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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区20周年之际，作为厦门最具发
展潜力的新区，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
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既“吸引人流”，又

“集聚人才”？
翔安区通过本次活动给出了新的思

路——结合集市经济与人才服务，进行
创新探索。翔安区委组织部负责人说，
此次活动以人才服务月为契机，集合各
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立足多维度、多元
化、多功能组合，变单一活动为综合性的
嘉年华盛宴，力求达到引流聚才的多重
效果。

活动现场，集结了28家闽南特色美
食品牌和两岸文创品牌，潮流音乐元素
填满整场派对，致力于将翔安人才环境、
将“人才·CHUANG·嘉年华”的包容性
充分发挥，以新潮有趣的活动形式吸引
青年人才聚集。

除了集市，活动还以“打卡集点兑换
福利”的模式为串联，通过一本“创造营
打卡手册”开启属于人才的打卡之旅。
通过打卡第一站“创‘躁’好市市集活
动”、第二站“创世纪音乐派对”，以及第

三站在专门区域以“大人才观”为主线设
置的三大游戏互动环节，均可加盖印章
集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面“创享未来
翔安建区20周年许愿墙”上，来宾许愿
或拍照打卡，还可以写下对未来发展的
心愿及对翔安发展的期许——翔安区以
最潮的互动方式，拿出十足诚意，集纳青
年人才的想法和建议。厦门联合呼吸健
康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罗佳专门赶来参加
这场人才创意集市，还专门在许愿墙上
留言，“翔安最好的一点是，会时刻跟进
人才的需求，动态去调整、去改进，这也
会让越来越多人愿意定居在翔安。”活动
主办方说，闯关活动的设置就是展现翔
安区始终为广大人才提供平等对话、真
实协作的初衷，融入宣传厦门人才政策，
充分表达诚意。

两天的活动火热异常，吸引了更多
人流涌入首创奥特莱斯的活动现场——
人流量也转换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力，商
场周末两天的销售额提升50%以上，综
合性的嘉年华盛宴实至名归。

“看见当代好设计”
系列沙龙厦门站举行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昨日，“看
见当代好设计”系列沙龙2023厦门站
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1 馆举
行。来自不同城市的4位设计师和企
业家带来主题演讲，共同探讨“当代好
设计”的融合创新。

作为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博会的
系列活动之一，“看见当代好设计”系
列沙龙以“融合与创新”为主题，由红
点设计博物馆·厦门发起。沙龙邀请
红点中国区设计奖项事业部总经理王
思涵、深圳十大创意影响力人物许礼
贤、中国商业联合会新媒体营销顾问
团专家孟祥奇、厦门立达信物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胡佑宗作为
分享嘉宾。

王思涵以“设计如何带动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进行分享，提出
要以设计为驱动，将创新融入对文化
的领悟、生活的观察、问题的发现和独
特的想象力；许礼贤在以“文化创新
时代使命”为主题的演讲中谈到，面对
信息爆炸、AI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中华
传统文化创新转化，将中国设计推向
世界；孟祥奇在“回归商业本质的7个
设计思考”的演讲中提到，把设计融入
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回归到商业本质
来思考，可以找到更清晰的设计方法；
胡佑宗以“双城记——由文化自觉到
品牌坚心”为主题，分享了台胞生活文

化的当代设计探索之路。四位嘉
宾的主题分享，从多个维度及视
角出发，展现“当代好设计”的融
合创新。

据悉，当代好设计奖于2015
年由德国红点奖机构与厦门文广

传媒集团共同发起。多年来，当代好
设计奖旨在为当代社会甄选好设计，
并构建起设计、企业与全球商业间的
桥梁作用，助力中国品牌面向全国市
场并迈向国际舞台，为国外企业链接
中国市场，助力获奖者获得巨大的市
场推广机会。

诚邀青年人才 并肩闯 大胆创
2023翔安“人才·CHUANG·嘉年华”举办

厦门市“双百人
才”、厦门绩牛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CEO
洪荣集：
新翔安新气象
助力企业成长

一条条新路、一座座新
城、一栋栋地标，还有一片
片的园区，这是全新的翔
安。我感觉到身边有越来
越多的新翔安人落户，翔安
正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
人才兴业、定居。这是好的
投资和居住环境决定的。

我们企业 2018 年开始
创业，创业初期区里对科技
型创新企业就进行了重点
关注，并且通过工信局、发
改局出台的一系列补助和
税返等，免去了很多后顾之
忧，可以专注企业发展，也
才有了这几年我们的快速
成长。

翔安区拔尖人
才、翔安区实验幼儿
园园长林琳：
好政策引才来
好活动聚人气

我觉得翔安的人才政
策非常好，因为我自己就享
受到了这些很优厚的政策，
所以每当我出去的时候我
都很自豪，说欢迎到翔安
来。

希望今后聚集更多的
人气、商气到我们翔安来，
让翔安更具活力，希望以后
借助新体育中心可以引进
更多的演唱会等，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来到翔安。

文/本报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叶晓菲 林李育
图/翔安区 提供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5日到6日两天，2023翔安
“人才·CHUANG·嘉年华”
在翔安首创奥特莱斯举行。
这也是“2023厦门人才服务
月”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厦门
市委人才办指导，翔安区委
人才办、区委组织部、区文旅
局、区商务局共同主办。

