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花市购销两旺
春节临近，争奇斗艳的年宵花成热

门。在厦门的花卉市场，蝴蝶兰、银柳、冬

青、水仙等年宵花已进入销售旺季。商户

别出心裁，通过多种搭配和创意取名，让

传统年宵花玩出新花样。

走进溪岸路市场、松柏花市，各种

各样的年宵花琳琅满目，前来选购的人

络绎不绝。不少商户表示，今年年宵花

市场销售旺季提前，预计下周销量还会

增加。

市民春节期间买花都图个吉利和喜

庆，为此不少商户在年宵花盆栽上下功

夫，给蝴蝶兰、银柳、冬青、金橘挂上红

包、灯笼、福袋，搭配上讨喜的龙年图案，

打扮得喜气洋洋的。商户还在花卉名称

上下功夫，“长相思”“金色海岸”“入梦”

……各种创意名称引人遐想。

蝴蝶兰仍然是今年年宵花市场的

“当家花旦”。除了大辣椒等紫红色蝴蝶

兰品种外，小清新颜色的蝴蝶兰品种赢

得了年轻市民的青睐。此外，今年还出现

了可定制各种马卡龙色系蝴蝶兰。

（彭怡郡 来源：海西晨报）

在厦注册基金

总规模超 4800 亿
日前，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厦门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等相继发布 2023 厦门

金融“成绩单”。

金融业贡献度进一步提升。截至去

年 12 月末，厦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

余额 35300 亿元，全年平均增速 9.5%；全

市贷款余额 18575亿元，同比增长 6.91%，

新增贷款 1201 亿元，信贷投放与经济增

长相对匹配。

特区金融机构体系更完善。厦门现

有持牌金融机构 280 家、法人金融机构

19 家、地方金融组织 166 家；金融业总资

产超 2.7 万亿元，占全省 1/5。去年全市新

增批设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29 家、基金

174 只，新增基金规模 423 亿元，在厦注

册基金总规模超 4800 亿元。

上市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去年，境内

上市厦企新增 3家，境外上市厦企新增 2

家，现有境内上市厦企总数达 67 家，上

市增量、境内上市公司总量均领跑全省。

（叶子申 来源：海西晨报）

3700 余辆汽车“出海”
1 月 22 日，第一艘由中国船东投资

建设、全球现役装载量最大的 LNG双燃

料远洋滚装船———“上汽安吉申诚”号现

身厦门东渡港区现代码头，它将在厦完

成 3700 余辆汽车装载，驶向荷兰、意大

利、土耳其、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这

也是厦门口岸单航次最大批量汽车海运

出口。

“上汽安吉申诚”号滚装船总长 199.9

米，宽 38 米，拥有 7600 个车位，排水量超

过 4 万吨，创新使用 LNG双燃料清洁动

力，具有绿色环保、智能高效等技术优

势。此次首航从上海港出发，经连云港

港，预计在厦门港装载 3700 余辆汽车，

其中新能源汽车 1700 余辆，共计将搭载

近 5000 辆汽车驶向欧洲。

为帮助码头顺利承接该轮在厦门港

的首航之旅，东渡海关主动服务，指导码

头提前规划堆存场地，将同时在港车辆

堆存量扩容至 6000 辆，提升近 40%，以满

足大批量汽车集港需求。

（谢嘉迪 来源：厦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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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侨务大省，有海外闽籍华侨华人 1580 万人，分布在 188 个国家和地区。

如何进一步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发挥侨资侨智侨力在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今年的福建省两会上，不少代

表委员对此提出了建议。

发挥侨资侨智侨力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省政协委员吴棉国向大

会提交了“关于充分发挥侨务

资源优势，推进‘两国双园’快

速发展”的建议。他关注到，作

为福建省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共建的重点项目，“两国双

园”建设离不开侨务资源的支

撑与推动。一年多来，“两国双

园”建设稳步推进，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但目前仍存在侨力

拓展不够广、侨资引导不够

显、侨智利用不够足等现状。

吴棉国建议，要充分发挥

海外闽籍华侨华人和闽籍侨

团联络亲情乡谊、凝聚华侨华

人力量的作用，多引导他们在

住在国讲好“两国双园”故事，

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参

与建设。在政策扶持上，要争

取更大的力度。如实行试点白

名单申请审核制度和邀请制，

对符合标准的侨资企业给予

白名单待遇。支持中印尼、中

菲“两国双园”园区内企业高

管赴印尼和菲律宾签证便利

化；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和海外

留学生到“两国双园”创业，鼓

励海外专家到园区从事学术

交流和科研创新，对科研项目

和成果予以奖励和补贴。

在招商引资方面，应优化

重点项目招商服务，进一步完

善侨资项目审批机制，加大对

重点侨资项目跟踪力度，为侨

资项目提供全流程服务。建立

海外侨社沟通联络机制，为两

国政府、企业、商会搭建沟通

渠道，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

式服务如认证、搭建海外仓、

联络物流渠道等。

省政协委员李妍菲认为，

福建省要进一步巩固中国侨

智发展大会成果，构建侨务平

台，推动中国侨智大会“五个

一”项目落地，发挥侨资侨智

侨力在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

李妍菲建议，要建设一个

常态化协调机构“侨智汇”智

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明确“侨智汇”智库的定位和

发展目标，制定研究计划和合

作交流计划，加强“侨智汇”智

库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深化决

策咨询服务，参与更多的政策

研究项目，提高“侨智汇”智库

整体实力和专业水平，扩大对

外交流合作。

此外，还应建设一个市场

化运作的“侨智汇”人力资源

产业园区。“侨智汇”人力资源

产业园以“侨”为特色，与相关

政策高度契合。建议在人才、

产业聚集地区，依托现有的产

业园区或建筑，建设“侨智汇”

