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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1 日，福

建省侨联副主席翁小杰、

经济科技部部长陈晓、厦

门市侨联副主席洪春凤

等专程拜访中科院城市

环境研究所党委书记朱

永官院士。朱永官系英国

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环境生物与生态学博士

研究生，历任中科院城市

环境研究所筹备组副组

长、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

所所长、中科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党委书记，2019

年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士

称号。

省市侨联领导与朱永

官就开展国际技术合作、

推进产业化以及团结侨界

人士等方面展开交流并取

得共识；经协商，省市侨联

拟在环境所设立“创新创

业基地”，为吸引人才、促

进创业和研究成果转化提

供新的平台。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下属

的事业法人单位，是专门

从事城市环境综合研究的

国立研究机构，拥有“环境

科学与工程”、“生态学”专

业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点以及“环境科学

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研究所位于美丽的南

方海滨城市———厦门。

研究所现有职工 280

人，研究生 310 人，博士

后、客座人员及访问学者

约 50 人。职工中现有中国

科学院院士 1名、中国工

程院院士 1名，国家杰青

4 名，其中朱永官连续四

年（2015-2019 年）入选科

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

家”名单，研究所环境与生

态学、工程学进入 ESI 国

际排名前 1%行列。2016

年入选福建省第一批企事

业人才高地，聚集了一批

卓越的科技领军和创新人

才。

本报讯“厦洽会”期

间，来自主宾国菲律宾的

菲律宾厦漳龙同海总会·

商会一行到访翔安，翔安

区委书记胡盛，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洪国平，

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陈书东，区侨联主席朱延

望等热情接待，并召开座

谈会。

区招商中心孙雄政为

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翔安

目前的城市发展战略以及

重点建设项目。与会嘉宾

认真听取介绍，并就重点

工程项目展开讨论，交流

磋商。

胡盛强调，翔安作为

厦门最年轻、最具活力和

发展潜力的行政区，发展

前景广阔，目前厦门新机

场、“两场两馆”、第二东

通道、轨道交通、翔安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等一大

批重大项目建设正如火

如荼开展，翔安作为厦门

未来规划的东部市级中

心的功能定位日益凸显。

他表示，希望今后菲律宾

厦漳龙同海总会·商会能

与翔安保持密切联系，多

组织会员来翔考察交流，

寻找商机、增进情谊、共

谋发展。

洪国平表示，菲律宾

厦漳龙同海总会·商会自

创立以来，积极开展各项

有利于中菲友谊的工作，

是菲华社会一支重要的有

生力量，为中菲友谊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家乡人

民深以为荣、引以为傲。他

诚挚邀请与会嘉宾多多关

注翔安，共同见证翔安的

发展历程，感受翔安的发

展脉动，同时也希望与会

嘉宾能为翔安的发展建设

出谋献策、牵线搭桥、引资

引智。

曾佳龙团长表示此

次回国参加“厦洽会”达

到了预期目的，看到“娘

家”现在变化这么大，投

资环境日益趋好，将会调

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企

业的积极性，为翔安区经

济建设做贡献。同时，希

望双方加强沟通，在翔

安、菲律宾两地实现联系

常态化，信息互通，取长

补短，分享工作经验，为

共同提升两地经济和非

公经济人士的能力水平

而共同努力。

福建与东盟友城“云交流”

