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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技术创新基金

单个项目融资最高 5亿元
近日，厦门市财政局会同市工信局、

市科技局联合印发通知，调整厦门市技

术创新基金的有关内容，进一步支持企

业研发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扩大

有效投资。

通知支持项目固定资产融资、企业

研发投入融资、投贷联动企业融资三大

方面。按照项目总投资最高 90%给予贷

款，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融资比例最

高 80%、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比例最高

10%，单个项目贷款融资金额最高 5 亿

元，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年

度产值超 100 亿元和年度新增投资额超

10 亿元的工业企业实施的项目，贷款融

资金额可提高至 10 亿元。

对存量企业，按照上年企业研发费

用的 50%给予贷款，单家企业贷款融资

金额最高 5000 万元；对新注册企业，按

照最高 1000 万元给予贷款。对专精特新

“小巨人”、上市企业、年度产值超 100 亿

元和年度投资额超 10 亿元的存量工业

企业融资金额可提高至 1 亿元，新注册

企业融资金额提高至 2000 万元。

（叶子申 来源：海西晨报）

全国海丝跨境电商

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厦成立
近日，全国海丝跨境电商产教融合

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在厦门城市

职业学院成立，它标志着政府、院校、企

业和行业携手共同培养跨境电商人才迈

出实质一步。

“共同体”由厦门象屿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厦门大学、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共同牵头发起成立，是一个跨区域的产

教融合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单位包括

50 余所院校、100 多家企业以及厦门市

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和厦门市两岸农产品

流通协会等多个行业协会。

厦门象屿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共同体”这一

平台，院校、企业和研究机构能共同面对

当前的机遇和挑战、研究和解决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推动跨境电商教育和产业

的繁荣发展。（佘峥 来源：厦门日报）

厦首个台青创业就业

影视基地成立
日前，厦门正旺兴台青创业就业影

视基地在湖里区正式揭牌，两岸产业嘉

宾、艺人和台青们共同见证大陆首个台

青影视（专业）基地正式运营，目前有 20

余家台青企业入驻基地。

该基地是湖里区积极响应厦门市以

节促产、以节促城发展战略，引进台湾影

视产业链人才，联合大陆影视人才共同

打造的首个两岸影视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基地。

该基地拥有多个室内影片剪辑、编

辑创作工作室、后期制片管理等硬件设

备，并将打造影视产业发展中心、影视产

业投资中心、影视企业服务中心、影视设

备服务中心、影视数字制作中心、影视版

权服务中心六大中心。

在揭牌仪式上，入驻企业代表、台湾

知名制作人李芝带来了基地首部两岸合

作的影片《展翅和平的霞光———厦门》。

影片讲述了两岸年轻人从厦门看金门，

从金门看厦门的故事。

（陈翠仙 胡毓娇 来源：海西晨报）

“侨销茶”历久弥新

20 世纪 50 年代，咸湿的海风吹过厦门岛西南部的码

头———这里是厦门岛与外界联通的客货运枢纽，来来往

往的船只展现了天然良港的蓬勃生命力。在码头不远处，

通往大海的中山路上，厦门人口中商住两用的骑楼迎来

了一门新客———“中国茶叶出口公司厦门办事处”。

谁都未曾想，这个“为国而设”的小小“侨销茶”办事

点日后会发展

成中国乌龙茶

的头部企业，

其旗下的“海

堤”不仅成为

乌龙茶知名品

牌，更是赋予

了中国茶独有

的味道符号。

老侨胞惦念的“白月光”

在东南亚的华侨心

中，来自家乡的两罐茶叶

是他们珍藏的“白月光”

———一罐是编号 AT102 的

老枞水仙，另一罐是编号

AT103 的大红袍。他们亲

切地把这两种茶叶称为

“黄罐”和“红罐”。这两样

“宝贝”当时价格不菲，作

为只能凭外汇券购买的

“侨销茶”，“红黄双罐”不

仅在海外市场十分走俏，

也是华侨探亲必带的“豪

礼”。

原来，新中国成立初

期百废待兴，一片小小的

茶叶被赋予了出口创汇的

重要历史使命。1955 年 1

月，中茶福建省公司开始

直接经营茶叶出口，厦门

办事处专门经营“侨销茶”

出口业务。曾经活跃在中

山路一带的老茶人依旧能

回忆起那个激情燃烧的时

代———当时厦门 10 多家

茶叶店在自愿原则下合并

成立厦门茶叶出口联营小

组，通过联营和委托销售，

扩大茶叶出口。

公私合营、国有企业

改制……中茶海堤在融合

发展中聚人、聚能、聚势，

根植厦门港口热土，从海

外贸易到加工工厂再到种

植基地，一点点地打通乌

龙茶生产链条，用传统的

工艺与闽地土壤滋生出的

灵芽，为东南亚一带的侨

胞带去“家乡味”。

时至今日，仍有老华

侨保留着采购“红黄双罐”

的习惯。而伴随着中茶走

向世界的步伐加快，“海

堤”茶叶已经出口全球 59

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

外消费者青睐。不仅如此，

“海堤”茶叶还凭借品牌、

安全及品质上的优势，屡

次登上国家级会议的殿

堂。

老厦门不变的“心头好”

