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据新华社福州电中共

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中共福建

省委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解读该实施意见的背景、

意义和特色亮点。

据了解，实施意见包括“共建

共享第一家园，打造两岸社会融合

示范样板”“深化闽台经贸合作，打

造两岸经济融合示范样板”“密切

闽台人文交流，打造两岸同胞情感

融合示范样板”“以点带面整体推

进，构建福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

局”等六个方面共 22 条。

实施意见更加明确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制

定过程充分回应了两岸同胞和

社会各界对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要“建设什么”“示范什么”的

新期待。提出要围绕打造两岸社

会融合、经济融合、同胞情感融

合三个示范样板和构建福建全

域融合新格局来推进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一批

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在未来更长

一段时期内，福建全域基本建成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据介绍，该实施意见突出可操

作、能落地，着眼台胞愿意来、留得

住、融得进、发展好。在台胞交通出

行、便利支付、购房置业、医保社保

等方面作出同等待遇政策安排；在

参访交流、求学研习、就业创业、社

会参与、基层治理、法治建设等方

面强化政策支持；在畅通来闽通

道、优化营商环境、拓展发展路径、

促进转型升级等方面提供更多便

利和机遇。 （庞梦霞）

福建从六个方面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厦门市举行2024年新年“开门红”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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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侨办、

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文旅

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福建省

涉侨建筑保护管理的通知》（闽侨

〔2023〕10 号）（以下简称 《通

知》），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指出，福建是全国著

名侨乡，省内体现海内外紧密

历史文化联系和具有重要纪念

意义、教育意义以及历史价值

的涉侨建筑存量多、分布广。做

好涉侨建筑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深入挖掘、提炼和完善华侨历史

文化内涵，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具体举措，也是切

实维系好广大闽籍侨胞精神血

脉和感情纽带并充分激发其爱

国爱乡之情的现实需要。《通

知》重点围绕“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认定保护、加强规划引导、

落实管理责任、创新保护利用、

营造保护氛围”六个方面，进一

步明确了全省涉侨建筑的保护

管理工作的相关事项，为各地

各部门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提

供了规范指引。

《通知》要求，应遵循突出重

点、分类管理、有效保护、合理

利用的原则，保护涉侨建筑的

真实性、完整性，保持原住居民

生活的延续性。建立侨务、文

旅、住建主管部门定期沟通机

制，积极推进涉侨建筑认定公

布和保护管理工作，建立健全

部门管理和协调联动工作机

制。涉侨建筑所有权人、管理人

或者使用人应当依照有关规定

承担保护责任。

《通知》强调，要根据保护管

理需要，准确把握依法、自愿、

有偿的原则，积极探索将依法取

得的涉侨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

筑权属流转给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或成立涉侨建筑

保护利用理事会，采取措施引导

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热心人

士和海外侨胞等社会力量通过

捐赠、资助、服务或投资等方式

参与涉侨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

筑的保护与利用。

据悉，2023 年 6 月以来，福

建省各级统战（侨务）部门组织

各地开展涉侨建筑专项普查，完

善涉侨建筑基本信息。据统计，

目前全省共有涉侨建筑 2546 栋

（处），其中，各级文保单位 395

栋（处）（含不可移动文物点），

历史建筑 601 栋（处），侨捐建筑

1257 栋（处）。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实干

开新局，新年新气象。1 月 2 日上

午，厦门市组织 2024 年新年“开门

红”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63 个

重大项目在各区、管委会、重大片

区开工，总投资 1152 亿元。市委书

记崔永辉在通用技术金砖创新基

地总部区项目出席主会场活动并

宣布开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文

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国豪，市

政协主席魏克良一同参加。

新年上班第一天，厦门市组织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集中开工，这

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工作要求的实际行动，是认真落

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

任务的具体举措，目的是在全市上

下迅速掀起项目建设热潮，奋力实

现良好开局，为新一年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本次集中开工的 63 个重大项

目涵盖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

领域，具有投资规模大、质量效益好、

产业结构优、带动能力强的特点。

其中，产业项目25个，总投资530亿

元；基础设施项目19个，总投资 503

亿元；社会事业项目 19 个，总投资

119 亿元。位于湖里区的通用技术

金砖创新基地总部区项目，总投资

55.1 亿元，项目将以科技、文化、贸

易、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打造

“金砖 +”新工业革命产业创新引

领极、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全球影响

力增幅器、金砖国际合作新平台。

这些重大项目的集中开工建设，将进

一步推动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城市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

