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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市残疾人工作实践，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关
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
新部署新要求，深感要让全市残疾人有更多更好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残联系统党员干部在引领残疾群众逐
梦前行的征程上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是要切实增强推进事业发展的政治责任感。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
外关注。“十三五”时期，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
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结合“爱心厦门”建设，各项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决不能让残疾人掉队。要继续加快发展残疾人事
业，团结带领残疾人和全市人民一道，积极投身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生活实践，再创佳绩、再创辉煌。

二是织密扎牢残疾人民生保障安全网。着力完善残
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确保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保障，解决好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对残疾人采取特殊帮扶政策，特别优待服务，坚持
弱有所扶、保障基本、兼顾特殊、适度提标，按照“普惠加
特惠，一般加专项”的原则，满足残疾人多层次、多类别、
个性化的需求，纾解残疾人自身能力发展不足，让党和政
府、全社会的关怀传递到每一位残疾人。

三是要从严推进残联党组织建设。坚定不移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具体化为全面从严推
进残联党组织建设，努力把残联党组织建设成政治过硬、
充分发挥引领和凝聚作用、善于发挥残疾人事业体制机
制优势、勇于攻坚克难的坚强战斗堡垒。积极倡导党员
干部践行“四作为、五干事”，即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善于
作为、体现作为，想干事、能干事、肯干
事、干成事、干净干事，投身“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引领和凝聚
广大残疾人，始终保持奋发向上、拼搏
进取的朝气和锐气，不断攻坚克难，实
现美好梦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市贸促会扎实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高位谋划、以学促干，
全面放大贸促功能作用，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双循环”，推
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深学细悟，将思想伟力转化为实践动力。全面、系统、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以党
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找准“双循环”
格局中的贸促定位，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强大的实
践动力。一体推进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
改，创设“贸促学习课堂”开展大学习、大讨论，促进理论水
平和业务能力大提升；依托“高质量发展晾晒榜”，推动工作
效率和工作水平大进步，努力锻造政治过硬、纪律过硬、能
力过硬的特区贸促队伍。

实干担当，积极推动“双循环”对接联通。实施“平台
大优化”工程：拓展国际经贸联络平台，持续扩大国际朋友
圈，巩固提升外循环层级；优化经贸对接平台，密集举办经
贸活动，全力助企拓订单、稳市场。实施“服务大提升”工
程，打造全链条贸促商法服务，助力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做优服务外资企业专班，用情用力助企纾困解
难。实施“产业大推动”工程：积极组织“百展千企拓市
场”，打造升级版中国（厦门）国际跨境电商展，借助世博
会、链博会等高位平台，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推动

“双循环”对接联通。
系统谋划，全面放大贸促功能作用。发挥贸促会联通

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的独特功能，系统构建厦门贸促
会工作格局：立足贸促会独特身份，牢记职能定位，围绕服
务高水平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企业转型发展“三种
服务”，加强“四个着力”，着力织密企业服务网、扩大国际朋
友圈、提升工作创新力、拓展贸促覆盖面，持续推进贸促工
作提质增效，为我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快建设新发展格
局节点城市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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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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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方仲毅
王廷金
徐梅娥
苏南

共同申请人

徐梓骞、徐梓骁、徐子涵

补助
人口数（人）

1
1
4
1

人均居住
面积（㎡）

0
0
0
0

所在
行政区
思明区
海沧区
集美区
集美区

街道

开元街道
东孚街道
侨英街道
侨英街道

社区居委会

美湖社区
莲花社区

凤林美社区
乐海社区

租金补助
起始日期

2023年4月1日
2023年5月1日
2023年4月1日
2023年5月1日

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住房保障（租金补助）申请人

申请资格公示
下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住房保障

（租金补助）申请人经市房屋事务中心审
核，现予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

7天（2023年6月22日至2023年6月28
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市房屋事务中
心将按规定确认其申请资格。申请人如

