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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 通讯员 彭军）携
金鸡百花星光海岸的浪漫，我市将于明天
在云南省开启厦门秋冬潮旅首场省外推介
会。

日前，在市文旅局策划指导下，我市文
旅企业迅速行动，借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在厦举办的热度和今年新打造的金鸡网红
景点，形成以影视打卡、冬季观海、阅读之
旅等为卖点的文旅新产品新服务，组团赴
旅游特征差异化明显的重点客源地市场
——云南省开展宣传推广，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借力拉动文旅复苏。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省外

推介有不少创新。在产品供给方面，打出
“金鸡牌”，在厦门版“星光大道”感受李雪
健、陈道明、张艺谋、张涵予等电影艺术家
魅力风采等。还与湖里区联动，主打五缘
湾冬季玩海“悦游湖里”品牌，通过厦门冬
季反季节旅游资源引客。

在文旅产业协作上，本次推介会首次
与重点客源地省级文旅行政主管部门配
合，云南省文旅厅将组织该省相关旅游协
会及主要国有旅游集团参与推介会，并与
我市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及主要旅游企业
签订客源互送年度协议，实现依托全省平
台的大合作。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 见习记者 黄亦
男）“美·味·韵·乐——全罗南道主题日”活
动近日在厦举办，这项活动是为了庆祝福
建省与韩国全罗南道（省）建立友好交流关
系15周年。

全罗南道（省）是韩国最大的有机农
水产品生产地，也是韩国公认的美食之
乡。活动期间，全罗南道通过图片展、宣
传视频和现场宣传推介富有地方特色的
旅游文化资源，现场展示盘索里、长鼓和
四物农乐等当地传统文艺演出。参会代
表现场体验韩国传统服饰、韩式妆容等，
并使用全罗南道特产的海苔和海带，制作

紫菜包饭、海苔碎、海带卷等美食，全方位
了解全罗南道的自然风光和特色文化。
现场互动频繁，多家旅行社表示希望同全
罗南道中国代表处开展合作，提前谋划联
合举办全罗南道专题旅游宣传活动，为后
续拓展对韩出境游业务做好准备。

当天，在市外办的积极推动下，厦门革
新集团与全罗南道中国代表处现场签署全
罗南道优质商品进口协议，省市外办领导、
市贸促会领导见证签约。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外办与全罗南道国
际协力局主办，厦门市外办、厦门市贸促会
与全罗南道中国代表处共同承办。

首届招博会
下月在厦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首届招博会将于
12月18日-19日在厦举行，以“链接·赋能·
开创”为主题，设置新城市、新势能、新农业、
新经济、新消费五大展区，促进地方产业、品
牌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力争打造一场产
业招商盛会。

首届招博会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办，
大商之道招商产业集团、厦门凤凰会展集团
联合发起，是连续举办三届的“招商节”的沉
淀升级。届时，展览面积为1万多平方米，
超200家品牌企业参展。中国中小企业协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招商节到招博会，旨
在搭建产业招商的展示和推介平台，更好地
服务中小企业、助力地方产业的招商诉求，
通过这一平台促进商机链接、资源对接。

招博会以招商为主线，集“会、展、招、
学”于一体，将通过“1218模式”，即1场博
览会+2天论坛会议+1场招商之夜+8场重
要活动，助力地方产业升级，提升招商能
级。其中论坛会议方面，将聚焦10余个地
方产业推介、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实现展、
会有效联动，会议内容包括赋能地方产业高
质量发展论坛、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论
坛、厦门企业家日·产业招商分享会、海峡两
岸企业发展论坛、招商大讲堂等。

本报讯（记者 袁舒琪 通讯员 林瑞
娟）昨日下午，中俄海洋可持续发展综合
多学科合作研究研讨会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在厦门成功举办。来自俄罗斯
科学院远东分院太平洋海洋研究所、Er-
mak NorthWest海洋空间规划研究所
和里昂惕夫中心以及来自中国自然资源
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国家海洋
技术中心和APEC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
的专家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在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的指导
下，本次研讨会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
研究所/APEC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主

办，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金砖国
家“海洋与极地科学”工作组中方秘书处
和厦门市海洋国际合作中心协办。

本次研讨会以“中俄海洋可持续发
展综合多学科研究合作”为主题，是继11
月1日签署《中俄海洋可持续发展综合多
学科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后的第一次
研讨会，旨在进一步探讨各签署单位开
展务实合作潜力，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
内容。主办方表示，本次研讨会的举办
有助于推动“金砖+海洋”合作框架下中
俄海洋研究交流合作，促进APEC框架
下中俄在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的合作。

