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两岸

交流，服务助力厦门打造台胞台

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区、引

领区。

加强与台湾民间交往。支持

市工商联、侨联、台联、金联、中华

职教社，以及各党派团体等组团

赴台交流。支持举办两岸“同名村

心连心”联谊、两岸青少年夏令

营、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文

创论坛等活动。支持办好“两岸

侨联和平发展论坛”、两岸金

门同乡会理事长联席会、海峡

两岸职业教育论坛、海峡两岸

百名中小学校长论坛，支持举办

“福德文化节”“慈济文化节”

等。有效推动两岸交流，深化、

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

基础。

创新台青联谊平台。积极支

持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对

台夏令营、冬令营等，办好“台胞

青年千人夏令营厦门分营”“鹭岛

小天使”入台交流、两岸金门籍青

少年夏令营等，增强对中华文化

认同。承办海峡两岸青年网红主

播大赛，吸引两岸 214 名青年报

名参赛，受到全国台联领导的高

度赞扬。

做好台胞台企服务工作。积

极做好在厦定居台胞、台属联系

服务，协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协

助建立台商子女就学工作机制，

为台青就业搭建平台，坚持走访

在厦台企台商，积极服务台商台

企转型升级。疫情期间，主动对台

胞提供政策咨询和心理疏导，帮

助台商台企做好疫情防控，助力

台商台企复工复产。

凝聚侨港澳力量，服务全市

招商引资，扩大对外开放，既是海

联会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助推特

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

助力海外顾问理事和港澳台侨商

企发展提升的一项重要工作。

服务招商引资工作。成立侨港

澳台招商项目工作小组，组团赴杭

州、广州、深圳等地招商，走访阿里

巴巴、吉利科技、传化集团等一批

五百强企业开展招商推介。突出以

港澳侨引商，梳理跟踪海外重点侨

港澳台商重点企业、重要社团，加

强招商项目对接，助推项目落地，

用心用情做好招商引资服务工作。

主动对接服务“九八”投洽

会。每年均邀请 50 多个来自世界

各地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港澳台侨客商团组来厦参加

“九八”投洽会，继续办好国侨办

“海外华商中国投资峰会”。推荐

郭加迪、林龙安、许健康等侨港澳

台知名人士为市招商顾问。

积极排忧解难助发展。主动

帮助港澳台侨商企排忧解难。联

手市商务局等 14 个政府职能部

门与 10 家侨企高管面对面沟通

交流，协调解决疫情下侨商侨企

的合理诉求与存在困难。协同市

公安局、市台港澳办推动侨商出

入境厦门便利化措施的落实。成

立“厦门市侨资企业协会”，与市

总商会共同发起成立“海丝城市

商会联盟”，推荐海外 20 家重点

侨港澳商协会参加。牵头举办“发

挥新优势、再创新辉煌”庆祝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活动。动员

海内外广大乡亲乡贤站在厦门经

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新起点上再

出发再打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给集美校友总会回信精神，大力

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

突出宣传重点讲好嘉庚故

事。2014 年起设立“嘉庚精神宣

传月”，组织开展《嘉庚颂》诗文诵

读会、“《一座城·一个人》———嘉

庚精神·厦门故事”主题教育活

动。推动举办弘扬“嘉庚精神”报

告会、座谈会 50 多场，在海外引

起广泛反响。2017 年与中国音乐

学院组创大型交响乐曲《陈嘉庚》

走进厦门市各大院校，并赴“一带

一路”有关国家开展巡演。推动启

动首届“厦门嘉庚文化周”活动，

促成厦门地铁 1 号线列车组命名

为“嘉庚号”。

做好奖学奖教传承教育事

业。传承嘉庚先生“教育乃兴国之

本”思想，颁授集美学村奖教金、

奖学金，累计为 2865 名优秀教职

工、11688 名优秀学生颁发奖金

1146.5 万元人民币。2017 年，创设

“陈嘉庚奖学金”，资助“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学生和

港澳台地区集美校友后裔来厦学

习深造，5 年来共资助来自 11 个

国家和地区 1063 名华侨华人学

生来厦就读。

管好嘉庚资产延续嘉庚伟

业。始终坚持把弘扬“嘉庚精神”

