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19日 星期四 责编/肖诗予 美编/君陶 A07 经济/都市
X IAMEN DA ILY

在厦门，海洋文化可听、可
看、可感，它以不同的形态萦绕
在市民身边。

每逢周末，厦门市民可以
去这些地方丰富自己的海洋知
识：在厦门大学海洋科技博物
馆、厦门海洋经济公共服务中
心，了解厦门海洋科技发展成
就；在海洋三所鲸豚展馆，参观
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灰鲸标
本；在鼓浪屿海底世界，尽览浪
漫迷人的水下世界……同时，
厦门市还依托厦门大学、科技

中学、人民小学、乐海小学、天
心岛小学5个“全国海洋意识
教育基地”，面向青少年宣传海
洋文化知识，开展海洋权益爱
国主义教育。“6·8全国海洋宣
传日”厦门广场主题活动、厦门
国际海洋周嘉年华，这些活动
在特定时间，为厦门市民带来
更丰富、更深入的亲海体验。

为推动海洋科学大众化传
播与理论的创新，2019年厦门
国际海洋周期间，厦门大学地
球科学与技术学部携手新浪厦

门联合创建了70.8海洋媒体实
验室，以厦门大学为基地，链接
全球海洋科研力量与社会资
源，进行海洋科学文化传播及
社会教育实践。

近年来，厦门市海洋发展
局还组织出版了《踏浪飞歌》
《升起风帆——你会看见整个
世界》《厦门吃海记》（1-3）《海
族列传》等海洋文化类书籍，推
出了《海的记忆》9集纪录片，提
升市民的海洋文化自信。

文/通讯员 林鹏程 本报记者 陈敏
图/厦门国际银行 提供
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助力金融科技创

新创业。10月18日，由厦门国际银行、厦
门市地方金融协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的第三届“厦门国际银行杯”厦门金
融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成功举行。经过激烈
角逐，迈豹云数（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的跨
境电商数字化贷款解决方案获最佳金融科
技创新奖，厦门大学数密科技团队的合规
监管下的金融科技助力银行和小微企业投

融资业务与集友科技创新（深圳）有限公
司、中交（厦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供应
链金融科技服务平台获最佳主题创新奖。

作为2023年“厦门人才服务月”的配
套活动之一，本届大赛由厦门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厦门监管局、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指导，思明
区政府、集友银行、澳门国际银行、成都市
金融科技协会、深圳市金融科技协会等单
位协办。

追溯往昔
探寻海洋情缘

在中秋节前，井城村联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和谐邻里，情暖中秋 我们的
节日·精神的家园·中秋主题活动”，邀请50
多位长者走进村居，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
一起制作灯笼、博饼、学习文明健康知识。
活动引导村民文明过节，遏制“舌尖上的浪
费”，避免大操大办，养成文明健康餐饮习
惯。活动中，村民走出家门，融入村居，与
邻里互动交流，感受温暖中秋情、文明过佳
节的浓厚氛围。

井城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五社联
动及农村幸福院等文明新风宣传主阵地，以
及戏台、篮球场、大榕树等流动阵地，创新移
风易俗宣传形式，开展了包括“我们的节日·
精神的家园”系列主题活动、“讲亲子之道，
促和谐关系”家庭教育讲座、“邻里守望，爱
心助残”近邻关爱活动等在内的60余场活
动，累计服务2500余人次。丰富多彩的活
动，为群众献上文化大餐，传播文明新风尚，
在润物细无声中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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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探海
太赞了

我市大力推动海洋文化建设，增强市民海洋意识

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李心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厦
门的发展与海洋密不可分，厦
门的历史就是一座城市耕波犁
浪的动人诗篇。海洋文化对于
厦门人来说尤其珍贵，它宛如
一颗绵延不息的蓝色火种，串
联起海的儿女——厦门人的昨
天、今天与明天。

近年来，厦门市海洋发展
局立足本地特色，多措并举，积
极挖掘与传承海洋文化，持续
增强市民海洋意识，全面推进
新时代海洋文化建设。

海是厦门的底色，从宋代
开始的牡蛎、花蛤养殖，到鸦片
战争被迫开放通商，再到改革
开放成立经济特区，厦门形成
了深厚悠久的海洋历史文化和
繁荣兴旺的海洋商贸文化。
海，见证了爱拼会赢的闽南人
闯荡四方的足迹，海内外留下
了许多来自厦门的海洋印记。