有隐瞒和弄虚作假等行为的，欢迎举报，
我们将按规定处理并予保密。举报电
话：2859125（市住房局住房公积金和房

政房改管理处）、2859042（驻市住房局纪
检监察组），业务咨询：2859255（市房屋
事务中心）。

厦门市
房屋事务中心
2023年6月22日

文/本报记者 房舒 图/受访者 提供
轻捻针线，匠人手指翻飞间，一颗颗小

米粒大小的珠子似镶嵌一般，跃然于绒布
之上，这便是厦门珠绣—— 6月17日，第
十五届海峡论坛活动现场，这项针尖流淌出
瑰丽的非遗技艺技惊四座。让厦门珠绣这
一代表厦门传统技艺的文化瑰宝再次进入
大众视线的背后，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丽
瑜与她的团队18年如一日的坚守初心。

有数百年历史
曾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厦门珠绣至少有数百年历史。“根据目

前尚存的珠绣物件和技艺脉络，考证出厦
门珠绣技艺从明末清初开始未出现过断
层。”谢丽瑜说。彼时，海外华侨回乡探亲
带回了用玻璃珠点缀的绣花衣物和配饰，
厦门民间制鞋艺人从中获得灵感，尝试将
玻璃珠用珠绣工艺呈现在鞋面上，受到人
们的欢迎。

20世纪20年代，制作珠绣拖鞋的家庭
手工作坊成为鼓浪屿、大同路一景。后来，
这类手工作坊还开到了中山路、定安路
等。此后几十年间，珠绣拖鞋以精巧的技
艺、精美的图案，从厦门走向海外。

1975年，18岁的谢丽瑜中学毕业，进
入当时的皮件鞋帽厂。她从最初的学徒做
起，渐渐对珠绣有了更深的认识：“刚开始看
着绣工娴熟的技艺，别提有多羡慕了。”大约
一年后，车间里一个资深美工问她愿不愿意
跟徒学设计。原来，师傅观察到她休息时并
不像旁人一样出去逛街，而是喜欢坐下来看
书，因此看好她。“师傅说，珠绣设计是艺术
也是工艺，要能沉得下心来”。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厦门珠
绣的发展愈发繁荣，成为当时厦门的两个
出口创汇大户之一。另一方面，珠绣拖鞋

也为厦门带来国内外声誉：1979年到1990
年间，多次摘得省级乃至国家级奖项。谢
丽瑜设计的“水晶”牌珠绣商标，一直沿用
至今。

当时，由厦门珠绣拖鞋厂生产的水晶
牌珠绣拖鞋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风靡海内外。谢丽瑜还记得，20世纪70年
代末，一支美国纪录片拍摄团队专程赶来
厦门，就是为了拍摄珠绣技艺。

她见证过辉煌
如今正努力重塑辉煌

20世纪90年代后，在市场变化等因素
影响下，厦门珠绣拖鞋厂停产关闭，谢丽瑜
随之转入其他行业。

2007年，在一次水彩摄影展的颁奖

典礼上，谢丽瑜遇到了当时厦门美术馆的
领导，“他指着我对有关领导说，你们不是
要找珠绣传承人吗？她就是！”就是这个
契机，让谢丽瑜油然而生自豪感的同时，
使命感责任感“像火一样烧了起来”。她
设法将分散就业的珠绣技工们重聚起来，
东奔西走寻找原材料……在她和团队的
全力以赴之下，2008年3月，新的珠绣作
品问世。

2007年，厦门珠绣被认定为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省级项目；2009年，传承保护
单位“正人·珠绣技艺传习所”成立；2012
年，厦门扬臻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成立，帮助
厦门珠绣作品再次以商品的形式流通；
2021年，《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正人·珠

绣技艺传习所”获得“厦门珠绣”项目保护
单位资格，也是厦门珠绣目前唯一一个保
护、传承单位。

如今的珠绣，不再局限于拖鞋鞋面，还
延伸到服饰、配件、箱包等。而另一方面，
为了让这项技艺能持续稳定地传承下去，
从2009年开始，谢丽瑜就和她的团队将珠
绣带入高校，培养了大量技艺传承者，其中
进入第一梯队的就有近20人。

