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家莹
厦门市人大代表、厦门市侨

商会名誉会长、厦门市佳好集团

董事长

“放眼全国各大城市，厦门对

于台青的扶持力度是最大的。”吴

家莹表示，希望继续加大扶持力

度，帮助台青突破创业瓶颈。

他建议，各区进一步梳理辖

区内的青创产业，并不断深耕，力

争成为优势主体产业，吸引对应

领域的台青到此发展，并适当加

强资金、技术补助。这项发展优势

主体的产业可以提升辖区附加

值，实现创业青年与基地间的双

赢。

苏庆灿
厦门市人大代表、厦门市侨

商会会长、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董

事长

“在厦门，一部分人遇到疑

难杂症时，仍然会想要向外求助，

这是因为厦门的专科医院能力还

不够拔尖。”苏庆灿表示，厦门已

先后引进、建设并投用复旦中山

厦门医院、复旦儿科厦门医院、川

大华西厦门医院和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直门医院厦门医院四个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项目。然

而，现有的三甲专科医院，如厦门

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厦门大

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等，虽然有

一定的区域知名度，但还需要进

一步做大做强。

建议厦门要在高水平专科

医院建设上不断发力，既要加大

扶持现有的三甲专科医院，也要

引进、新建相关三甲专科医院，优

化优质医疗资源配置，使群众能

就近享受国内外顶级医学专家的

诊疗服务。

王瑞祥
厦门市人大代表、厦门市侨

商会常务副会长、厦门市味友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瑞祥提出，随着人口老龄

化趋势的加快，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养老服务需求的任务越来越繁

重，但目前不少养老服务照料中

心运营状况不佳，以集美区为例，

全区 6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不同

程度存在入住率不高、经营机构

生存压力大的情况。

他认为，出现这一困境的主

要原因是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内设

医疗设施未能纳入医保定点单位

范畴，入住的老人无法享受每月

1020 元的床位补助，相关医保定

点补助也无法申领，个人入住成

本较高。因此，他表示，希望厦门

市将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内设医疗

设施纳入医保定点单位范畴，降

低老年人入住成本。

吴招毅
厦门市政协委员、厦门市侨

商会常务副会长、厦门市协益仙

达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通过引导资金向重点产业倾

斜，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准入环境

等举措，厦门市以产业投资基金

为“加速器”，在构建财政资金与

社会资金结合的多元化、多层次

投融资体系上成果丰硕。

建议借助九八国际投洽会，

金砖工业创新基地，对港对澳对

台联系等方面，特别是在金融界

方面，大力宣传厦门基金优惠政

策，营造浓厚创投气氛，让更多业

内人士知晓厦门基金政策是一项

长期的基本工作。加速闽西南协

同发展，城市抱团取暖，在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方面保持

更快便捷畅通，在产业发展空间、

资金来源、人才来源上为基金投

资机构在厦门的做强、做大、长期

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张和辉
厦门市政协委员、厦门市侨

商会副会长、厦门市鹭达眼镜有

限公司董事长

张和辉建议, 持续开发厦门

市公益性岗位为困难群众“兜

底”，并调整企业扶持政策，为中

小企业“松绑”减负，对困难企业

伸出援手。张和辉建议活用“家门

口”的资源，各区、街道因地制宜

地结合当地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

需求，适当增加防疫消毒、防疫宣

传、保洁保绿等公益性安置岗位，

从而保障贫困人员就近就地就

业，帮扶受疫情影响的困难人员

就业。及时调整厦门市企业扶持

政策，尽可能降低企业生产运营

成本，为中小企业减压减负。诸如

提供宽松的专项贷款，或对有资

产抵押能力、知识产权抵押能力

等的企业，加快审批放款速度，解

决企业资金问题等。

吕奋勇
集美区政协常委、厦门市侨

商会常务副会长、蓝保（厦门）水

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外联谊，

发挥集美嘉庚精神与侨乡优势，

组织到省外及海外的厦门社团交

流联谊，联系华社侨领与嘉庚学

子，将海内外曾在厦门集美就读

过的嘉庚学子，特别是受到嘉庚

奖学金资助的优秀人才组织起

来，成立各地嘉庚学子的社团组

织，弘扬嘉庚精神，并通过他们将

厦门推介到省外与海外，吸引更

多的省外与海外资金与人才投

资，共同建设厦门，引资引智促进

集美的社会发展。

陈碧珠
集美区政协委员、厦门市侨

商会常务理事、罗普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软件园三期目前入驻办公

人数已超过六万人，逐步形成规

模化态势；美中不足的是面积大，

物理空间相对分散不够聚焦，很

难形成像软件园二期式的聚焦氛

围，配套也明显不够完善，如餐

饮、商务洽谈、休闲接待场所等。

建议由政府牵头联合产业龙

头企业共同打造“特色园中园”、

形成具有软三特色的多产业生态

集群;可以规划出几个标杆。产业

生态区域，通过政策倾斜快速形

