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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调解

高峰论坛“登鹭”
由中国贸促会、福建海丝中央法

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厦门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国际调解高峰

论坛，于 3 月 30 日至 31 日在厦门举

办。

据悉，该论坛是中国贸促会打造

的、以商事调解为主题的国际性论坛

品牌，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国际性调

解论坛。自 2016 年以来，论坛已先后

成功举办六届。本届高峰论坛是福建

省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年度重要活

动。论坛主题为“挑战 创新 机遇———

努力构建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新格局”。

论坛邀请 16 位国内知名教授和

实务专家，19 位来自欧美国家、RCEP

成员国和金砖国家以及港澳地区等

境外地区的专家进行演讲分享，共同

聚焦国际商事纠纷的现状，协力推动

此类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助力厦门乃

至中国打造一流国际化、法治化、市

场化营商环境。

（黄鑫 来源：《福建日报》）

厦门快递业

回暖势头强劲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带动生产活动

与消费需求回升，快递行业景气度表

现逐步提升。厦门市邮政管理局日前

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份，全市快递

业务完成 4332.89 万件，同比增长 31.

51%；全市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5.90 亿

元，同比增长 33.51%。

“当前，随着厦门商业生产、消费

活动、文旅市场等逐步恢复，本地快递

寄递业务不断回暖。”厦门顺丰速运相

关人士说，2月 -3月，厦门顺丰的快递

业务量同比实现明显增长，尤其是思

明分部、鼓浪屿、中山路等网点的快递

业务量同比增长 40%以上。

德邦快递福建区域有关人士也表

示，2月以来，德邦快递厦门地区的业

务量同比增长了 25%左右。“主要是礼

品、床垫、旅游特产、茶叶茶具等品类

的快递业务增长。”此外，厦门圆通、京

东、韵达等快递业务量也实现了明显

增长。 （叶子申 来源：海西晨报）

海沧成立税收法务基地
近日，海沧区税务局联合海关等

部门挂牌成立“税收法务基地”，以“税

政讲堂”为平台，一站式为企业解决进

出口业务涉税难点疑点问题。

海沧税务与海关、海投集团供应

链运营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宣布联

合打造“税收法务基地”。活动中，海

沧税务和海沧海关两部门联合举办

了“税政讲堂”，针对供应链运营、中

欧班列等企业关心的税收问题，以及

进出口业务税收优惠等内容做了详

尽讲解，现场解答了企业提出的问

题。

“税收法务基地的成立，旨在通过

平台共建、政策快享的方式，探索政企

合作新模式。”海沧区税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税务和海关将联合组

建“一带一路”服务团队，实时收集企

业面临的涉税问题和诉求，确保企业

诉求有回应、有跟踪、有落实，推进税

惠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陈泥 来源：厦门日报）

郑南峰王占祥获科技重大贡献奖
陈浩等 10 人获科技创新杰出人才奖

2022 年度厦门市科

学技术奖获奖名单 3 月

29 日在全市科技创新大

会上揭晓，展现了一批厦

门市近年来科技创新取得

的新成果。

嘉庚创新实验室常务

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郑南

峰，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主任医师王占祥荣获

厦门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

奖；陈浩等 10人荣获厦门

市科技创新杰出人才奖；

“复杂海域环境下超长管道

整体式沉管施工关键技术

与应用”等 60项成果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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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这些获奖项目

和个人，代表了厦门各行各

业的前沿科技水平，充分反

映了近年来厦门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

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取得的突出成效。

带领团队开发多项高选择

性加氢纳米催化技术的科学家

郑南峰，在厦门从事科研工作 30

年间，从基础研究做起，牵头建

设纳米材料制备技术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一直努力探

索基础研究成果产业转化落地

的新模式和新机制。截至目前，

多项技术成功应用于关系国计

民生系列精细化学品的绿色生

产，累计为企业新增产值超过 10

亿元。

“获奖是对我们科研创新

工作的肯定，但如何把自己的

研究兴趣与产业需求紧密融合

起来并非易事。”接过获奖证书

时，郑南峰表示，他深刻感受到

厦门市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

型升级上的巨大决心和努力。

“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和科技

创新服务产业的实践者，我将

继续推动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

研究的融通发展，为国家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厦门

市的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郑南峰

说。

王占祥同样在科研领域默

默耕耘，他长期从事神经系统

疾病临床救治与基础研究工

作，完成了国内首例脑积水后

巨颅畸形颅腔重建手术，承担

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为提高中国临床医学发展水平

做出了重要贡献。担任医院院

长期间，努力打造国内一流的

高质量发展示范医院，建立了

疫情防治结合医疗救治体系，

为守卫厦门人民的生命健康做

出重大贡献。曾获得中国医师

奖、获评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创新创业人物。

此次市科技重大贡献奖和

科技创新杰出人才奖共颁发给

12人，涵盖了厦门市龙头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的杰

出科研人才。其中，45 岁以下青

年人才 6 人，占获奖人数的

50%。可见青年科技工作者已经

在厦门市科研领域“挑大梁”，是

科技创新队伍中最具活力的主

力军。

厦门市科技进步奖的 60 项

获奖成果中，企业为主或参与完

成的成果有 44 项，占比 73%，体

现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产学

研合作成效显著。据统计，进步

奖项目共获发明专利 514 件，其

他专利、软件著作权 670 件，发

表论著 1524 篇，累计实现产值

555.41 亿元，有力支撑了厦门相

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吴君宁来源：《厦门日报》）

大会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 552.48 亿元
厦门科技创新大会规格很高，聚集了二十多位科技大咖，他们中有院士、有科研院所负责人，也有创新型企业的研