“海堤”茶不仅是远洋游子的

“思乡茶”，更是厦门人不离不弃

的“心头好”。“一枝春”“观音头”“三

印水仙”……这些至今仍能在超

市、专柜、专卖店买到的盒装“海

堤”茶，已经以稳定的品质和不变

的“酱油色”陪伴了三四代人。

“从我爷爷开始，到我爸爸，

还有我自己，我们起床的第一件

事就是泡杯浓浓的‘酱油茶’。”市

民杨凌峰是个老厦门，从小住在

霞溪路。在他的印象中，“海堤”茶

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邻里关系

的“润滑剂”。

早年，邻居之间互相打招呼，

不是说“吃了吗”，而是“来喝茶”。

虽然当时“一枝春”要到专门的门

店才能买到，但大家依旧趋之若

鹜。在他的记忆中，中山路的小巷

里，各家都会在门口摆出个四方

桌，喝着“观音头”“一枝春”，品着

小点心，怡然地度过每个清晨和

傍晚。

从初中开始，他就“泡”在“海

堤”茶香中，一泡就是 20 多年。现

在，他出门带的保温杯里依然装

着酱油色的“海堤”茶。

在厦门人心中，与“海堤”茶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场景，不仅有

亲友碰面时的家长里短，也有良

师益友之间把盏言欢，其呈现的

是一种“养”在城市血脉中的从容

感和精气神。事实上，有着 70 年

历史的“海堤”品牌也承载着中茶

海堤的时代精神：新中国成立初

期，为了使厦门岛与大陆连通，轰

轰烈烈的“移山填海”工程在鹭岛

上演。在建设海堤的日日夜夜，

“海堤”茶便是海堤建设者的清凉

慰藉，是他们心中的甘泉。也正因

此，这段历史铭刻在“海堤”品牌

之中。“海堤”的发展历程，也见证

着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峥嵘岁

月。

老品牌聚焦“国潮新表达”

潮起潮落，人间烟火。伴随着

国家强盛、人民生活富足康宁，一

杯茶水中承载的不再是“生计

活”，而是一道“幸福味”。在厦门

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中茶海堤

的专卖店，明窗净几、茶香袅袅。

往来的客人中，有惦念“一枝春”

“观音头”的老者，在他们心中，这

是喝了几十年的“口粮茶”；也有

精选高端礼盒的新客，在他们眼

里，“海堤”最能代表“厦门味”，最

能传递心意；更有初学喝茶的年

轻人，学着前辈的样子，体味茶汤

里的文化传承。

而老茶饕们也发现，现在的

“海堤家庭”日渐壮大，其中，“武

夷奇种”“海堤红”“十年陈大红

袍”“红金版大红袍”“海堤子期

杯”等 70 周年庆祝主题产品，以

独特的概念性包装展现品牌的历

史底蕴与传承；“敦煌飞天”系列

内含“盲盒”邮票折页，满足年轻

消费者对新奇体验的追求；“茶客

茶”系列一如既往地受到专业茶

客的青睐……

“打造‘百年传承中茶海堤国

民品牌’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愿

景。”中茶厦门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茶厦门坚持规范化管理、标

准化生产、专业化品质、精细化服

务，走市场化路线、高质量发展路

径，求新求变，引导消费者健康饮

茶，推动茶产业健康发展。

（谢晓婉来源：海西晨报）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的“海堤”产品广告牌

如何在厦“玩转”国庆假期？
国庆假期将近，厦门旅游

热度攀升，厦门各大文旅单位

已准备就绪，假期将推出非遗

市集、亲子互动、文化演出等

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

如何在厦“玩转”国庆假期？这

就为您送上“假期攻略”。

亲子互动一起过“戏瘾”

国庆期间，带着孩子出门

撒欢是不少家长的选择。这个

国庆假期，惠和石文化园每天

都有精彩木偶戏等非遗演出

等您观看，还有亲子剧场可以

让孩子们过一把“戏瘾”。

据介绍，该景区针对亲子

家庭推出了亲子戏剧互动，如

在 9月 29 日上演的《一千个月

亮》，邀请孩子们一起在古厝

里寻找月亮，并参与情景剧的

演出，一起制作月亮灯。此外，

该景区还将在假期推出亲子

阅读、咖啡研磨等亲子互动活

动，备受消费者青睐。

非遗市集绽放多彩魅力
想要一站式体验闽南文

化？那就到中山路吧！国庆假

期，厦门将举办闽南文化生态

保护区（厦门市）建设成果展

暨“2024 闽南文化非遗周”系

列活动，厦门、漳州、泉州、龙

岩多地非遗汇聚厦门中山路

步行街，各地市非遗传承人将

现场展示及演绎；还将举办闽

南文化非遗联展、闽南非遗好

市、闽台青年创意市集、中山

路惬意 City Walk 等活动，绽

放闽南非遗文化的多彩魅力。

此外，歌仔戏、南音、高甲戏、

小白鹭民间舞等专场演出也

将在假期于中山路轮番登场。

国庆期间，老院子景区将

围绕非遗，为市民游客献上红

红火火的演出。其中，火壶表

演、非遗打铁花尽显中式浪

漫；湖南省级非遗炭花舞如流

星般坠空，散落满天星火；杂

耍喜剧《卖货郎》，生动展示古

代的全能“直播带货王”等。

文艺展演表达美好祝愿

国庆期间，各类街头文艺

展演将成为文旅亮点。10 月 1

日至 7 日，“鹭岛群星·一鹭声

花”全民优秀歌手选拔展演巅

峰之夜总决赛、“鹭岛群星”全

民街舞选拔展演、民谣歌曲专

场、国潮魔术互动秀、非遗戏

剧曲艺、器乐演出等各类厦门

街头文化艺术展演，将传统与

现代艺术元素巧妙融合，用

“城市的心声、年轻的心声、音

乐的心声”带大家感受每个浪

漫、激情的夜晚。

9 月 30 日晚上，“我为祖

国献礼”厦门市优秀群众文艺

团队国庆汇演将于中山路举

行，来自厦门各区的优秀群众

文艺团队将齐聚一堂，用多种

艺术形式表达对祖国的深情

厚意和美好祝愿。

（陈翠仙来源：海西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