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佳畅）

为部署推动 2023 年度统战

系统课题调研工作和《厦门

统一战线工作实录》（2022）

编撰工作，2 月 7 日上午，

厦门市委统战部召开统战

系统重点课题征集暨工作

实录编撰工作部署会。厦门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善志

出席会议，各民主党派市

委、各区委统战部、部机关

各处（室）、系统各单位相关

负责人参会。

会上对 2023 年全市统

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的

方向、选题及实施要求作了

详细说明，对《厦门统一战线

工作实录》（2022）编撰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陈善志强调，一要提高

站位，高度重视。要紧扣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

一主线，紧扣“国之大者”“省

之重者”“市之要者”，把党的

二十大报告的新理念新战略

新部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

二要谋划在先，启动在前。尽

早部署征集年度重点课题，

提升调研的深度和实效，实

现更精心的选题、更充分的

调研、更常态的推进。三要突

出特色，打造精品。通过“组

建专班、活用资源、精诚合

作、系统攻坚”的精品工程打

造路径，发挥优势、借助外

力、创新方法，实现统战课题

调研工作和实录编撰工作的

高质量发展。四要务实高效，

保质保量。体例要完整、对策

要务实、文风要精炼、报送要

及时，确保课题结构完整、逻

辑严谨，对策有较强的针对

性、可行性、可操作性。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普通高校

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的“联招”报名公

告近日发布，对华侨考生仍有国外连续

居住年限要求。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2 月 3 日发布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华侨港澳台

学生福建省报名点公告》。这就是俗称

的“联招”，专门面向华侨港澳台学生。

《公告》明确华侨港澳台学生的报

考条件。其中，华侨考生的报考条件为:

考生本人及其父母一方均须取得住在

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

连续居留 2 年，2 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 个月，其中考生本人须在报名前 2年

内（即 2021 年 4 月 1 日—2023 年 3 月

31 日）在住在国实际累计居留不少于

18 个月。

如果考生本人或其父母一方未取

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

住在国连续 5 年以上（含 5 年）合法居

留资格、5 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

于 30 个月，且考生本人在报名前 5 年

内（即 2018 年 4 月 1 日—2023 年 3 月

31 日）在住在国实际累计居留不少于

30 个月的，也可参加报名。

此外，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包括公

派和自费）在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

国（包括外派劳务人员）在外工作期间，

均不视为华侨。

今年联招报名时间是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其中 3月 1 日至 15 日为网上

报名时间，网址是:全国联招管理系统考

生端；3 月 16 日至 31 日为报名确认时

间。 （佘峥）

华侨港澳台学生“联招”

报考条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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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企

业是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力

量，1 月 30 日，由厦门市工商联

（总商会）、市商务局和市工信

局联合主办的“海内外闽商新

春招商推介会”召开。厦门市

向广大闽商抛出“橄榄枝”，希

望他们“以商引商”，热心牵线搭

桥，用好亲情纽带，创造条件将

优质的项目、资金和人才引进

厦门。

推介会重点向广大闽商介绍

了当前厦门最新最优惠的产业发

展与招商政策，包括当前支柱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在内的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条，

各个片区产业发展空间，倍增计

划、总部经济扶持、推进集成电路

发展等显著政策优势等，介绍深

入且详实，让广大闽商对厦门市

当前经济发展成效有了较为全面

的了解。

“身在厦门，深耕厦门，我深切

地感受到厦门营商环境的持续向

好，政务服务更加贴近企业，办事

更加便捷高效。”厦门市工商联

（总商会）主席柯希平深有感触地

说，“作为一座创新创业创造之

城，厦门始终与众多市场主体互

相成就、共同成长，厦门对企业的

事很‘上心’，把企业作为城市发展

动力源，视企业家为城市‘合伙

人’，希望海内外闽商积极宣传福

建和厦门，常回家走走看看。”

