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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福建日报报道 4月

24日，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祖翼在福州会见了由马

来西亚华人公会总会长魏家祥、副

总会长陈德钦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周祖翼对代表团访问福建表

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周祖翼说，今年是中

国与马来西亚建交 50周年暨“中

马友好年”，两国关系发展迎来新

的重要契机。福建与马来西亚源远

流长，交流紧密、往来频繁，双方合

作空间巨大、前景广阔。当前，我们

正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的新

福建建设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

重要要求，充分发挥独特区位、港

口机场和“侨”的优势，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

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经贸、

教育、文旅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携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不断巩固提升友好关系，共同推动

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

魏家祥表示很高兴再次访问

福建，并介绍了马来西亚华人公

会的发展情况。魏家祥说，马来西

亚与福建有着不解之缘，渊源十

分深厚。马华公会将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当好马来西亚和福建之

间的桥梁纽带，推动双方企业开

展广泛合作，深化科技、教育、人

文等交流交往，实现共赢发展。

省领导吴偕林、王永礼、林瑞

良参加会见。 （周琳）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厦门是中国著名的侨乡、

陈嘉庚先生故里，多年来，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祖

国、为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为更好

地收集、整理、保存侨胞侨

眷报效祖国和建设厦门的

宝贵历史资料，发挥档案存

史育人的作用，进一步凝聚

侨心侨力，近日，厦门市档

案馆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

有保存利用价值的涉侨档

案资料。

征集对象为厦门籍归

侨侨眷、海外侨胞（以下统

称“侨胞”），在厦侨团，能提

供有关侨史资料的单位、团

体、侨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

热心人士。征集内容包括反

映侨胞对家乡建设和对住

在国所作贡献的实物、报

纸、书籍、文献资料、照片、

音频、视频等。

凡向市档案馆捐赠、寄

存档案资料的单位和个人，

可以优先利用该档案，并可

以对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

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

意见。市档案馆将按规定对

征集的档案资料进行规范

整理、妥善保管，并向社会

提供利用。

有意向者可拨打电话

0592-5091221 联系，联系地

址为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80号厦门市档案馆征收鉴定

处（邮编：361000），电子邮

箱：dag-zjc@xm.gov.cn。

（何无痕）

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

文物征集活动开始
本报讯（通讯员陈辉煌）2024 年，在陈嘉庚

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陈嘉庚纪念馆策划推出

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专题展览。为办好

此次展览，讲好陈嘉庚先生的故事，弘扬嘉庚精

神，近日，陈嘉庚纪念馆开始向海内外公开征集

相关藏品。

此次文物征集范围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

内容。与 1940 年陈嘉庚回国访问延安相关以

及体现当时延安政治清明、团结抗战等景象的

文物、文献、音像影像资料；反映解放战争时

期，陈嘉庚在救国救民、反独裁争民主过程中

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艰苦奋斗的相关文

物、文献、音像影像资料，及《南侨日报》相关史

料；反映陈嘉庚回国参政，拥护国家大政方针

政策、关心祖国统一，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的

提案、建议、发言等相关文物、文献、音像影像

资料；反映陈嘉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

推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文教事业的发展及民

生改善方面相关的文物、文献、音像影像资料；

与陈嘉庚 1949 年东北考察、1950 年全国考察、

1955 年祖国万里行相关的文物、文献、音像影

像资料；反映陈嘉庚爱侨护侨，鼓励华侨回国

投资支持祖国建设，受陈嘉庚影响积极支持祖

国建设的华侨及其相关文物、文献、音像影像

资料。

文物捐赠方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博物馆条例》等

法律法规规定，通过无偿捐赠、收购、复制、移

交、借用、口述史等方法开展。

有意向的藏家或单位可直接将相关藏品介

绍、照片资料以及联系方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1162306526@qq.com，或者致电0592-6192186

联系，联系地址为厦门市集美区浔江路 8号（邮

编：361021）。

厦门入选

全国游客满意度十佳城市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 4 月 21 日，中国

旅游研究院发布 2023 年全国游客满意度调

查，厦门入选全国游客满意度十佳城市，位居

全国前三。

中国旅游研究院受文旅部委托开展 2023

年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这是中国最具权威的

旅游调查之一。此次入选全国游客满意度十佳

城市的分别为苏州、杭州、厦门、昆明、重庆、青

岛、西安、南京、北京、沈阳，厦门位居第三。

数据显示，2023 年，厦门旅游业接待旅游

总人数近 1.1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67%；实现旅游总收入超 1567 亿元，稳居全省