共谋合作发展
本报讯 据新华网福州电，9月 16 日，福建 -东盟友

城大会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福州和东盟各地举行。现

场促成签署 10 多项关于经贸、产能、旅游和文教等领域

的合作协议，深化了福建省与东盟友城的务实合作，有

利于推进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实现互利共赢。

据介绍，本次大会分为携手合作抗疫论坛、深化经

贸产能合作论坛、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分论坛等三场专题

论坛和省市长论坛暨线上签约仪式，旨在与东盟携手应

对疫情，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今年以来，福建省以“云推介云对接”方式举办了近

30 场经贸促进活动，其中与东盟国家先后举办了 6场，

共有 2 万人次在线参会对接。此次，福建省、市、县三级

商务部门联动，与东盟友城政府部门及经贸促进机构开

展全方位互动，共话商机。在“福建 -东盟友城深化经贸

产能合作论坛”上，仅产能合作就达成了中国武夷菲律

宾亚太广场项目、越南年产 70 万吨的聚酯工程项目、闽

菲跨境电商项目、“福州 -马尼拉”福建首条定期货运航

空专线项目、泰国华威铅酸蓄电池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等

9项经贸合作成果，总投资 14 亿元。

在“福建 - 东盟友城大会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分论

坛”上，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签

订文化和旅游合作协议，4家福建文旅企业与 15 家东盟

友城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近年来，福建与东盟高级别官方互动交流更加频

繁，贸易、投资和产能合作日益深化，旅游和文教交流日

趋热络。双方已经建立了 20 多对国际友城关系，为深入

拓展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疫情发生

以来，福建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动向东盟友

城捐助防疫物资，并开展远程视频连线等“云外事”活

动，分享抗疫及复工复产经验。 （张婷婷）

许健康在家乡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会
本报讯 9 月 7 日下午，晋江市安海经竹公益慈善基

金会成立暨 2020 年(第一届)奖学奖教颁奖仪式在安海

镇坝头村溪边老人会举行。

据了解，安海经竹公益慈善基金会由全国政协常委、

厦门市荣誉市民、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康捐赠 1000

万元设立。该基金会成立后将广泛开展扶贫帮扶、助学助

教、奖教奖学、改善生态环境、新农村建设等公益慈善活动。

当天，安海经竹公益慈善基金会 2020 年(第一届)奖

学奖教颁奖仪式举行，基金会奖励坝头小学 10 万元，奖

励溪边自然村 6位今年考取本科院校的大学生。

尽管常年在外，但许健康却从未忘记家乡的发展，

特别是家乡的教育，他一直挂在心上。多年来，他陆续向

母校侨声中学捐款 100 万元设立“许书藏家族教育基

金”，捐资 280 万元兴建“书藏图书楼”，并出资 450 万元

与东石电厂捐建教师宿舍“尊师楼”。2016 年在侨声中学

成立 60 周年之际，他捐资 500 万元为母校“贺寿”，今年

又捐资 500 万元。其慷慨义举受到各方广泛赞誉。

除了给家乡捐款，许健康还向厦门、福州、安徽、上

海、澳门等地的教育及慈善事业捐款，许健康家族及其

企业截至目前已累计捐赠 6亿元人民币。 （安小康）

宁德市举办侨界业余羽毛球赛
增强侨界凝聚力

本报讯 9 月 20 日，宁德市侨联举办侨界业余羽毛

球赛，增强侨界凝聚力，丰富广大归侨侨眷的业余文体

生活，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据介绍，本次参赛的队伍分别由蕉城区侨联、东湖

塘华侨农场侨联、华侨新村社区、侨联青委会、侨爱慈善

志愿者协会、夏威食品公司、远藤食品公司、华厦眼科医

院集团宁德医院等共八家代表队组成，以团体赛为单

位，通过五局三胜制进行角逐。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东湖塘华侨农场侨联代表队、远藤

食品公司代表队、蕉城区侨联代表队分别获得一至三名。

202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颁布 30 周年，也是“七五”普法的收官之年。宁德市侨联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以“弘扬法治精神，

宣传贯彻侨法”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

宁德市侨联主席陈卫良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增强社会各界的健身意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进一

步激发广大侨界群众以健康的体魄、高尚的情操、拼搏

的精神，为全方位推动新宁德高质量发展超越作出应有

贡献。 （林榕生 吴允杰）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我见证了台胞

证的发展，从一张纸到本再到卡式证，台胞领证

越来越便利。”9月 19 日上午，厦门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支队率先推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自助发证便民服务举措，台胞仅用 1 分钟