目前，谢丽瑜团队在厦门理工学院、福
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鼓浪屿校区）等
多所高校开设了珠绣工作室。谢丽瑜说，
厦门珠绣能发展到如今这样欣欣向荣的局
面，她的团队与身边伙伴功不可没，“没有
他们，我撑不起这片天。”她说，她有信心继
续带领大家重塑厦门珠绣的辉煌。

努力营造良好应考环境
本报讯（记者 佘峥）今年中考将在6月24

日到26日举行。昨日下午，副市长廖华生带队
到部分考点检查考前准备工作。他仔细察看了
视频监控室、听力播音室、司铃室、主考室等场
所，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考务安排等工作。

廖华生要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压
紧压实各方责任，落细落实各项措施，确保中
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要强化风险意识，对
标高考组考要求，确保考试安全，严肃考风考
纪，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做好自然灾害防范、考
生心理疏导等；要优化考试保障，提升服务质
量，切实做好交通出行、食品卫生、防暑降温、
防吵降噪等工作，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让考
生更满意、家长更放心。

市人大湖里代表小组
开展跨区视察

本报讯（记者 蔡绵绵）昨日，市十六届人大湖
里代表小组到集美区开展跨区视察。

代表小组一行实地察看了厦门塔斯曼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二农社区埭溪桥社、天水鹭（厦门）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听取企业关于生产经营、技术研
发、规划建设等情况的介绍，了解农业特色产业、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等工作的具体做法。作为全市常
住人口最多的行政区，集美区以产业现代化为支
撑、城乡建设现代化为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保
障，持续推进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代表们对集美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
作成效表示肯定，认为集美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步伐，加快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打造一批特色农业品牌，有效促进了乡
村振兴和村民增收致富。代表们建议，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加
快构建符合集美实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系。要
探索创新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做优观光农业、农
耕体验、研学实践等农旅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升
级。要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引进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和加工总量，提
高市场占有率。要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实
施“引智下乡”，推动产学研融合，探索“乡村人才振
兴”的集美路径。要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强化人居
环境整治，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湖北郧西来厦招商推介
现场签约23个项目

本报讯（记者 林露虹）近日，湖北省郧西县来
厦举办专场招商会，现场签约合作项目23个，涉及
文旅、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农产品加工、商
贸等领域。

此次签约项目中，“海誓山盟·浪漫之旅”厦门市·
郧西县婚庆文旅合作项目备受关注。双方将围绕婚
纱摄影、旅拍、婚庆IP潮玩开发等开展合作，携手做
强婚恋“甜蜜产业”。据悉，郧西县是牛郎织女传说
的发源地，“郧西七夕”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七夕文化”，连续举
办13届天河七夕文化旅游节，建成13家A级景区。

活动中，郧西县还与翔安区签订缔结友好区县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生态文旅
康养产业、工业创新升级、经贸协作交流、生态文明
建设、教育卫生事业、干部人才交流等方面建立区
域合作关系，做大做强“海誓山盟·浪漫之旅”婚庆
文旅产业，共建“飞地经济”，促进共同发展。

从针尖流淌出文化瑰宝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丽瑜和她的团队坚守初心，让传统技艺厦门珠绣重回大众视线

本报讯（记者 刘艳）昨日，为期两天
的2023海峡科技专家论坛分会场——海
峡两岸能源电力融合发展论坛在厦圆满结
束。近300位海峡两岸从事能源研究和管
理工作的专家学者与科技工作者，在论坛
上共话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能源转型
发展。

本次论坛是近年来海峡两岸能源电力
融合发展论坛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来自台
湾相关电力协会、院校、企业的代表有50多