厦门港潮州港
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

本报讯（记者 汤海波 通讯员 龚小婉）
近日，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成员企业潮州港务
发展有限公司首条外贸内支线“潮州-厦
门”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潮州港腹地的外贸
货物将“无缝接驳”厦门港国际集装箱班轮
航线往来世界各地。这也意味着，潮州港务
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开通了外贸集装箱业务。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表示，该航线的开
通，使得潮州及周边地区的外贸进出口货物
可借助厦门港全球集装箱干线网络实现高
效中转，对提高货物运输时效、节省综合物
流成本、提升当地企业竞争力等大有裨益，
同时进一步增强厦门港集装箱枢纽港的辐
射能力。当前潮州已经形成陶瓷、食品、不
锈钢、服装等八大支柱产业，集装箱货源潜
力巨大，厦门港、潮州港合作空间广阔。“两
地港航携手深化合作，为经济产业腾飞增添
了一条‘海上快车道’，助力加快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厦门港务控股集团相关负
责人说。

湖里担保携手厦门农商银行

推出“扶农助微”
批量担保业务

本报讯（记者 陈璐 通讯员 苏昕 洪婉
清）近日，湖里担保与厦门农商银行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合作推出“扶农助微”批量担保
业务，此举将进一步发挥湖里担保作为湖里
区唯一一家区级政策性担保公司的政策性
效用，高效助力更多企业纾困减负。

当天也是湖里担保成立五周年，湖里担
保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扎根湖里 服务民
生 赋能产业”主题公益宣讲活动。活动由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湖里区财政
局（金融办）、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等指
导，我市部分金融机构积极参与。

现场干货满满，不仅帮助企业进一步了
解融资渠道和普惠政策，也为企业未来发展
开拓新思路。除了一揽子普惠金融产品宣
讲之外，湖里担保与厦门农商银行合作推出
的“扶农助微”批量担保业务更是一大亮
点。双方围绕提高小微企业的申贷获得率、
缓解区内中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问题的
共同目标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比拼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

我市将办拉力赛
优秀项目快来报名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国家新能源汽车

技术创新中心将联合厦门国创中心先进电
驱动技术创新中心，在我市举办第二届新能
源汽车技术创新拉力赛。即日起至12月
10日面向社会征集参赛项目。

此次比赛围绕“电驱动及新型能源动力
技术”和“智能化底盘技术”两个主题，面向
所有企业与团队征集解决方案。12月15
日，由专家完成系列线上评审；12月下旬，
将在我市举办路演评审活动。

本届赛事集聚了电驱动及智能化底盘
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
包括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冬生、浙
江极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谢世滨等
一线产业专家以及多位院校专家，通过搭建
高技术水准平台，共同梳理行业痛点，共商
行业共性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化。

主办方介绍，发展先进电驱动与智能化
底盘技术对于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节能减排
和提升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此次赛事将
在厦门集聚行业专家、主流车企、产业资本、
创新项目和团队等创新技术资源，遴选优秀
项目及团队，对接产业需求方及投融资机
构，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厦门新能源汽
车技术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 通讯员 林琛
琛）12日下午，作为2022年厦门国际海
洋周的配套活动之一，2022年海洋产业
发展研讨会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举行。

本次研讨会以“大食物观引领未来
海洋水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吸引
著名专家、学者、业界精英等100多人
共同参与，共谋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良
策。本次研讨会特邀四位院士——中
国科学院的桂建芳院士以及中国工程
院的麦康森院士、包振民院士、陈松林
院士，以线下和线上的形式作主题报
告，分享海洋水产学科最新动态。报告

会后，院士们聚焦海洋学科前沿，直面
行业发展痛点，同与会专家、学者和业
界精英们进行深入交流，为海洋强国建
设出谋献策，共同助力海洋产业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张春晓表
示，院士们为集大师生带来最前沿的科
学理念，通过交流研讨，指引集大精准
抓住科学研究的重点和产业发展的方
向，进一步推动集美大学水产学科发
展。本次研讨会由集美大学主办，市海
洋发展局、市海洋国际合作中心提供支
持。

推介厦门文旅
拓展“影”响力

我市明天在云南开启秋冬潮旅首场省外推介会

韩国美食之乡
请您来尝鲜

2022年“全罗南道主题日”活动在厦举办

学术研讨 共谋海洋产业发展良策
2022年海洋产业发展研讨会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举行

线上线下结合 加强携手合作
中俄海洋可持续发展综合多学科合作研究研讨会在厦举办

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佘逸
图/本报记者 王火炎
昨日，2022厦门国际海洋

周重要活动之一——第二届中
华海洋文化厦门论坛开幕式暨
2022年度海洋文化蓝皮书发
布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聚焦海洋文
化，为我们揭开一幅幅生动的
海洋文化画卷。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厦门国际海洋周作
为年度国际性海洋盛会，既是
国际涉海交流合作的重要平
台，又是展示厦门作为海洋之
城的文化底蕴和魅力的重要窗
口。本次论坛作为今年海洋周
的重要活动之一，有助于打造
海洋文化交流、成果展示的平
台，增强中华海洋文化的影响
力和感召力。

