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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天航 文/图）6月13日，
芝山讲坛 2025 年第五期在龙文区蓝田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开讲，特邀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副教授陈斌主讲《两岸融合发展，漳州有何
可为》。

本期讲座立足国家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的大背景，聚焦漳州的独特区位、产业与人

文资源，从文化信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三大维度，深入剖析漳州在两岸融合进程
中的战略机遇与实践路径。作为台胞主要
祖籍地，漳州不仅拥有深厚的闽南文化底
蕴，也具备深化漳台融合发展的区位优势。
陈斌结合自身研究与实践，同开发区干部
职工探讨如何以民间信仰为桥梁、以特色
产业为纽带、以生态治理为依托，打造两岸

“社会经济文化—民声民意民心”融合发展
新模式。讲座内容聚焦时代命题，对大家深
入思考新形势下“融合”与“发展”，进一步
把握政策机遇、拓展交流渠道，开拓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径有很好的启迪。

据悉，下期芝
山 讲 坛 将 于 6 月
21 日在市图书馆
举行。届时，中共
东山县委党校高
级讲师林鸿生将
带 来《精 神 永 恒
丰 碑 长 存 —— 廉
政篇》。

讲座主要内容摘要>>>

“两岸融合”是多维度的立体融合，即从文化信仰、社会经
济与生态环境等方面，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以通促融、
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在文化信仰方面，漳台具有“祖籍+方言”的同源性，地缘
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为两岸交流提供了历史根基、社会
心理和文化铺垫。漳州应主动作为发挥优势，吸引台胞共建民
间信仰、民俗文化工程，强化中华文化信仰认同，推动歌仔戏团
合作共建等非遗文化活态传承，重视新生代台胞地缘认同变迁
的探索与引导，开发闽南文化IP，吸引两岸青年参与文化创新。

在社会经济方面，漳州可进一步优化惠台政策机制，利用
地理区位优势打造航运节点、物流中心，加强两岸石化产业合
作，探索两岸海洋经济与生物科技共同发展。同时，在社会治
理领域，试点台胞参与河湖治理、司法调解等基层事务；推动
台企参与乡村振兴，引进教育与医疗资源，推进漳台教育与医
疗融合示范区建设。

在生态环境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可以作为增进两岸关系
的切入点，通过科研合作、公众教育等方式，增进两岸民众对

“一家亲”的认同与合作。可以在云霄漳江口国家级红树林保
护区基础上增加漳台九龙江红树林生态文明示范区，设立两
岸红树林基金会，共建两岸海洋污染监测（漳州）中心，深化漳
台区域协作。

两岸融合发展，漳州大有可为。建议加快谋划更多漳台融
合项目，抓好古雷石化项目、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建设，深
化与澎湖融合实践，深入探索漳台青少年交流交往新模式，不
断增强台胞的归属感、获得感、认同感，将漳州打造为两岸交
流融合的“排头兵”。 ☉本报记者 黄天航 整理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6月14日，
海峡两岸医旅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成立大会在漳州芗江酒店举行。来
自海峡两岸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两岸医旅康养事业蓬勃
发展新路径。

副市长洪泰伟，福建中医药大学
党委书记林生，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革生，全
国卫生健康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彬，台湾
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林文泉，漳州卫生
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超、校长何坚出
席大会。

海峡两岸医旅康养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由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福建

中医药大学、中国保信集团、漳州卫生
职业学院牵头组建，来自海峡两岸的
高等院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共 118
家单位共同参与，致力于搭建政府、行
业、企业、科研院所、本科高校及职业
院校协作发展平台，汇聚海峡两岸医
旅康养行业产教资源，推动医旅康养
行业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
促进医旅康养行业教育链、人才链、产
业链、创新链“四链融通”，服务海峡两
岸医旅康养行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与会领导嘉宾为共同体理
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授牌。来自海
峡两岸的多位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
就产教融合、医旅康养行业发展等展
开深入研讨交流。

海峡两岸医旅康养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

本报讯（林惠卿 周小娟 黄翠萍）
6月 12日，天福集团召开妇女代表大
会，成立漳州市首个台企妇女联合会。
当天，大会严格按照《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程序，选举
产生了天福集团第一届妇女联合会执
行委员会执委及主席、副主席。

天福集团是台商李瑞河于 1993
年在大陆创办的集生产、加工、销售、
科研、文化、教育、旅游、医疗、康养于
一体的茶业综合台企。目前集团共有
员工 12117 人，其中女性 10321 人，占
85%，主管 1146人，其中女性主管 821
人，占71.6%。2014年7月，在省、市、县
妇联和集团党委的关心指导下，成立
了天福集团妇工委，下辖6个妇委会。

天福妇工委成立以来，先后荣获
“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三八红旗集
体”“闽台姐妹合家园”等荣誉称号，成
为全国台企妇建工作一张亮闪闪的

