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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银锑）

8 月 7 日，厦门市委统战部

副部长陈俊泳带队前往湖里

区委统战部开展调研，了

解机构改革后，湖里区委

统战部涉侨部门设置和人

员配备情况，以及各街道

侨务力量配备情况，并召

开调研座谈。湖里区委统

战部常务副部长、区侨办

主任吴丽英等参与调研。

座谈会上，调研组听

取了湖里区侨情基本情况

汇报以及湖里区侨办上半

年主要工作、下半年工作

安排，重点了解了机构改

革后涉侨部门设置、人员

配备，涉侨审批事项规范

办理以及重点侨资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

陈俊泳 对 机 构 改 革

后，湖里区委统战部克服

人手不足等实际困难，侨

务工作很快走上轨道表示

肯定。她指出，侨务工作要

紧紧结合当前的主题教育

活动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凝聚侨心侨力，为厦门建

设做出新贡献。要加强同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联

谊，利用好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厦门联络总部的平台

作用，将湖里区的最新政

策、发展动态第一时间传

递到海外各地，配合做好

引资引智工作。

期间，调研组一行还赴

康乐社区，走访慰问患疾归

侨困难户。

本报讯 8 月 2 日下午，

厦门市荣誉市民、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外籍教授潘维廉一

行风尘仆仆出现在厦门大学

科学艺术中心。这位以“不见

外的老潘”走红网络的教授，

7 月阔别了厦大 31 天，纵横

中国大地 2 万公里，走遍了

26 个城市，圆满结束“重走

中国行”，并与大家分享所见

所闻。

“1994 年，我的朋友曾

质疑中国‘靠海的发展，内

地没发展’，我决定亲自走

一走，讲述真实的中国故

事。”潘维廉在分享会上以

这个小故事开头，向与会厦

大师生分享了 25 年后“重

走中国行”中的亲身经历，

把所见的变化、所得的感受

一一道来。

1994 年夏天，“老潘”开

着自己的金杯面包车，带着

妻儿，历时 3 个月，走了 4

万公里，游历中国的大江南

北。此次“重走中国行”，路

线与 25 年前大体一致，潘

维廉以厦门为起始点，到

25 年前他曾经到过的中国

城市乡村，以及习近平总书

记提到或工作过的地方，包

括延安、梁家河，纵横 2 万

公里，足迹遍布 26 个城市，

历时 31 天。

“‘1994 年是土色，2019

年是绿色’，在宁夏，25 年前

我看到的破旧的土房如今换

上崭新的砖瓦房，绿化也做

得很好！”“我采访各地的百

姓生活怎么变化、为什么变

化，他们告诉我的答案好多

都提到了‘政策好’‘领导

好’。”“我在贵州等地的偏远

地区都随处可见贯通的隧

道、高速公路、高架桥，西部

变化太大了！”潘维廉说，“我

本来以为这样的变化要四五

十年甚至更久才会发生，没

想到这么快”。

从城市到乡野，从东部

到西部，从扎根基层的厦大

人到三洲镇的“断臂铁人”，

潘维廉步履不停，采访不

断，亦笔耕不辍。潘维廉说，

此行遇到的人和事让他再

次见识了“中国有普通话，

但没有普通人”，深切感受

到了接地气的“中国梦”。他

表示，会将 25 年来中国的

变化写出来，向世界传播

“更精彩的中国故事”。“希

望再过 20 年我可以再跑一

趟。”他说。

据潘维廉介绍，此行的

所见、所感将会分成两本书

出版，一本是由此行采访的

30 多名普通人来讲述“25 年

间生活是怎么改变的”，争取

在 9月底面世；另一本将由

潘维廉讲述“中国 25 年方方

面面的变化”，预计创作需要

半年时间。 （许蔚菡杜筠）

本报讯（通讯员马小平）

8 月 1 日上午，厦门市侨

联与厦门市华侨历史学

会举行座谈会，会议就如

何进一步以习近平侨务

工作论述为指导，加强厦

门华侨历史研究工作，探

讨新时期侨史研究的思

路方法，推动新时期侨务

工作的开展进行深入交

流。市侨联副主席邓飚、

市侨联文化联络部部长

李永彬，市侨联原副主席

王起 ，厦门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暨南洋研究院教授

