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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厦门市委主管主办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
开展“六大未来产业”专题学习

本报讯（记者 沈彦
彦 通讯员 翟晨晨）近日，
记者从厦门市统计局了解
到，今年1-8月，厦门全
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不断巩固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全市经济运行呈现稳
中向好态势。

1-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4.9%，比1-7月略回升0.1个
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工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7.1%和16.9%。

1-8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064.0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
从产业投资看，全市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分别完成投资392.38亿元和1670.9
亿元，分别增长23.8%和7.2%，拉动全
市投资增长4个和6个百分点。第二
产业中，制造业投资保持较高速增长，
完成投资353.44亿元，增长28.0%，占
全市投资的17.1%，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6.6个百分点。

1-8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1850.1亿元，增长2.8%。限额以
上企业实现零售额1119.26亿元，增长
7%。从具体类别看，粮油食品烟酒饮
料类、衣着类、燃料类分别增长13.6%、
7.2%、22.8%。网络零售增势良好，全
市限额以上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
售额451.18亿元，增长19.1%。

1-8月，全市进出口总额6071.13
亿元，增长5.5%。出口增长势头较好，
出口3093.12亿元，增长11.7%，其中私
营及其他企业出口1510.08亿元，增长
10.3%，三资
企 业 出 口
1039.76亿元，
增长5.2%。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特 别 报 道

垃圾分类新时尚
示范先行作表率

●我市昨举行垃圾分类
表彰活动

●向全体市民发起“垃
圾分类十大行动”倡议

〔A04版〕

〔A05版〕

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统一着装及授旗仪式举行

国内领先
市应急指挥中心启用
“智慧应急”实现突破

〔A07版〕

扶残助残
思明区抓实举措
关爱服务残疾人
在康复、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创
业、文化体育等多方面同步发力

赛程公布
厦门马拉松赛
11月27日开跑
下周二10时开放报名；海沧半
程马拉松赛也将于11月举行

〔A08版〕

稳发展
前8月厦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庆丰收
我市举行丰收节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蔡镇金）昨日下午，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邀请厦门大学
党委书记张荣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
教授戴民汉、田中群、韩家淮作“六大未来产
业”专题讲座。市委书记崔永辉出席，市委
副书记、市长黄文辉主持，杨国豪等市领导
参加学习。

当前，我市正在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前瞻布局第三代半导
体、未来网络、前沿战略材料、氢能与储能、
基因与生物技术、深海空天开发六大未来产
业。张荣、戴民汉、田中群、韩家淮长期专注

前沿科学，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在学术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
方面成绩斐然。

张荣以“迎接正在走来的绿色智能时代
——浅谈未来网络与第三代半导体技术”为
题，讲解了第三代半导体的特点、优势、应用、
影响，分享了对未来网络新范式、新特性的研
究与思考，认为厦门在第三代半导体竞争有
一定优势，对未来网络谋划早、力度大，要在
人才、平台和新技术上力争实现更大突破，为
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戴民汉围绕

“深海与空天开发前景展望与战略思考”主

题，详细分析了厦门推进深海空天开发的机
遇与挑战，他说，空天科技是厦门的特色领
域，有望发展成为特色产业；厦门具有海洋、
海峡、海丝的“三海”显著优势，有条件打造成
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引领区。田中
群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阐述了发展战略材
料、新能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表示，厦门
发展前沿战略材料要重点培育布局不同节点
的专精特新企业和人才团队；进入氢能与储
能新赛道，需要进行战略全局分析与科学关
联统筹。韩家淮以自身科研经历为例，生动
解析了基因与生物技术原理、现状、趋势，并

提出发展建议，他说，厦门发展基因与生物技
术有基础、有优势，要加快培育壮大。

与会同志表示，此次专题讲座对我们做
好未来产业发展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要
认真学习领会、充分消化吸收，把学习成果
转化成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进一步坚定信
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培育壮大
未来产业，加快打造“4+4+6”现代产业体
系，为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学习会以视频的形式举行，各区设分会
场。

▲市民群众参加丰收节活动。
▼翔安大宅火龙果丰收。
（本组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相关新闻详见
A03、A04版

美丽的鹭岛乡村，果
蔬飘香，活力迸发，在充
满希望的田野上，一幅幅
鲜活的图景，呈现出乡村
振兴的勃勃生机。

在二十四节令鼓发
出的阵阵鼓点声中，厦门
市 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同安区主会场活动昨
日上午在竹坝研学活动
中心拉开序幕，丰收的喜
悦扑面而来，激动人心。
活动现场，上百种厦门优
质农产品、本地特色美食
等集中展示，“晒”出厦门
农业发展硕果。

昨日下午，海沧区同
步举办分会场活动。据了
解，集美区分会场活动预
计9月底举办，翔安区分会
场活动预计10月底举办。

本报记者 吴晓菁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9%

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64.02亿元，
增长10%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850.1亿
元，增长2.8%；全市限额以上企业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451.18亿元，
增长19.1%

全市进出口总额
6071.13亿元，
增长5.5%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中国新闻
社建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
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中新
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
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

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新社以建社70周年为

新的起点，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
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
力和实效性，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为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
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

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3日上午，庆祝中国新闻社建社70

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
部长尤权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
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突出中新特

色，面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
会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
心相通，不断壮大海外知华友华“朋友
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
和力量。

会上，中新社负责人和老同志、青年职
工代表发言。

背
景

中新社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
知名人士发起，于1952年10月1日
正式成立。目前，该社有 52 个境
内外分社，建立了 24 小时不间断
的信息发布系统，形成了覆盖海外
大多数华文媒介的用户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