“金名片”。十年来，妇委会在聚焦巾帼
建功，“妈妈式”带领女职工就业创业；
聚焦两岸融合，用心用情推动闽台妇
女交流；聚焦“一老一小”，推己及人开
展巾帼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下一步，漳浦县妇联将以此次台企
天福集团妇联成立为契机，充分发挥
天福集团对台交流优势，积极搭建两
岸妇女儿童和家庭交流平台，齐心协
力奏响闽台姐妹合家园的巾帼之声，
将妇联组织打造成有温度、有热情、有
活力的“娘家”，助力闽台融合发展。

全市首个台企妇联成立

本报讯（记者 程琳 通讯员 陈明
贵）6月 13日上午，闽南师大附中（漳
州二中）与闽南师范大学五个二级学
院举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合作
签约仪式。

闽南师大附中（漳州二中）与闽南
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数学与统计学
院、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
院、艺术学院等五个学院，就外语、数
学、物理、人工智能、艺术“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项目签署合作协议。

该项目是闽南师大附中（漳州二
中）与闽南师范大学各二级学院深化

拔尖创新人才合作培养的首批项目。
闽南师大将选派骨干教师走进闽南
师大附中课堂，开设学科前沿讲座、
创新思维课程，激发学生对不同学科
的兴趣与探索欲望，同时将积极组织
附中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和
社会实践活动。项目旨在通过“课程
共建、师资共育、实践共享、成果共
研”的协同机制，实现教育资源的有
机整合与共享，外语、数学、物理、人
工智能、艺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
序对接与交流，共同致力于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

闽南师大附中启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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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林昕蓉 通讯员 谢
一兵 黄慧珊 文/图）记者昨日从我市
举办的“世界献血者日”活动中获悉，
2024 年我市无偿献血 41796 人次、献
血量达 13.22 吨，同比分别增长 3.6%
和1.46%，无偿捐献血小板3175人次，
共 5740.5个治疗量，同比增长 6.58%，
献血人次和献血量实现双增长，有效
保障全市采供血平衡。

采供血工作是保障我市医疗救治
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去年来，市
中心血站开展了“热血送暖 为生命接
力”无偿献血暖冬活动、春节“献血送
食用油”和七夕节“献热血送空调被”
等活动，同时主动联系各高校和乡镇，
推动献血计划落实，切实保障医疗机
构临床用血需求。

安全献血是公众非常关心的问
题。为进一步提升血液安全供应水平，
市中心血站加强实验室管理，提升血
液 检 测 水 平 ，全 年 共 初 复 检 标 本

41685例，检测结果报告准确率、标本
管理完好率及检测记录完整率均达到
100%，并确保 RH 阴性确认、疑难血
型鉴定的及时率和准确率，更好地保
障临床稀有血型患者的救治。

今年 6 月 14 日是第 22 个“世界
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献血传
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近日，由市
卫生健康委、市红十字会主办，市中
心血站承办的“世界献血者日”宣传
活动在漳州古城等处举行，展示献
血者和献血工作人员风采，以寓教
于乐的形式向在场市民游客普及献
血知识，增强了大众对无偿献血的
认知与理解。

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
形式，进一步优化献血服务流程，提
升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无偿献血氛
围，促进无偿献血工作长期稳定健康
发展。

关注关注关注“““世界献血者日世界献血者日世界献血者日”””

本报讯（记者 黄天航 通讯员 王
頔）6月 14日晚，以“传承梦 少年行”
为主题的2025年漳州“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展演活动在古城闽南小剧场精
彩上演。活动通过青少年非遗展演、文
旅融合展示和互动体验等形式，生动
呈现漳州非遗保护传承成果，掀起非
遗文化热潮。

擂响大鼓，凉伞飞扬，一曲气势磅
礴的省级非遗舞蹈《漳台大鼓凉伞舞》
拉开了演出序幕。随后，歌曲、戏剧、朗
诵、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情
景朗诵《他从故乡来》以林语堂、许地
山等漳州名人的乡愁为线，串联起木
版年画、水仙花雕刻等非遗技艺；沉浸
式快板《漳州古城乐逍遥》带领观众

“云游”古城美食与人文景观；主题舞
蹈《五彩霞漳》以“古城风、闽南红、生

态绿”等三大地域特色为灵感，用翩跹
舞姿勾勒漳州“田园都市”的生态与文
化画卷；戏曲对话《两岸双生花》则通
过两岸歌仔戏的深情共鸣，展现两岸
文化同根同源的血脉联系……演出
尾声，孩子们以清澈的歌声献唱一曲

《水仙花一样的梦》，传递出非遗文化
代代相传的生机。现场还设置非遗展
示区，漳州木偶头雕刻、剪纸等非遗
传承人现场教学，吸引众多观众参与
体验。

本次活动由芗城区委宣传部指
导、区文体旅局和西桥街道办事处共
同主办、区文化馆承办，是芗城区推动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

昨日是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题是“让文物焕发新活力 绽放
新光彩”。

情景剧情景剧《《穿越时空穿越时空25002500年年》》 郑文典郑文典 摄摄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 陈斌

活动后，市民前往古城献血屋献血。

我市献血人次和献血量双增长

关注关注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漳州古城非遗展演魅力绽放漳州古城非遗展演魅力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