（李晓平刘澄璐）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正月

初六，集美南音社在集美鳌园景区

举行专场表演，让市民游客近距离

欣赏南音表演，感受中国音乐“活化

石”的魅力。

合奏《出庭前》《风打梨、中秋月》、

四宝表演唱《彩鸾奔归令》、对唱《感谢

公主》、琵琶弹唱《元宵十五》、独唱《三

更鼓》《望明月》、古谱《五湖游》……本

次专场表演囊括了南音的多种表演

形式，乐声时而宛转悠扬，时而荡气

回肠，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聆听。

今年春晚舞台上的《百鸟归巢》

让许多人关注到南音，但鲜为人知

的是，在推动南音的传播和复兴的

过程中，陈嘉庚先生也留下了许多

“印记”。陈嘉庚先生自幼喜爱南音，

几乎有时间就会去集美南音堂听南

音，《出庭前》《风打梨、中秋月》等都

是陈嘉庚喜欢的曲目。1953 年，在陈

嘉庚先生的倡导下，由集美学校委

员会、集美社公业基金拨出专款创

办了集美南乐社，成为传播和弘扬

南音文化的重要载体。后来，陈嘉庚

先生还把南音带到中国香港、中国

澳门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推

动了南音的传播。2014 年，集美学校

委员会和集美区有关部门及时为当

时式微的集美南音社提供了帮助，

使其重新焕发了生机，2016 年集美

南音被列入集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林桂桢 陈聿璇）

本报讯由厦门市侨联和翔安区

侨联联合主办，翔安澳头华侨联谊

会承办的 2023“侨连五洲·第二届厦

门澳头侨乡春晚”正月初一(1 月 22

日) 播出后，受到海外侨胞热烈欢

迎，浏览量创新高。截至 1月 30 日，

各大平台浏览量达 255.21 万人次，

较首届浏览量(50 多万人次)有了大

幅增长。

今年的澳头侨乡春晚从 1月 22

日晚 8 点通过视频网站、新媒体客

户端、微信小程序等十多家平台，向

70 多个国家进行同步直播。

在厦门的海角渔村———侨乡澳

头，这里举办的澳头侨乡春晚秉持

着“小舞台大世界”的创作理念，晚

会以乡音、乡土、乡愁为主题，突出

“喜庆”“乡土味”与“侨文化”特色，

是厦门侨乡乡亲与海外侨胞及港澳

台同胞共迎新春、共贺新年的一场

文化视听盛宴。

晚会节目总时长约 1 小时 30

分钟，分为《侨乡歌舞迎新春》《乡音

乡情》和《天下华人一家亲》三个篇

章，以歌舞为主，辅以厦门侨乡新貌

介绍。其中，厦门歌仔戏《侨批》以视

频的方式亮相本届春晚，引发广泛

关注。该作品去年获评中宣部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项目。

晚会期间，加拿大、美国、马来西

亚、菲律宾、日本、德国等 10 多个国

家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侨胞热情

参与新春拜年互动环节，纷纷祝福

祖（籍）国繁荣昌盛。 （肖家豪）

本报讯 寒假期间，华侨

大学学生处组织各学院、各

学生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文化活动。境内外学子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

贺新春、同庆中国年。

在新春佳节之际，身处

世界各地的华大学子通过开

展中华传统文化展示活动，

庆祝新春佳节。其中，“香港

飞虎队”社会实践团队于 1

月 18 日前往香港香岛专科

中学开展“指尖乾坤贺新春”

剪纸活动。香港香岛专科中

学同学表示，参加此次活动

让他们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有了更多的认识，体验到

了中国传统手工艺术的魅

力。

此外，嘉庚学堂学子与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陈江和

“一带一路”奖学金生共同参

与“万象‘庚’新 迎春接福”

