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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在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

心，目前设有詹姓、彭姓、许姓和江
姓等馆藏，纸质版和电子版族谱数
量上万册。作为召集人之一，来自
台湾地区的詹昭榜表示，以姓氏为
纽带，能够织密两岸乃至海外同胞
的情感寄托。

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根
据九三学社厦门市委的政协提案和同
安区人大代表纪天富建议而立，由同
安区社科联主办，厦门市同安闽南文
化研究会承办，开辟大量空间用于打
造各姓氏家谱馆。作为该中心负责
人，两岸谱牒爱好者、福建省文史研究
馆馆员江艺平表示，厦门民间收藏的
族谱数量众多，然而存放分散、不便查
阅，而且静态收藏难以发挥寻根溯源、
续谱接谱功能，更难发挥在增强民族
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

“围绕姓氏凝聚宗族情感，讲好

一家人的故事。”江艺平说，闽台各
姓源发中原，一脉相承，同安更与台
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同安
县志》记载，按姓氏分类，现存台湾
民间1026部祖籍同安的族谱中，可
确定明清时期同安有68个姓氏、
1000多个家族移居台湾。当前，他
与各姓氏召集人不断发掘和收集两
岸民间谱牒资源，倡导两岸民间社
团、谱牒爱好者共建共享，持续推进
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合作。

此外，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
中心将设古同安名人和各姓开厦始
祖介绍展厅，打造家风传承基地。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精神支柱，家谱
传承下来的内容，往往彰显着家族
底蕴。”林永富说，家谱是传承家风
家训的重要载体，不论时代如何变
迁、生活如何变化，都应当重视家庭
建设、家教传承、家风弘扬。

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里有什么
宝贝？事实上，展馆本身就是展览
的一部分。

推开大门前，先仔细瞧瞧门上
的浮雕，两位门神威武镇守——这
扇木门是直接从一座闽南古民居上
移植过来的。进门后，如同走入古
厝的厅堂，中间桌台是主人用来泡
茶待客的，桌台后陈列着烛台、油
灯、留声机等老物件，四周墙面挂满
纹样繁复的木雕、书写大气的牌
匾。左手边厢房还原了古代卧室，
其中的眠床最引人注目，床体三面
合围，通体吉祥纹饰，是古代大户人
家的休憩之所。

“每一件老物件都是我从福建各
地收集来的，用来还原古厝格局，感
受很直观。”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馆

长洪宝塔说，在过去，他发现一些闽
南村落提升改造后，原有的建筑构
件、日常生活用品被随意丢弃，十分
可惜。经过30年收集，洪宝塔已收
藏上万件老物件，如今把个人收藏转
变为公共资源，“通过这座民俗文化
展示馆，留住闽南文化生活印记”。

在其他展厅，还存放着大量民
国时期乃至清朝的历史记忆，包括
钟表、电话机、缝纫机和服饰等，几
乎每一类物件都有不同时期、不同
造型的展品。“不仅仅是器物的保
留，更要有文化的传承，让同根同源
的闽台民俗文化好好流传下去。”林
永富说，该展示馆正在策划“古婚礼
体验”项目，通过兴建绣楼、安排花
轿、布置婚礼等方式，让游客化身新
郎新娘，深度体验闽南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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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
还原古代卧室还原古代卧室。。

本报讯（记者 应洁 通讯员 吴
江辉）昨日，由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
合举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
究报告（2020～2021）”发布会在华
侨大学厦门校区举行，会上正式发
布了《海丝蓝皮书：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报告（2020～2021）》。

“海丝蓝皮书”分为总报告、“海

丝合作进展与问题”和“环境、能源
和安全合作”以及“经贸、教育和法
律”四部分，系统地呈现了2020年
至2021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
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等前沿领
域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态势。

据悉，该蓝皮书由华侨大学海
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许培源主

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业化、
权威性的报告，为中国各界了解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进展和发展态
势提供较为系统的研究资料，为政、
商和学界推进、参与和研究“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参考。该书也是华侨
大学自2018年以来推出的“海丝蓝
皮书”系列的第三本。

