着大片滩涂、杂

乱的鱼塘和垃圾集聚地。经过近年来的清淤造地

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目前五缘湾片区内形成了

2平方公里的海湾，新增了 3平方公里建设土地。

在这里还修建了 8公里长的优质生活岸线。原先

的“不宜居之地”，成了今天厦门市民和游客的

“城市新客厅”。 （来源：新华网）

□颜之宏
□林辉 颜尧民 王晓北

位于永春

县上沙岭的百

亩格桑花近日

盛开，吸引了

不少村民及游

客前来观赏游

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