开工活动结束后，崔永辉调研

了厦门金砖数字工业智谷、厦门农

商银行总部大厦、厦门国际商务核

心区A1地块等新开工项目，与项

目业主单位、参建单位负责人交流，

了解项目概况和建设安排，询问项

目推进需要支持的事项，对项目建

设提出要求。崔永辉强调，项目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城市转型的基

础和支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项

目牢牢抓在手上，以新年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为契机，抢抓当前有利时

机，上足施工力量，立体交叉推进，

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

促使项目加快建设，高水平打造标

杆项目，为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次集中开工活动在各区、管

委会、市级重大片区共设 14 个会

场，市领导李辉跃、李伟华、陈沈

阳、吴子东、黄晓舟、王雪敏、连坤

明、严志铭、黄燕添、张志红、陈育

煌、廖华生、庄荣良、季翔峰分别参

加活动。 （蔡镇金刘艳）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厦门文

旅市场一片火热，游客接待量

以及旅游收入均超越 2019 年

同期。

据悉，节日期间厦门实现

旅游收入 14.75 亿元，同比增

长 228.60%（按可比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9.1%），全

市累计接待游客 173.53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67.60%（按可

比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0.7%）。

假日期间，福建省文旅厅

重点监测的鼓浪屿、园林植物

园、园博苑等六个厦门景区共

接待游客 39.10 万人次，同比

增长 221.00%，较 2019 年同期

增长 44.27%，十里长堤接待

游客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620%。

据统计，全市过夜游客

中，省外游客占比和 20 岁

至 39 岁的年轻客群占比均

超过 60%。从住宿情况来

看，高端住宿更受欢迎，平

均入住率超过 88%，厦门特

房波特曼酒店、五缘湾凯悦酒

店、佰翔五通酒店、康莱德酒

店、日月谷温泉渡假村等高

端酒店处于满房状态。高品

质民宿同样受到市场青睐，

中山路、曾厝垵等区域精品

民宿入住率达 95%，黄厝片

区民宿入住率超过 80%，鼓

浪屿家庭旅馆保持高人气，岛

上李家庄酒店、红堂酒店、

莫奈花园、琴海庄园出现一房

难求。

此外，厦门元旦假期丰

富多彩的活动也得到了广泛

关注。中央电视台 6次聚焦报

道厦门假日旅游市场盛况；

《新闻联播》《中国新闻》《新闻

直播间》《朝闻天下》等栏目分

别以“两岸同胞海上跨年 共

祝美好未来”“旅游消费新活

力 海上休闲运动受青睐”“多

彩活动享假日 热闹喜庆迎新

年”等为主题，点赞厦门文旅

“起步高”“开门红”。

（陈翠仙廖赐贤）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1 月 3 日，厦门海关所属集同

海关为厦门正新橡胶工业有

限公司出口到尼加拉瓜的一

批橡胶轮胎签发中尼自贸协

定原产地证书。这是 1月 1日

中国 - 尼加拉瓜自贸协定正

式生效后，福建签发的首份中

尼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中国 -尼加拉瓜自贸协

定是中国对外签署的第 21 个

自贸协定。尼加拉瓜也是继智

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厄瓜多

尔之后，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

5个自贸伙伴。“中国 -尼加

拉瓜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后，外

贸企业可享受更大的降税红

利，有利于持续拓展国际市场

份额。福建省主要的受益产业

为农产品、纺织以及包括轮胎

等在内的汽车产业。”厦门海

关关税处龚新喆介绍，据测

算，协定生效的首年，福建企

业可节省关税成本约 128 万

元，“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

策宣传和靶向推介，指导企

业用足用好自贸协定项下关

税减让等优惠政策，持续推

广原产地证书签证便利化措

施，提升企业享惠的便利化

水平，促进自贸协定红利在

更大范围内释放，助力福建

外贸高质量发展。”

（郭睿 朱斯琦）

福建省侨办等 4部门印发文件

厦门文旅消费旺
元旦假期吸金超 14 亿元

福建首份中尼自贸协定
原产地证书在厦签发

继续扩大陈嘉庚奖学金影响力
陈嘉庚奖学金院校联盟召开工作总结大会

深化合作协同发展
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外方主任

到访厦门大学

厦门留学人才科研项目

最高产值近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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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术金砖创新基地总部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