摄影趣味赛；工商管理学院

组织在校留学生参加华大周

边社区写春联、送春联志愿

服务活动；华文学院组织留

校留学生到街坊巷口体验拍

摄中国的年味儿，分享和传

递新春喜悦，向五洲四海传

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春节前夕，近百名境内

外留校学生还齐聚两校区社

区邻里中心，一同包饺子、炸

浮粿、蒸碗糕、猜灯谜、剪窗

花，体验中华传统习俗，品尝

地道中华美食，共同迎接农

历新年。

据悉，春节期间，学生

处、各学院及各学生组织

陆续开展 70 余场丰富多

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实践、

体验活动。

（黄洁萍 周超 林金城）

本报讯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侨

界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2月 3日下午，思

明区梧村街道侨联组织广大归侨侨眷开展“奋

进新时代 欢乐过元宵”主题活动，以喜气洋洋

闹元宵为主线，以中国传统民俗和归侨文韵为

特点，推出搓汤圆、猜灯迷、逛红色集市等活动。

虽然室外天气寒冷，但室内却是温暖四溢，

其乐融融。搓汤圆过程中大家分工协作，一盘盘

包裹着心意的汤圆完美呈现，象征着侨界情谊

越团越亲，越团越圆。在猜灯谜环节中，归侨侨

眷争相竞猜，灯谜内容广泛，既具娱乐性，又具

知识性。

小小的汤圆和灯谜，道不完的节日情。此次

活动既增进了侨眷之间的交流联系，更增强了

侨联组织的凝聚力。

中国音乐“活化石”在集美鳌园景区精彩上演

福建华侨美食风情文化节

走进常山华侨农场
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 侨家乐·福建省

华侨美食风情文化节常山华侨农场专场 2

月 4 日启动，展示侨乡改革发展新貌。海外

侨胞和归侨侨眷欢聚福建漳州乌山湾现代

田园，品美食、赏歌舞，共度元宵佳节。开幕

式上，来自日本、菲律宾、越南、巴西、沙特、

澳大利亚、德国的十几位海外侨胞集体献

上精彩表演。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张瑶表示，希望常山

继续发挥东南亚风情特色和多元文化元素

相融相促的优势，整合力量、配置资源，持

续推动华侨美食“走出去”，使之成为带动

旅游消费、讲好华侨故事、传播民俗文化、

弘扬华侨精神的一张名片。

此次华侨美食风情文化节专场以“凝聚

侨心侨力助力漳州发展”为主题，通过侨文

化图片展、特色美食、名优名品展销、南洋

歌舞表演等活动，凸显常山华侨农场的东

南亚特色风情，展现当地侨韵侨味和侨乡

文化，加快文旅市场复苏。 （张金川）

福州侨界新春座谈

助力“闽都文化”传播
本报讯新春伊始，福州市侨联在三坊七

巷软木画馆召开福州市侨界新春座谈会，围

绕“发挥侨的优势，助力闽都文化传播”开展

座谈。来自俄罗斯、法国、尼日利亚、意大利等

国家的30多名华侨华人参加。

福州软木画馆主理人、意大利归侨郭丽

带领华侨华人参观软木画馆。郭丽是福州软

木画技艺第五代非遗传承人，因对福州文化

的喜爱，十年前从意大利回国学习软木画技

艺，并于 2021年创办了软木画馆。她介绍了

软木画的历史人文和制作工艺，现场展示了

一个个巧夺天工、精美隽永的“微观世界”。

现场华侨华人对软木画技艺赞不绝口，

深深感受到了“闽都文化”的魅力。大家认

为，今年的座谈会颇有新意，感谢侨联为大

家提供了一份文化大餐，纷纷表示将做好

“闽都文化”传承与传播，进一步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 （黄姗姗）

八闽侨声

厦门侨乡春晚“侨连五洲”

向 70 多个国家同步直播

华侨大学寒假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境内外学子共贺新春

梧村街道侨联庆元宵
厦门市委统战部召开统战系统重点课题征集暨工作实录编撰工作部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