这是一场设计上别出心
裁、效果上别开生面的活动，
是翔安区人才发展环境和文
旅资源的一次对外输出，进
一步挖掘和发挥翔安人才环
境的包容性与人才服务工作
的开创性。尤其是本届“人
才·CHUANG·嘉年华”延
伸出“窗、闯、创”三个关键
字，寓意敢拼的优秀人才在
这里打开联通未来的“窗”
口，放心大胆去“闯”，开“创”
不设限的人生。年轻的翔
安 ，搭 建 起“ 人 才·CH-
UANG·嘉年华”这一方天
地，正是要和青年人才同频
共振、同台对话，搭建起全新
的人才互动平台，培育壮大
城市发展新动能。

作为全市最年轻的行政区，翔安区是厦门
跨岛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也已经成为厦门经
济总量和发展速度的两个“增长极”。优质的发
展前景、强劲的发展动能，让这里日渐成为广大
人才心目中最广阔的创业舞台和发展高地。

如何吸引年轻人扎根，是城区保持活力的
关键。翔安区委组织部在做精做优人才服务方
面，始终坚持高品质服务引领，推动招商引才同
步联动、同频共振，在引进“高精尖缺”人才的同
时，充分包容人才个性差异，让他们在翔安这个
人才“区域高地”多元化成长发展、施展才华。

在具体操作上，翔安区委组织部着重搭建
创新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体系——一方面优化
人才服务窗口，另一方面构建综合保障体系，
围绕招商引资、公共资源、生活配套等三大服
务板块，发动人才工作成员单位深入摸底调
研，掌握人才急难愁盼问题，构建人才服务共
同体。

下一步，翔安区还将以“爱才的实意、引才
的实干、聚才的实效”，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
积极提供最优的人才服务，让更多的青年人才
在这片“宜居宜业、近悦远来”的土地上，创新
创业也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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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文/本报记者 黄琬钧
本组图/本报记者 林铭鸿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博会，

台湾地区九市九县的参展机构及
展商带来特色文创产品，打造“台
湾乐购节”，以民俗创意集市的方
式，为市民朋友带来最具“台味”
的购物体验。展馆中有什么好
玩、好看的产品？记者带您一探
究竟。

拟真兽牙角饰品、琉璃珠绣、
图腾文创产品……在野人现铺品
牌展位上，一系列具有台湾少数
民族特色的产品吸引观展者驻足
欣赏、出手购买。

品牌主理人罗诗蓓介绍说，
品牌名称源于成语“野人献曝”，
寓意以一双谦卑的眼睛，看待祖
先传承下来的文化。展位上许多
饰品的创作都融入了民族的古老
传说。例如，熊鹰、百步蛇等图腾
纹样彰显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部
落文化。罗诗蓓已是第四次参加
海峡两岸文博会，她说：“文博会
一直有推陈出新的作品，让我觉
得每一次来参加的时候，都怀抱
着很多期望，也收获很多惊喜。”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厦门，
第一次参加文博会，感觉人气像
天气一样热情似火！”本届文博
会还吸引了不少台湾青年设计
师参加，其中就有台北的林凯民
和许婉如。这对夫妻档化名设计
师“麦考艾裘”，即闽南话中的“不
要哭，要笑”。他们共同经营汝责
工作室，此次带着原创IP文创产
品前来：萌感十足的花猫“三点一
志”，带着慵懒的表情和姿态出现
在各个生活场景中——这个IP的
设计灵感源于林凯民和许婉如的
宠物；憨态可掬的“花生JOHN”
是个花生拟人化的卡通形象，总
是与生活中的困难顽强斗争
……这些IP形象化作装饰画、布
贴、摆件等产品，受到年轻观展
者的青睐。 ▲唯森传统纸艺有限公司展位

展出的美猴王塑像。

活动现场拍照打卡处吸引了不少嘉宾前往体验活动现场拍照打卡处吸引了不少嘉宾前往体验。。

夜幕下的活动现场，人流涌动。

居民在现场根据手册按图索骥进行闯关居民在现场根据手册按图索骥进行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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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高约 40 厘米的美猴
王塑像，从盔甲到身体，除了个
别配件，通体用纸做成，让路过
的观众啧啧赞叹。“这样一座纸
质神像需要三到四个人忙活四
个月，经过十多道工序才能完
成。”在唯森传统纸艺有限公司
的展位上，台湾展商、纸塑艺人
蔡尔容介绍。

蔡尔容说，纸塑是具有悠久
历史的中华传统手工技艺。他
从父亲手中接过纸塑技艺后，花
了5年左右时间苦修，终于习得

“脱胎换骨法”纸塑技艺——先
把层层竹纤维纸粘在黏土塑成
的素坯上，待整个坯体阴干成形
后，用刀剖开坯体，挖出两块黏
土素坯，再将两块纸坯黏合……
从而能用柔软的纸塑造坚硬却
富有弹性的整尊神像。

蔡尔容从事纸塑已有 20
多年，近年来，他还在纸塑上发
挥创意，衍生出不少文创产品，
此次带来参加文博会的产品还
包括发簪、裁纸刀、书签等。

40厘米高美猴王
几乎通体纸做成

▲台湾乐购节的摊位区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观展。

民俗创意市集“台味”满满
本报记者带您探访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博会台湾乐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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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凯民和许婉如
设计的“三点一志”
IP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