聂德宁，厦门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曾珍，厦门华侨博

物院副研究员林翠茹等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邓飚

主持。

与会者一致认为，厦

门市侨史学会自成立以

来，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

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

究成果。新时期的侨联工

作面临着一系列新侨情和

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要认

真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

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重

点工作来落实，侨史研究

的思路方法也要跟上新时

期的发展变化，发挥智库

作用，为侨联工作创新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

会议还就厦门市华侨

历史学会换届事宜进行了

讨论，通过了大会方案并

作出具体工作安排。

本报讯 打好“大招商、招大

商”主动仗，加速对接国际高水平

创新资源。8月 6 日，火炬高新区

管委会、湖里区政府有关负责人

先后与新加坡创士锋代表一行进

行座谈，共商加快推进新加坡(创

士锋)科技园项目落地见效。记者

获悉，新加坡(创士锋)科技园由

火炬高新区与湖里区共同引进，

目前已接洽 5 个项目，其中 2 个

项 目———医 院 安 全 项 目 JCS

Biotech、工业物联网安全项目梦

新科技已确定落户厦门。

新加坡创士锋是由新加坡佳

士集团和以色列 Avnon 集团联

合孵化的投资机构。今年 5月，新

加坡创士锋与火炬高新区、湖里

区达成合作意向，计划在厦落地

厦门创士锋，建设新加坡 (创士

锋)科技园，建立并长期维持一条

源自以色列、经由新加坡，通向中

国市场的安全技术创新资源渠

道，引导创士锋孵化的优质“三

高”企业项目落户厦门。

新加坡驻厦门领事馆总领事

池兆森说，厦门良好的营商环境

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来厦投资

兴业，共谋发展。当前厦门市委市

政府正加快推进“三高”企业做强

做大做优，新加坡作为国际科技

创新高地有许多做法可以和厦门

交流切磋，此次新加坡创士锋项

目落地厦门，不仅促进新加坡“三

高”企业加速拓展中国市场，同时

也将为厦门带来高精尖人才、技

术等优势资源。

新加坡创士锋联合首席执行

官李葳告诉记者，厦门创士锋的

发展计划分为“两步走”，前期引

入成熟的新加坡创业项目，以厦

门为基地拓展中国市场；后期将

瞄准安全技术领域，链接新加坡

创新资源，在厦孵化培育一批优

质创新项目，并与厦门的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联动，力促厦门实体

产业发展。“我们希望搭建一条双

向的通道，不仅把新加坡企业引

进来，也推动厦门的企业走出去，

与新加坡企业合作共赢。”

记者注意到，已确定落户厦

门的两个项目具有“技术高大上、

应用接地气”的特点。其中，JCS

Biotech 自主研发的 BC 65 无毒

消毒试剂及系统为医疗、家居市

场提供便捷高效的杀菌解决方

案，产品已在东南亚主要国家和

中东的医院使用；梦新科技的核

心技术源自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MEMS 微型水听器技术，该技术

能“听”清水中动静，可应用于工

业物联网、水下勘测、海洋研究等

领域。 （林露虹 管轩 雷 ）

同安区侨联

开展“八一”慰问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靖）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解放军建军 92 周年和厦门解放 70 周

年，“八一”前夕，同安区侨联、同安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厦门海丝慈善会携手开展走访慰问建