文/本报记者 陈璐
图/国贸控股集团 提供
10月26日下午，“大手牵小手

研学筑梦行”2022年国贸控股集团
青年支教活动在同安区国贸研学竹
坝基地举办，来自国贸控股集团、国

贸教育的青年支教团队，与挂钩帮
扶的同安区莲花小学的60余名学
生，携手探索科学奥秘，共同体验特
色文化。

活动由国贸控股集团团委主
办，国贸教育团委、国贸研学等承

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决策部署，履行国企责任，彰显国企
担当，深入推进同安区莲花村的挂
钩帮扶工作。

文/图 本报记者 王玉婷
通讯员 陈晓忆 郝静婷

建设数字乡村，实现村居网络提档
升级；搭建数字平台，筑牢乡村产业发
展根基；坚持党建引领，党员深入乡村
开展志愿服务……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实党建促生
产。多年来，中国电信厦门分公司（以
下简称“厦门电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敢于担当、乐于奉献，
将党旗立在乡村振兴最前线。全体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全情奉献，志愿服务
足迹遍布军营村、云洋村、西浦村、渐美
村等多个村居。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下，厦门电
信将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助推脱贫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助
力帮扶地区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
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华侨大学发布第三本“海丝蓝皮书”

感受闽台民间风情
有了新去处

同安区根植本地文化沃土，开设闽台民俗文化
展示馆、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

文/本报记者 林健华
通讯员 杨心亮

图/夏海滨夏海滨 摄摄
了解传统民俗文化、

感受闽台民间风情，有了
新去处。近日，位于同安
区县衙旧址内的闽台民
俗文化展示馆预开放，借
由老物件、古民居见证文
化变迁。同一地点，海峡
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
逐步完善，以一本本家谱
连接两岸情感、传承优良
家风。

“两岸文化同根同
源，民俗文化催生共鸣，家
风家谱延续情感，用实实
在在的举措确保我们的
文化不遗失、不断层，让
当代群众生活更丰富、更
深厚。”同安区社科联主
席林永富表示。今年以
来，同安区社科联根植本
地文化沃土，推动闽台民
俗文化展示馆、海峡两岸
家风家谱研究中心等文
化事业落地落实，不断丰
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实践育人助成长
青年支教润童心

2022年国贸控股集团青年支教活动在竹坝基地举办

活动现场，国贸控股集团向莲
花小学的同学们捐赠学习礼包。在
青年支教团队的带领下，同学们参
观了竹坝归侨史迹馆，认真学习海
外侨胞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感悟
他们不懈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力
量。同时，在课程丰富多彩的科学
实验课堂中，同学们动手实践，学习
科学、体验科学，让智慧的火花在科

学实验中绽放。
国贸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国贸控股牢记国企担当，关注乡村教
育事业发展，积极助力乡村发展建
设，此次活动与挂钩帮扶的莲花村携
手同行，正是把关爱助学工作做深做
实的具体行动。下一步，公司将积极
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支教助学活动，
助力乡村教育，共创美好未来。

在青年支教团队的带领下，同
学们在科学实验课堂玩转“闪电与
静电”“充满精力的莱顿瓶”“十万伏
特”“雷神之槌”等趣味实验，在阵阵
惊叹声中，领略科学世界的魅力。

“吸管真的开始移动了，塑料瓶
内的泡沫粒也飞了起来！”五年级的
叶盈佳兴奋地与青年支教教师分享
自己的实验结果。“你们正在做的实
验是‘闪电与静电’，我们将吸管放
在装有泡沫粒的瓶口，用气球轻轻

摩擦自己的头发后，将气球靠近吸
管，最终吸管和泡沫瓶内的小球开
始移动。这是由于气球和头发摩擦
之后产生静电，出现同种电荷相互
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现象。”青
年支教教师向同学们介绍实验的物
理原理。

产生静电后，又该如何收集？
在了解到莱顿瓶能够储存静电后，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动手制作莱顿
瓶，用玩具发电棒为其充电，再用

小手轻触瓶上的金属棒，不少同学
被电得大叫。“有趣的实验课不仅
能够培养同学们对科学的兴趣，同
时也能提高动手能力，在实践中体
验科学的魅力。”青年支教教师表
示。

“国贸控股集团长期支持学校
发展建设，组织了这次内容丰富、寓
教于乐的活动，为乡村的孩子们从
小树立起良好品格及远大志向。”同
安区莲花小学校长叶祝杉表示。

履行国企责任 开展支教助学活动

探索科学奥秘 玩转趣味动手实验

来自国贸控股集团、国贸教育的
青年支教团队与同学们携手探索科学
奥秘。

党建引领聚合力 乡村振兴更有“数”
中国电信厦门分公司强化数字化建设，目前已建成215个数字乡村，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化赋能
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数字技术是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