即可“刷脸领证”。

李先生成为第一个享受这项便利的台胞。

“我 9月 16 日到出入境前台提交了申请，今天

来领证，在自助机上操作，1分钟就领取到了卡

式通行证。”李先生说，不用再去柜台登记、排

队，这项便利大大地节省了他的时间。

台胞黄先生从事两岸旅游工作，1999 年第

一次来到厦门，他深刻地记得当时申领的是一

张纸质的“通行证”。后来，台胞通行证换成了小

本样式，因黄先生工作需要频繁往来，本式通行

证换了 8本。19 日，他顺利地领到了卡式通行

证，并称这项举措为他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便

利。

据介绍，自助发证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优

化了工作流程。申请人无须再排队取号、等候工

作人员查找、发放证件，只需在自助区通过机器

读取相关信息，即可自助领取证件。二是缩短了

等候时间。通过自助发证机领证，全过程不到 1

分钟，大幅缩减办理时间。三是领取方式灵活。

台胞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由本人或委托台湾

居民、大陆居民代为领取。

厦门早在 2003 年即建成首个台胞办证中

心，台胞办证量长期居前列。自助发证举措的推

出，将进一步满足台胞的新需求、新期待，持续

提升对台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目

前，厦门正持续推进台胞证在金融、教育、医疗、

通信、交通等民生服务领域的便利使用，为台胞

来厦创业、就业、学习、生活、旅游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 （张玲玲）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

报道 9 月 21 日，作为第十

二届海峡论坛的主要配套

活动之一，第八届“同名

村·心连心”联谊活动在厦

门举行。活动以“居同厝·

共守望”为主题，两岸同名

村宗亲参与其中，讲述闽

台居住文化的一脉相承，

推动两岸乡建乡创的交流

合作。

本届活动由福建省台

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海

外联谊会、福建省闽台交

流协会、厦门市台联、台湾

闽台同宗同名村交流中

心、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主办。活动全程通过“直播

海峡”等平台视频直播，线

上线下共话乡愁，海峡两

岸亲情交融。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

一衣带水，两岸“祖同宗、

文同源、居同厝、语同音、

曲同调、俗同风、食同味”。

本届活动以“居同厝”为切

入点，既展现两岸在建筑

文化方面的一脉相承，也

唤起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

陆的祖地意识和认同感。

联谊活动分为“双燕归脊”

“家的荣耀”“守望相助”三

大篇章，两岸同名村宗亲

通过“现场 +VCR”方式，

共叙亲情友谊，畅谈两岸

同名村的历史渊源，一同

探索两岸民居建筑的过

去、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前

景与合作方向。

说到两岸的同名村，

不得不提板桥。台湾新北

市有个板桥，而厦门集美

也有个板桥。张文总是厦

门市集美区板桥智门院管

委会的秘书长，在现场进

行分享时，他这样说：“早

在 100 多年前，厦门集美

的板桥村人入垦淡水的

南势埔，南势埔整个村庄

300 多人基本都是集美

板桥张氏后裔，房子基本

依照故乡的‘大厝’格局

来建造，比如屋顶都有

‘燕尾脊’。我们不仅居同

厝，连起名也按族谱的字

辈来，家族渊源从来没有

断过。”他告诉记者，集美

板桥村每年正月十六的春

祭，台湾宗亲们都会组团

回来参加。30 多年来，两

岸的“板桥人”频繁“走亲

戚”，已有超过 60 批台湾

板桥宗亲回到集美寻根

交流。

同名村，心连心。远道

而来的台湾宗亲对于这六

个字同样有着强烈而真切

的感受。“我们从台湾过来

参加这次活动，这里的人

非常热情。我几乎每一年

都有来，感受很深。”台湾

高雄晋江同乡会副理事长

王国强说。

（林爱玲黄珊珊）

菲律宾厦漳龙同海总会一行到访翔安

台胞可1分钟自助“刷脸”取证
厦门推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自助发证便民举措

两岸板桥村屋顶都有“燕尾脊”
第八届“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在厦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