第一，同比增长 83%。全市纳入监测的 27 家景

区景点接待旅游人数 5190 万人次，同比增长

98%。 （吴君宁）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今年以来，厦门经济运行

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回升

向好势头，一季度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5.6%,比去年

全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实

现平稳开局。新动能培育加

力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发

展，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

高，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新动能培育持续加速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今年以来，厦门加快培

育 发 展 新 动 能 ， 构 建

“4+4+6”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传

统产业焕“新”蝶变，新兴产

业以“新”出彩。

支柱产业按下转型升级

“快进键”。一季度，电子信息

制造业产业集群产值同比增

长7.8%，其中平板显示产业

产值同比增长 17.1%，液晶显

示屏、液晶显示模组等产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6.3% 和

86.7%。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产

值同比增长8.8%，其中航空

维修、智能家居产值同比分

别增长70.3%、14.5%。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

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创

新之城”建设成效显现，一

季度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

增长 1.3 倍。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

厦门钨业超细晶硬质合金

棒材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全

球第一；万泰沧海国产九价

HPV 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取

得突破性进展。

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落子。

厦门大学“发现锂硫电池界

面电荷存储聚集反应新机

制”入选 2023 年度“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嘉庚创新实验

室获批 4项氢能和硅能领域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内首

个智慧储能大型科研基础设

施项目加快推进。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凸显
厦门持续实施科技创新

引领工程，以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

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

高科技产业加快发展。

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1.9%，比去年全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4.9%；规

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占规模

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

32.3%，比去年全年提高 4.4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61.8%。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增长

75.9%和 29%，比去年全年分

别提高 38.4 个和 4.2 个百分

点，今日头条、方胜众合 2家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龙头企业

增速均超过 60%，行业带动

作用明显；雨果网、三快在

线、众联世纪、超云、翼速云、

文昭网络等 6家软件企业合

计贡献全市软件业营业收入

增量超8成。

新业态增势强劲。新消

费保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

网络零售额增长 8.6%，其中

新能源汽车、可穿戴智能设

备、智能家电和音像器材分

别同比增长 27.3%、14.5%和

7.6%。新业态跑出“新速

度”，跨境电商同比增长

117.8%，达到历史同期最高

水平。

新兴企业蓬勃发展。一

季度，1012 家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超过 50%，其中 628 家企业

同比增长超过 100%。海辰

储能新上榜全球独角兽榜，

特宝生物新药“珮金 ”入选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

展。

民生保障不断改善

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厦门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发

展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

稳就业稳收入持续推

进。坚持就业是最大的民

生，一季度减免失业保险费

3.89 亿元、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 2.14 亿元。居民收入稳步

增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增长 5.7%，高于全

市经济增长水平。

民生投入持续加力。财

政支出重点向民生倾斜，一

季度，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

占比 80.1%，比去年同期提

高 5.5 个百分点。社会事业

投资同比增长 15.3%，高于

全市经济增速 9.7 个百分

点。

保障水平持续提高。住

房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今年

以来开工建设保障性租赁

住房 5493 套，发放大学生

“5 年 5 折租房补贴”1.23 亿

元。教育扩优提质，一季度

竣工中小学幼儿园 11 个、

新增学位 0.8 万个。

生态优势持续提升。中

央媒体对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厦门实践”进行集

中宣传报道。空气质量保持

全国前列，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主要流域国省控断

面、小流域省考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均达 100%。

当前，受国内外形势影

响，厦门经济回升的动力还

需要进一步巩固。下一步，

厦门将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加快培育新动能，积极发展

新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推动高质量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 （蔡镇金）

今年一季度厦门经济平稳开局

同心奋进中国式现代化讲好多党合作故事

厦门市举办民主党派读书会

同安区侨联：

为每个寻根的人

点上一盏回家的灯

在美国教书的中国女孩：

把传播中华文化视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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