发带头人。

作为科创领域的“最强大脑”，这些嘉宾行程繁忙，齐聚一堂更是不易。他们为何亲临大会现场？厦门在下一盘什么

棋？我们或可从场内捕捉到的信息中窥见一斑。

科技人才站“C位”
乾照光电技术总监陈凯轩

是“厦门市科技创新杰出人才

奖”获得者之一，从事 LED 研

究 18 年的他感慨说，这不仅是

个人的高光时刻，也寄托对

LED 技术研发人员创新拼搏、

再创佳绩的殷切希望。

“厦门市科学技术奖”的奖

项名单此前已在网上公示。厦

门特意把颁奖仪式放到此次大

会上举行，以高礼遇致敬科技

创新路上的“追光者”，对科技

创新的重视不言自明。

今年以来，厦门市委主要

领导多次指出，科技创新是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事关

厦门发展成败的大事。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厦门正积极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机遇，加快把发展动能转

换到依托科技创新上来。

“从 0到 1”的突破
发展科技创新，人才无疑

是最需要的“家底”。此次大会

公布了 40 位厦门市科技顾问

名单，阵容堪称星光熠熠。

聘请顾问被视作柔性引才

的重要手段，通过柔性的方式，

这些“最强大脑”不仅深度参与

厦门科技创新，更将发挥牵引

带动作用，为厦门引来前沿的

技术、高端的人才、优质的项

目。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

敏和厦门恩成制药公司共同设

立了厦门市创新生物医药研究

院，将推动创新药物研发、人才

培养、产业孵化培育。

多位科技顾问高度赞扬厦

门的创新创造环境和产业基

础。可以说，这是“双向奔赴”的

彼此选择，厦门的发展需要拥

抱一批顶尖专家牵头的前沿科

技成果，发展的厦门也为专家

们大显身手搭建了舞台。

一个细节是，顾问名单中，

来自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等“大

院大所”的占比超九成。“大院

大所”正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

的源头。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需要更多“从 0到 1”的突破。

有观点认为，厦门在基础研究、

原创技术领域一直受限于优质

高校资源“先天不足”的短板，

厦门市科技顾问或为补齐短板

提供了破题思路。

“从 1到 100”的跨越
“大会给我的印象是十分重

视产学研的协同创新。”从上海

赶来参会的燧原科技创始人兼

首席运营官张亚林注意到，大会

出席嘉宾所属单位中，既有知名

高校、新型研发机构，也有创新

型企业，这些都是科技创新链的

关键环节。大会上启动的“厦门

科学城”同样串起了这个链条，

“它形成产学研用的全闭环”。

厦门科学城强调“科技成

果转化”，将构建“新型研发机

构 + 孵化器 + 专业园区 + 创

新飞地”孵化培育体系。

新加坡工程院院士、厦门大

学陈嘉庚讲席教授、厦门大学工

程技术学部主任洪明辉曾依托

原创的颠覆性技术创办科技公

司，熟稔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的

全过程。他说，技术成果本身不

等于现实生产力，技术引进来，

要先验证。“原始创新是‘从 0到

1’，验证的过程是‘从 1到 100’，

产业化则是‘从100到N’。”在他

看来，“从1到100”需要有专门的

支持，提供各类要素支撑，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从这个角度来

说，厦门科学城为实现‘从 1 到

100’的跨越、打通产学研创新通

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承载地。

签约项目总投资

552.48 亿元
大会上，厦门市委市政府

与院校、创新团队和研发机构

等举行集中签约，签约重大科

技产业化项目合作协议 25 个，

项目总投资 552.48 亿元。

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合

作，早在 20 年前就启动实施市

校院地科技合作工程，并推动

企业主导产学研融合，吸引大

批创新团队和科技成果在厦落

地转化。此次签约项目包括，中

国网数字文化厦门总部基地、

北神能源科技总部运营结算、

京东科技增资汇正融资担保、

中能瑞新储能电池研发生产、

宁德时代新型电力系统储能研

发实验室、宝太生物新药研发

基地建设、铂联科技高端柔性

电子集成模组、矽杰微芯片研

发生产、星能数字科技总部及

第二制造厂等。

（林露虹 李晓平 来源：《厦

门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