厦门大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推动海洋文化繁
荣发展是实现文化自信自强的
关键指标。厦门大学在海洋学
科与人文研究方面有着独特的
基因与深厚的积淀，已成为中
国海洋人文研究的重镇之一。
新百年，新征程。厦门大学将
进一步发挥涉海历史研究的独
特优势，为建设与海洋强国相
适应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
系、提升中国海洋文明研究话
语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做出更多贡献。

碰撞思想、凝聚共识、畅想
未来。本届论坛以“世界海洋
文明进程中的大厦门湾”为主
题，与会专家或亲临现场，或聚
首“云端”，深入探讨中华海洋
文化传统与历史演进、“太平洋
丝绸之路”与月港申遗、海洋贸
易视野下的鼓浪屿研究、中国
海洋文化建设的回顾与展望等
重要议题，为厦门打造海洋文
化传播品牌、建设国际特色海
洋中心城市贡献智慧。

此次论坛还举办了四个平
行论坛，分别为：区域视野下的
中华海洋文化传统与历史演
进、全球史视野下的月港：“太
平洋丝绸之路”与月港申遗、海
洋文化视野下的鼓浪屿国际社
区与总部经济、中国海洋文化
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以“海
洋文化蓝皮书”为例。

专家学者齐聚 论道海洋文化
第二届中华海洋文化厦门论坛召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林仁川教授：

还原大厦门湾的应有地位
厦门湾西起漳州湾，中经厦门岛、金门

岛，东抵泉州围头湾的广大海域，涵盖着从漳
州龙海，厦门同安、翔安，至泉州南安及晋江
东海岸的沿海平原地区。在世界大航海时
代，这片素有海上贸易传统的海湾区迅速崛
起，先后出现漳州月港、晋江安平港、厦门港
的海港群落，形成与世界各大贸易势力对接
的自由贸易商人集团，他们自由航行在太平
洋、印度洋各条商路上，进行各种贸易活动。

现在我们闽南学术界应对大厦门湾进行
系统研究，给予高度重视，还原大厦门湾在世
界海洋史上应有的地位。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陈尚胜：

互市制度值得重视
明清时期，海洋国际贸易制度在演进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与国外两方面因
素的影响。明清王朝因国内与国外环境有
异，在海洋国际贸易制度构建方面存在着不
小差异。明朝是以朝贡制度与“海禁”政策来
构建海洋秩序，尤其是用它解决因倭寇等侵
扰所带来的海防安全问题。不过，在16世纪
全球化所带来的东南沿海走私活动剧烈甚至
动乱的情况下，明朝不得不在局部取消“海
禁”而采取商民互市制度，以稳定东南沿海地
区的社会秩序。清朝是以朝贡制度来构建王

朝国家的周邻秩序，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海
洋邻近国家。康熙开海后，虽然朝贡制度与
互市制度共存，但清朝主要是以互市制度来
构建海洋秩序，这是由于清朝君臣认为日本
等海外威胁已经不大，而维持“海禁”政策会
严重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民生与社会安全，另
外清朝也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所征关税来获取
财政利益。此后，虽然清廷因感受到海外威
胁而导致部分区域的贸易政策出现波动或变
化，但清朝仍将“官”“民”“夷”三方各自获利
的互市制度继续维持下去，以稳定已有的海
洋国际秩序。我们可发现，清代前期是互市
制度而非朝贡制度支撑了亚洲贸易体系。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曲金良教授：

多维度研究“中国海洋史”
中国海洋史是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历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没有自己单一的独立的历
史，因为中国的疆域空间包括海洋，有了作为
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史，中国的历史才有
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兼具的丰富、重要内
涵。因此，“中国海洋史”不是一个孤立的历
史存在，中国海洋史研究需要将其放置在它
的历史时空中加以认知。“中国海洋史”的概
念与视域，至少需要有它的空间维度、时间维
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与其他文明体的关
系维度。概言之，“中国海洋史”是一个五维
一体的历史与史学概念；其他广义和狭义的

“海洋史”及其研究，也应作如是观。

海洋文化
蓝皮书发布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离不开海洋文化的繁荣发
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
中心为此开展了大量的工
作，其中一项就是编撰“海
洋文化蓝皮书”。在昨日
的论坛上，《海洋文化蓝皮
书·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
告（2022）》正式发布。

“海洋文化蓝皮书”系
列由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
中心、福州大学、福建省海
洋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
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全国
涉海高校、科研院所、博物
馆和档案馆等相关单位积
极参与编撰，是我国首本关
于海洋文化的蓝皮书，每年
对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经验
作阶段性总结，并以此为基
础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洋文
化理论体系，2019年至今已
连续出版4年。

观
点

亮
点

第二届中华海
洋文化厦门论
坛开幕式在厦
门大学举行。

论坛上论坛上，《，《海洋文化蓝皮书海洋文化蓝皮书··中国中国
海洋文化发展报告海洋文化发展报告((20222022))》》正式发布正式发布。。

与会专家
学者认真
记录报告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