与推进人文城市建设相结合，支

持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和华侨大

学华文学院等部分嘉庚风貌建筑

的修缮保护和危房整治，指导集

美校委会履行好香港集友银行股

东权利，推动香港集友银行增资

扩股工作。组织引导集美校委会、

华侨博物院、陈嘉庚纪念馆等单

位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陈嘉庚纪念馆成为首批中央

文明委重点工作项目基层联系

点、全国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

教育基地。

挖掘时代价值彰显民族大义。

制定弘扬嘉庚精神时代价值工作

方案，策划了理论政策课题研究、

主题征文、电视节目访谈和企业家

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嘉庚

精神时代价值“金名片”。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海联会

迅速行动主动靠前，联合系统单

位及各区海联会积极投入抗击疫

情工作。

海外乡亲助力国内抗疫。积

极引导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

资捐物，通过海外侨胞帮助代采

了一大批防疫医疗急需物资，有

力弥补了疫情暴发初期医疗物

资的紧缺。疫情国外蔓延后，

开通 24 小时热线咨询服务电

话，为海外侨胞、海联会海外顾

问理事回国返乡答疑解惑。派员

驻点厦门机场专班分拨中心，

协同各镇（街）、村（居）深入掌

握排查海外拟返乡侨胞和港

澳同胞情况，建立信息“每周

一报”制，加强同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外事组的协作。对来厦

门接受集中隔离的港澳台侨

顾问理事及时开展“五个一”

“暖人心”工作，表达人文关怀

与家乡温暖。

家乡人民支持海外抗疫。

疫情在海外蔓延后，及时在疫情

较严重的 15 个国家 23 个重点

侨团设立海外联络专员，随时进

行对接联络，掌握海外侨胞、海

外顾问理事生产生活情况。同

时，向海外社团、港澳侨人士及

时捐赠口罩、防护服等抗疫物

资，用实际行动回馈国内抗疫期

间给予极大支持的海外港澳侨

胞。近 3 年来，坚持开展新春“温

暖行动”，向近 32 个国家侨团侨

领和港澳知名人士寄送“新春祝

福包”，表达家乡人民浓浓的新

春祝福和抗疫问候。

帮助复工复产共克时艰。

及时走访慰问海外顾问理事

企业和部分侨港澳商企，了解

复工复产实际情况，在保障员

工返岗、破解招工难题、优化金

融服务、防疫用品采购等方面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与市发改委、

市商务局、市税务局和市人社局

等一起，召开“助力在厦港澳台

侨 企 业 纾 困 减 负 工 作 专 题

会”，听取在厦港澳台侨企业

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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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政协委员座谈会等形式，

鼓励引导港澳代表人士在港澳

社会事务和厦门经济特区发展

事业中发挥助力引领作用。香

港《国安法》出台后，海联会港澳

代表人士立场坚定，通过街站宣

传、主动发声等，在港澳社会产

生了广泛的正面效应。一大批

港澳代表人士及其二代年轻新

秀在港澳地区抗疫防疫战中，团

结和带动广大乡亲投身抗疫一

线，提振在港澳乡亲的凝聚力。

吴秋北、陈克勤、宋碧琪等厦门

市政协委员在港、澳立法会等积

极为公民发声。众多代表人士在

港澳其他专业性社团任职，在相

关专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引

导在港在澳各校友会、各社团踊

跃来厦投资兴业，助力厦门市与

港澳的经贸交流合作。

深化交流合作 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积极发挥优势 开展大招商招大商

高举嘉庚旗帜 促进大团结大联合

凝聚海外力量 共同防控新冠疫情

（上接 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