国前入伍退役军人活动。

7 月 30 日上午，侨联工作人员与海丝慈善

会副会长曾美凤、退役军人事务局杨长城一行

来到位于城西一里退役士兵吴智伟的家里。吴

智伟老人 90 岁高龄，但是精神状态很好,老人曾

是国民党兵，1948 年被解放军俘虏后经过教育

转化，立刻投入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建国以

后，考上了军校，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还把自

己的儿子孙子培养成为了共和国的军人。回忆

起一生的峥嵘岁月，老人感慨到：“共产党好，我

为党付出一生无怨无悔”。

慰问团一行还来到厦门市第三医院，看望

正在医院住院的退役老兵张福。张福听说有人

要来看望自己非常高兴，他跟照顾他的孙子讲

起自己跟着部队南征北战的经历时历历在目，

他的孙子介绍说老人为人诚实善良，从不张扬，

上次退役军人登记时才打开老人的一个箱子,找

到了很多的证章和奖章。老人虽然有些耳鸣，但

他对慰问团的人说：“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自愿

为国家去打仗去搞建设的”。话语铿锵有力，在

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56 位青年沙坡尾

“做十六岁”成年礼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大红状元袍穿起来，

金花状元帽戴起来，手摇“成功”宝扇。在鸣锣开

道等仪仗队伍引导下，56 位青年意气风发的在

厦港片区行“状元踩街”礼仪。8月 7 日，这一幕

出现在厦门老港口的朝宗宫。值得一提的是，本

次活动有 5位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2位侨眷和

3位加拿大籍华裔。

在闽南，相传七月初七这一天是儿童的守

护神———“七娘妈”诞辰。近年来，朝宗宫都会在

这一天为时年 16 岁的青年举办“做十六岁”活

动。这个传统，在闽南流传了上千年。朝宗宫为

每位参加活动的同学都备了一份大礼包：成年

礼证书、妈祖有缘卡、文昌笔、黄金转运珠，期许

每位同学在人生起航时，开启成长历程中新的

里程碑，开发成功辉煌的金色未来。

成年礼设置了一个个充满浓郁闽南文化元

素的环节：过成年门、过七星桥、穿七娘妈亭。

“奉茶”是成年礼活动中最感人的一幕，每位成

年礼生手端清茶一杯，来到父母面前双手奉上，

以感恩的心答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来自厦门双十中学的高 是印尼侨眷，她告

诉记者，外公和外婆都是印尼归侨，但妈妈和自己

都是在厦门出生。起初来参加成人礼只是觉得好

奇有趣，而当她向妈妈奉茶的那一刻，猛然发觉自

己真的长大了。高 妈妈陈晓鹭则想用这个仪式

让女儿亲身体验闽南传统文化，这也是一种传承。

来自台湾高雄的陈薇安，虽然已 24 岁，也

赶来现场感受“做十六岁”成人礼。陈薇安说，成

人礼对她来说，很熟悉也很陌生，只在电视上看

到过，但没亲身经历过。两个小时的活动让她感

触颇深，“这个仪式让我更深刻地知道自己是个

大人了，应该回报父母。”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昌泽 林晖琳）7 月 30

日，集美区侨联组织镇

街侨联分管领导、侨联

干部共 20 人，前往思明

区梧村街道、湖里区康

乐社区参观省级“侨胞

之家”示范点。

当天上午，集美区

侨联主席陈群英带领参

观学习人员听取了梧村

街道侨联建设和创建省

级“侨胞之家”示范点的

经验做法，对梧村街道

侨联与其他群团组织整

合资源、综合利用、共建

共享阵地场所印象深

刻，表示在工作中要积

极学习借鉴。

随后，集美区侨联

人员来到湖里区康乐社

区，与集美区基层侨联

人员交流了工作中的难

点和解决办法。针对社

区侨联人员没编制、经

费缺口大、工作任务重

的困难，大家切身体会

到“侨胞之家”不仅要

“五有”，更要通过开展

扎实有效的工作实现

“五好”。

陈群英表示，要强

化创新意识、拓宽工作

视野、提升工作技能、优

化管理服务水平，努力

在集美创建更多的国家

级、省级“侨胞之家”示

范点。

新加坡（创士锋）科技园在火炬高新区启动

集美区侨联
组织参观基层“侨胞之家”

探讨新时期
侨史研究的思路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