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倡导科技界静下心来

努力做原创性科研

郭正堂（2024 年度陈嘉庚地

球科学奖获奖人、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改革开放四十多

年来，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创造

了世界奇迹，对经济的发展起到

了巨大的支撑作用。而科技能够

发展，说明我们国家的教育也是

非常成功的。陈嘉庚科学奖特别

强调原创，这在当前形势下格外

具有现实意义。原创不能急躁，我

们应该大力倡导科技界静下心

来，努力做原创性的科研，克服急

躁的心情。

不断推进科技创新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边济东（中国银行投资银行

部总经理、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

理事）：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

则国家强，唯有科技创新才能从

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

以科技创新引领的经济发展时

期，唯有牢牢把握关键核心技术，

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的

深度融合，实现产业链再造、价值

链提升，抢占科技竞争和经济发

展的制高点，才能从根本上推动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把教育、科技和生产

更好地结合起来
郑兰荪（中国科学院院士、厦

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陈嘉

庚先生非常爱国，他发展教育、重

视教育就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强大

和繁荣昌盛。今天，教育应该得到

更快更好地发展，特别是高校要

融入周边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教育的同时，要把教育、科

技和生产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国

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龚小莞来源：厦门晚报）

陈嘉庚先生创造的宝贵精

神财富，百年后的今天仍熠熠生

辉。在 10 月 21 日这个特别的日

子里，厦门大学制作了近 200 组

艺术字灯串，集中呈现嘉庚先生

语录及社会各界对嘉庚先生的

评价，悬挂在厦门大学校园内的

群贤路与博学路。从一百多年前

的群贤楼群，再到跨世纪新百年

的嘉庚楼群，让我们“点亮”这片

灯盏，传承“嘉庚精神”，一同缅

怀敬爱的嘉庚先生。

在灯光装点的道路上，人们

纷纷前来“打卡”。或谈笑风生，

或仰头沉思，体会嘉庚先生用其

一生写就的爱国担当、团结奉

献、诚毅创新。嘉庚先生说过的

话，如今亦照耀学子前行的路，

历久弥新、永放光芒。

（来源：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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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上午，厦门大学

举行“陈嘉庚与厦门大学”纪念

展馆开馆仪式。厦门大学校长

张宗益，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林

东伟，陈嘉庚先生曾孙陈铭，

陈嘉庚先生曾外孙曾文正，校

友总会荣誉理事王豪杰，校党

委原书记吴宣恭，校党委原常

务副书记、校友总会副理事长

李建发向陈嘉庚先生铜像敬

献花篮。全体人员向陈嘉庚铜

像三鞠躬以示崇敬与缅怀。

张宗益指出，“陈嘉庚与厦

门大学”纪念展馆是我们对陈

嘉庚先生百余年前创办厦门大

学的坚定回馈，也是在新时代

传承“嘉庚精神”的生动展现。

他希望，通过纪念展馆大家可

以穿越历史、感知温度，沉浸式

了解当年陈嘉庚先生创办厦大

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他睿智

而深远的教育理念，深切体会

他炽热而深沉的爱国情怀。

陈铭表示，厦门大学是曾

祖父陈嘉庚先生倾资创办，承

载着曾祖父教育救国、教育兴

国的伟大理想，寄寓着他为吾

国放异彩的浩然宏愿；“陈嘉庚

与厦门大学”纪念展馆通过一

系列珍贵的历史照片、详实的

文献资料，全方位地展现了曾

祖父建设厦大的心路历程，展

现了曾祖父“志怀祖国、希图报

效”的赤子衷肠；希望纪念展馆

能够成为厦大人学习嘉庚精神

的重要场所、各界朋友了解嘉

庚事迹的关键窗口，助力实现

“建世界之大学”的光荣梦想。

开馆后，“陈嘉庚与厦门大

学”纪念展馆将面向社会公众

免费开放。

据悉，厦门大学于 1981年

60周年校庆时，即在建南大会堂

设立陈嘉庚纪念堂。2004年，纪

念堂移至嘉庚先生兴建的首批

校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建

筑———群贤楼二楼。今年，纪念

展馆重新布展，焕新开馆。展馆

共有六间展室，第一展室为序

厅，以“星辰大海”创设主题形象

墙，并通过大事记概要展示了陈

嘉庚波澜壮阔的一生。第二至五

展室以“创办厦大，颉颃世界”

“绘就蓝图，吾国异彩”“奋斗不

息，崇光中华”等篇章，深度挖掘

嘉庚先生独特的教育理念在厦

门大学的实践，凸显陈嘉庚“教

育救国”的兴学理念，“启迪民

智，民族复兴”的办学宗旨，以及

“为吾国放一异彩”“世界之大

学”的办学宏愿；第六展室是尾

厅，以“弘扬嘉庚精神，奋进一

流征程”为题，特别创设嘉庚课

堂，打造学习传承嘉庚精神的

思政课堂。展馆充分融入嘉庚

建筑元素和厦大蓝、嘉庚红等

厦大元素，在丰富的图文和实

物展品基础上，融合了场景复

原、音视频、触摸屏、翻转牌等

多种展陈形式，打造互动性、沉

浸感的参观体验。

（来源：厦门大学）

“侨批、华侨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
10 月 19 日，“侨批、华侨精

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在

厦大经济楼举办。本次研讨会

是厦大经济学科以不同方式弘

扬嘉庚精神，致敬嘉庚先生的

体现，今年 7月，厦大经济学科

主办的学术期刊《中国经济问

题》曾推出陈嘉庚先生特稿专

栏，向校主嘉庚先生致敬。

会议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王亚南经济学院、邹至庄经济研

究院和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共

同主办，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与

“中国侨汇档案整理与研究课题

组”承办，华侨银行大力支持。

此次与会嘉宾中既有研究

华侨华人的专家学者，也有档

案、文博领域的专业人士，还有

公益性私人侨批展馆代表，是侨

批研究领域一次难得的交流机

会。当天上午，来自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泰国格乐大学、中国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

财大、华侨大学、金门大学、闽南

师范大学、福建省档案馆、厦门

市博物馆和漳州南风侨批馆等

高校和单位 40余名学者、师生

参会。

研讨会为期一天，“中国侨

汇档案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主持

人焦建华教授最后总结发言，他

谈到，本次研讨会聚焦于侨批文

化的历史价值及其在现代社会

中的意义，努力推动侨批研究的

更深入与拓展，旨在探讨华侨精

神如何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文化支持。

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国内

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

“银信”。侨批广泛分布在广东潮

汕、江门、梅州和海南，以及福建

厦泉漳等地侨乡，是华侨华人历

史、中外友好交流的重要记录和

见证，饱含着华侨华人念祖爱

乡、拼搏进取、诚信守诺的精神。

2013 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

银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大会批准收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世界记忆遗产。

（潘小佳 袁若珩 来源：厦门大

学经济学院）

“点亮”一片灯盏
传承“嘉庚精神”

专家学者在第三届嘉庚论坛展开深入讨论

10 月 20 日，第三届嘉庚

论坛（K Forum）在厦门大学

科学艺术中心报告厅举办。

主旨论坛围绕“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动力”主题展开，会上

多位专家学者分别作了专题

报告。两场分论坛同步举行，

与会人员围绕“教育科技人

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

“科技赋能经济：机遇与挑战

并存”两个议题展开深入讨

论。来自厦门大学、南京大

学、中国科学院、中国银行研

究院等数十位院士嘉宾、专

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参与高峰

对话，以学术交流和跨领域

对话的形式，研讨了如何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新

质生产力，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探索金融、教

育等关键要素对于促进科学

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创新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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