成集群，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

用，形成规模效应;在各产业生态

区域引入“餐饮、商务洽谈、休闲

接待场所”等配套;让各产业生态

区域兼得办公和温馨的人文气

息。

赖鹭挺
集美区政协委员、厦门市侨

商会理事、厦门市涌泉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

集美区正处于在全面推动高

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示范区

建设的关键期。发展离不开人才，

更离不开青年一代人才。

建议重新启动注册：集美区

青年联合会。加大力度在共青团

上的投入和支持，强化高校群团

组织的建设，有组织多方位的以

各种形式来吸引团结青年人才。

尽管我们在青年服务工作一直深

耕，但存在青年群体范围很大，服

务青年人群较窄，无法联系大多

数青年等问题，集美区青年联合

会在 2018 年撤销注册，其实区级

青年联合会可以参考北京市朝阳

区青年联合会，以组织建设、营造

氛围、扩大影响、建设国际化青联

为工作目标，以“凝聚”为发展理

念，围绕党政中心，服务区域发

展、服务委员事业，发挥人才优

势，积极投身集美发展的伟大实

践。 （厦门市侨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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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创投与厦门佳浴新材料投资签约仪式近

日举行，本次投资将助力厦门佳浴新材料的产品

升级迭代以及市场拓展，也标志着双方将在新材

料产业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厦门佳浴新材料成立于 2019 年，由厦门佳

浴智能卫浴创始人李小满联合中科院教授孟祥

瑞创建，是一家专注于新能源领域科技创新、精

益智造的新材料公司，主营新能源电池材料用

陶瓷匣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是中国首家

攻克锂电池高温反应容器技术痛点的新材料科

技企业，在锂电池高温反应容器材料领域享有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已注册并提交数十项专利，

并与多家中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达成合作关

系。

火炬创投系厦门火炬集团下属市场化创业投

资机构，以“基金 +直投”赋能产业发展，聚焦为科

创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要素保障服

务，着力为厦门市孵化或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三

高企业”。 （林露虹来源：厦门日报）

1 月 16 日，全球发展促进中

心创新培训基地授牌仪式在厦门

举行。

全球发展促进中心于 2022

年 11 月 12 日揭牌成立，设立在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是为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打造的统筹资源、

协调行动、汇集众智、宣介理念

的平台。创新培训基地是全球

发展促进中心以人力资源培训

方式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

平台。

此次全球发展促进中心首个

培训基地落户厦门，设立在金砖

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

地，依托其在人才培养方面探索

形成的金砖特色人才培训体系，

为各方对接发展需求、开展项目

合作发挥作用。

厦门将与各部门、各界人士

共同倾情倾力建好创新培训基

地，探索全球发展倡议地方实践，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厦门力量。

（钟宝坤来源：海西晨报）

近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2022 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

单，共 100 个产业集群入选。其中，福

建省有 5个产业集群上榜，包括厦门

市集美区工业机器人产业集群。福建

省其他 4个入选的产业集群，分别是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用户侧新型储能

产业集群、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石英

钟表产业集群、福建省晋江市运动鞋

原辅材料产业集群、福建省武平县显

示模组及材料制造产业集群。

工信部通知要求，入选产业集群

要做大做强主导产业，进一步畅通产

业协作网络，增强集群创新活力和产

业链关键环节配套能力，着力培育优

质中小企业，不断推进集群数字化升

级和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开放合

作，加快提升集群治理和服务水平。

（王温萍来源：海西晨报）

财经速递 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创新培训基地落户厦门

集美区工业机器人产业集群入选全国榜单 火炬创投投资佳浴新材料

厦门市、区“两会”召开期间，来自厦门市侨商会的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通过提案反映优化厦门营商环境建设、

加快乡村振兴、提升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发展、推动文化建设等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