和重要抓手。多年来，厦门电信发挥
优势、聚焦重点，以信息化赋能乡村振
兴，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农业生产智
能化、农民生活智慧化。

一组数据足见厦门电信数字乡村
建设的显著成效。“我们全面提升网络
服务质量，实现行政村千兆光网和4G
网络覆盖率100%、重点乡镇5G网络
覆盖率100%，同时上线同安区军营
村IPTV乡村电视台。”厦门电信相关
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厦门电信累计
建成215个数字乡村，推出三农大数
据平台、高标准农田信息化管理平台
和智慧农业云平台等载体，彰显在乡
村振兴和智慧农业方面的自研能力。

在推进农民生活智慧化方面，厦
门电信同样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完
成农村中小学校的千兆光网覆盖、校
园安全能力平台全覆盖，“校园云助
手”覆盖272所学校。在医疗方面，引
入“翼家健康”平台，对接“厦门i健康”
平台，实现群众慢病管理家庭数字化
转型，327家乡村卫生所完成专线接
入医疗云平台。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厦门
电信大力发展乡镇电视台，播放乡村
旅游宣传广告和农产品销售信息，促
进产业发展。为了助力人才振兴，厦
门电信不仅以自主招聘形式为乡村区
域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镇企
就业管理功能实现就业信息发布、就
业人员查询，结合“福建数字乡村”微
信公众号，助力解决乡镇企业招工及
农村人口就业。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内在推动
力。在多年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
厦门电信已成功举办九届“心相应·书
相承”捐书助学活动，今年活动捐赠图
书1848册，传承书香、传递知识。同时
积极推广乡村振兴平台与村村享（5G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平台，打造具有区
域特色的品牌，如红色村庄、田园观光、
文化小镇等，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让乡
村文化焕发新光彩。

着眼新发展阶段，适应新发
展需求，厦门电信不断创新党建
工作载体，优化党员志愿服务工
作模式，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带动党员干部身先士
卒、携手并肩，共同践行央企社
会责任。

坚持开展党团一体化志愿
服务方式，激发以党建带团建的
活力，这便是厦门电信坚持党建
引领的一大亮点模式。“通过将
志愿者纳入一支队伍管理，列出
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共建对象，
并细化分解工作目标责任到支
部，推动志愿服务成为协调各部
门和员工参与社会服务和急难
险重任务的有效途径。”厦门电
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志愿精
神的指引下、在先进典型的带动
下，厦门电信近1500名注册志
愿者参与各领域的“学雷锋”志
愿服务。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通过将不同职能部门凝聚在一
起，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和力量，
厦门电信不仅创造了促进企业
市场经营体系变革、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物质力量，更激发了满足
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这股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在志愿服务行动中更凸显其作
用。长期以来，厦门电信坚持

“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持
续通过“佳节尚文明·志愿关爱
行”“学雷锋活动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实践月”“党旗在战
疫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在身边·
先锋走前列”“文明窗口美无瑕”
等主题实践活动，推动志愿服务
活动常态化开展；办好“心相应·
书相承”捐书助学、“高举鲜红旗
帜、奉献火热爱心”无偿献血等
年度重点志愿服务活动，磨炼志
愿者队伍的坚强意志，锤炼过硬
本领，共担央企为人民服务的重
任。

发挥央企担当
挖掘志愿队伍新动能

厦门电信打造厦门电信打造““爱心翼站爱心翼站””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

厦门电信持续推进厦门电信持续推进55GG基站建设基站建设。。

国贸控股集团青年支教教国贸控股集团青年支教教
师协助同学们制作莱顿瓶师协助同学们制作莱顿瓶。。

闽台民俗文化
展示馆

目 前 为 预 开 放 阶
段，民众可免费参观，正
式开放时间预计为 12
月10日。

海峡两岸家风家谱
研究中心

共4层楼，55间房，
面积约 1808 平方米，目
前设有詹姓、彭姓、许
姓和江姓等馆藏。

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外观保留闽南古厝样式闽台民俗文化展示馆外观保留闽南古厝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