名。论坛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
电机工程学会、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台湾电力发展协会、台湾科技产业协会、台
湾智慧型电网产业协会等联合主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在主论坛专家
主旨报告上指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双
碳”目标下两岸能源电力合作存在巨大空
间。两岸可以在电力互联互通、海上风电
开发利用、节能降碳增效、能源技术创新等
领域深化合作，有助于推动能源结构优化

调整、增进民生福祉、加快产业创新，谱写
能源电力互利共赢新篇章。

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阮前途表示，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关
键载体。福建是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
之一，国网福建电力正以打造“三大三先”
（打造东南清洁能源大枢纽、高能级配电网
大平台、“数字闽电”大生态，实现清洁发展
水平领先、安全稳定水平领先、效率效益水

平领先）省级高质量发展示范电网为目标，
高标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建设。

论坛上，两岸高校福州大学、台湾元智
大学签订学术交流、人才交流合作协议。论
坛还分别组织海峡两岸能源电力新产品新
技术新材料交流展示、海峡两岸青年科技工
作者沙龙、海峡两岸企业低碳发展及能效提
升圆桌会议、城市供用电专题分论坛等四场
分会场活动，互通电力科技产业信息，分享
电力科研新成果，凝聚电力科技新共识。

共建新型电力系统 服务能源转型发展
2023年海峡两岸能源电力融合发展论坛在厦门举行

（上接A01版）
“这里是厦门海洋高新产业集聚发展的阵地和

对外展示交流的重要窗口。”厦门市海洋局一级调
研员林瑞才介绍道，厦门海洋经济公共服务中心集
展示交流、招商对接、成果转化、众创孵化、公众科
普等功能为一体，自2020年12月揭牌启用以来，
定期举办对接会、推介会等常态化推动海洋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

近年来，厦门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年均增长超
10%，海洋经济已成为厦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引
擎。依托厦门海洋经济公共服务中心，越来越多涉
海企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蓝色发展之路。厦门汇
盛生物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在厦门海洋经济公共服务中心的助力下，我
们企业规模、产值逐年增长。”厦门汇盛生物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钟惠昌肯定道。这家集海洋微生物研
发、发酵、生产、销售和应用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自成立以来积极创新，已成为国内知名DHA
藻油和裂壶藻粉供应商，产品畅销海内外。

大海里捞出的海绵骨针、变废为宝的关节润滑
剂……厦门海洋经济公共服务中心里的海洋科技
产品让人目不暇接。科技日报社地方记者部副主任
滕继濮用手机拍下眼前神奇的海洋科技。他说，“厦
门向海而生，近年来，厦门积极发展海洋经济，政府做
了很多工作，包括出台政策措施、培育海洋企业、孵化
科技成果，取得很多成就。此次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福
建主题采访活动一路走来，可以说海洋是厦门最具特
色、最有辨识度的名片，期待厦门围绕这张名片做出
更精彩的文章，我会持续关注厦门海洋经济的发展。”

是一种采用玻璃珠与电光胶
片为材料的刺绣工艺品。其技法
有凸绣、平绣、串绣、粒绣、乱针绣、
竖针绣、叠片绣等，作品呈浮雕式

图案，在光线照射下可呈现不
同的色彩与光影效果。

厦门珠绣是闽南海洋
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大
量设计灵感源于厦门独
特的海洋文化。2021年，
厦门珠绣被列入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片

厦门珠绣

第五第五、、六代传承人共同赶制珠绣作品六代传承人共同赶制珠绣作品。。

谢丽瑜谢丽瑜

（上接A01版）
会议审议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深化领导干部

“四下基层”工作、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
意见》，研究部署今年信访接待下基层等工作。会
议强调，要把“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传承好、贯彻好、
落实好，发挥领导干部示范作用，扑下身子真干实
干带头干。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好直
接联系群众、挂钩联系民营企业等制度，密切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开展信访问题源头
治理三年攻坚行动，推广“信访评理”等做法，提高
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的质效，更
好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