人力资源产业园区，并将园区

作为汇聚侨资侨智侨力的集

中地。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打造侨乡文化特色小镇

“把打造侨乡文化特色小

镇作为福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的重要工作来抓，为美

丽乡村的外表注入高尚的灵

魂。”

1 月 23 日上午，福建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开幕。美国福建同乡联合

会名誉主席陈荣华列席会议。

作为海外闽籍乡亲的一员，陈

荣华虽旅居海外 34 载，但一

直心系桑梓，对家乡饱含赤子

情怀。他说，听完省政府工作

报告后，备受鼓舞，报告中一

组组翔实的数据，一项项细致

的规划，陈述着新福建高质量

发展的阶段性胜利和未来发

展方向。

作为一名爱国华侨，陈荣

华深知培育青少年爱国主义

精神的重要性。随着《爱国主

义教育法》的实施，更多人意

识到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

性，这让陈荣华感到振奋。曾

被评为“全国忠义名村”的福

州市长乐区猴屿乡象屿村是

他的家乡。他从南岸炮台遗

址、忠义文化馆、抗战文化园

到英烈长眠的“红帽山”，细

数了象屿人爱国爱乡的感人

事迹。陈荣华建议，把象屿村

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

更多海内外青少年了解象屿

村，参与福州发展，筑牢新福

建建设根基。

他表示，福建是全国重点

侨乡，乡亲遍布世界各地，侨

乡文化积淀深厚，内涵丰富，

既有鲜明的中西文化融合，又

有饱含家国情怀的中华传统

文化特色。他认为，加强侨乡

文化发掘与传承，是留“根”工

程，是增强海内外乡亲情感联

系的结合点，是激发侨商参与

祖国和家乡建设的基础情感

要点。

“新时期，海外乡亲将一

如既往地同家乡父老一道，在

新时代福建高质量发展的新

征程上风雨同舟、肝胆相照，

不负时代、不辱使命！”陈荣华

说。

鼓励海外侨胞回国投资

助力家乡经济锦上添花

“家乡的变化很大，回来

路都不认识了，希望福建多出

台一些投资政策，鼓励更多的

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助力家乡

经济锦上添花。”首次参加福

建省两会的南非夸纳省中华

福建同乡会会长蔡云景，特别

关注吸引海外侨胞回国投资

的政策。

蔡云景以列席代表身份

参加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是他

第一次参加福建省两会。他

表示，自己迫切需要学习参

政议政经验，尽快提升参政

议政水平，将来多提一些民

生建议。

提到政府工作报告，蔡云

景说，报告比较翔实，自己比

较关注报告中提到的“中国 -

金砖国家新时代科创园孵化

园”揭牌运行一事。他回忆道，

福建省省长赵龙去年 9 月访

问了南非，同乡会当时也接待

了访问团一行。之后，福建省

和南非当地签了很多合作项

目，包括港口、茶文化、农业、

科技等方面，成果丰硕。

蔡云景是土生土长的福

州长乐人，1999 年到南非发

展，在海外打拼十分不易，一

步步披荆斩棘，现在发展到

有自己的厂房，并雇佣了当

地居民。他透露，自己在南非

的创业经验就是将中国的先

进技术和经验复制到南非，

这也是其在南非的生存之

道。

他表示，南非的经济比

较发达，公共设施较为先进，

资源丰富，适合投资，但提醒

投资者在国外投资时切忌盲

目上马，建议企业在南非投

资前要认真考察当地情况和

法律法规等，慎重考虑再做

投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走

弯路。

在涉侨政策上，蔡云景希

望针对海外侨胞子女出台教

育优惠政策，让他们能更好地

在国内接受教育。他期盼福建

省能多在海外举办一些中国

文化交流活动，比如非遗活动

等，让华侨华人子女能够参与

其中，在海外学习和传承中国

文化。

进一步推动福建文化品牌“走出去”

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

侨界青年联合会监事长、中运

科技联席董事长陈伟认为，福

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

心区，1580 多万闽籍华侨华人

旅居海外。新时期福建应积极

把握机遇，充分发挥海内外华

侨华人力量，大力推动福建优

秀文化“走出去”，讲好新时代

福建故事，让更多福建优质文

化作品、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为全球熟知。

陈伟说，很多非遗项目是

一种世代相传的“生产力”，而

文化作品作为文明载体来自

于生活。因此，要在尊重传统

的基础上，让文化产品、文化

服务走进生活，采用“生产性

保护”的手段，让匠人在继承

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

生活进行创意提升，以“为日

常生活需要而生产”取代“为

盈利目的而生产”，让文化作

品具有长久生命力。同时，以

地域性文化品牌赋能文化产

业，让符合时代特点的文化产

品真正走进生活，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

文化需求。

（王文青 邵宇翔 来源：东

南网 魏喆铭 来源：海峡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