探寻厦门的海洋文化，也
是在追溯厦门人共同的文化记
忆。为了深挖海洋文化内涵，
推动海洋文化产业发展，集中
展示优秀的海洋文化成果，在
中国历史研究院、自然资源部
宣传教育中心的支持下，厦门
大学、厦门市海洋发展局联合
举办首届“中华海洋文化厦门
论坛”，并作为2021年厦门国
际海洋周的重磅活动推出。
2022年 11月，第二届中华海
洋文化厦门论坛在厦大举办，
在开幕式上发布了2022年度
海洋文化蓝皮书。

作为海洋文化交流、成果
展示的平台，论坛凭借厦门大
学等在厦高校院所涉海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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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贡献智慧。

在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
海洋文化特别是闽南海洋文化
展开探讨，厦门海洋地位的兴
起，厦门作为通商口岸的历史
变化、闽南文人的海洋精神
……一系列与本土相关的话
题，不仅在学者心中，也在大众
心中，泛起层层涟漪。

每年4.4毫米的海平面上
涨速度究竟对人类影响有多
大？看起来它和人们想象中的
灾难离得太远太远，然而事实
却并非如此。在厦门，有一支
活跃在中小学的海洋科普团
队，总是能够通过这些看似遥
远却又与人们生存、生活息息
相关的话题，唤醒大家对人海
关系的思考和对海洋的热爱。

在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的支
持下，海洋讲师团于“6·8全国
海洋宣传日”授牌成立。虽然成
立时间不长，海洋讲师团却已是
一支经验丰富的海洋科普团

队。在厦门大学近海环境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70.8海洋媒体
实验室与厦门市海洋国际合作
中心的共同发起下，“海洋讲师
团”科普活动已陆续走进厦门一
中、厦门外国语学校、后田学校
等我市中小学校，围绕海洋脱氧
科普、海洋底栖生物等开展了一
系列生动有趣的讲座。同时，海
洋讲师团还组织师生走进厦门
大学鱼类遗传学与遗传育种实
验室、海洋仿生声学与技术实验
室、联合遥感接收站等，通过切
身体验和直观感受，打破青少年
对科学边界的想象，加深对海洋

知识的接受与理解。
青年向海而生，生出赤忱

热爱；青年为海逐梦，逐出辽阔
未来。海洋讲师团目前已有讲
师超20人，他们中有高校海洋
学类的教授、讲师、研究生等，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却同样拥
有一颗开展海洋科普的热忱之
心。“关注大众关心的海洋问
题，用国际化、现代化、前沿化
的海洋科学视野，将海洋科学
知识与现实议题紧密结合，在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心中启迪蓝
色智慧，播种蓝色梦想。”海洋
讲师们如是说。

立足当下 丰富海洋文化体验

筑梦未来 培育青少年海洋情结

推进金融科技发展
助力创新创业

第三届“厦门国际银行杯”厦门金融科技创新
创业大赛决赛昨举行

作为大赛主办方，厦门国际银行多年
来始终坚持“科技引领”发展战略，重视科
技核心竞争力培养，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科
技人才梯队培养和引进力度。2022年科技
投入约8.8亿元，较上年增长超过23%，金
融科技人才占比超过16%，科技自主可控
能力、金融科技平台、“两地三中心”多活智
能化基础技术支撑体系等处于中小商业银
行领先水平。

2017年，厦门国际银行建立了科技创

新项目孵化机制及奖励机制，主办金融科
技创新创业大赛、数据建模大赛，并与腾
讯、阿里巴巴、天星数科、星环科技、厦门大
学构建联合创新实验室，建设开放融合的
科技创新生态。

接下来，厦门国际银行将坚持守正创
新，充分发挥“华侨基因”传统优势和国际
化特色，通过集团统一科技平台支持跨境
金融“数智化”业务创新，打造华侨金融优
选银行，践行服务实体经济的社会责任。

决赛现场综合运用了虚拟现实、元宇
宙、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由厦门国际银行
数字员工“夏小灵”以裸眼3D形式进行现
场主持与互动，虚实结合，充分体现数字孪
生、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魅力，带给现场嘉
宾奇妙的科技感体验。

厦门国际银行表示，将长期打造“厦门
国际银行杯”厦门金融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品牌，并以大赛为媒介，通过场景金融、开
放银行，与更多金融科技公司全方位合作，
积极探索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
的新途径、新模式。

当前，我市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市、打造
金融科技之城，本届大赛聚焦“服务实体、
普惠金融”“防范风险、监管科技”“智慧运
营、提质增效”“新兴信创、助力金融”四大
主题，通过引入优质创新资源，搭建金融科
技行业资源对接平台，促进金融科技创新
创业发展。大赛自6月28日启动以来，广

受关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众多的知名金
融科技企业及高校优秀团队同台竞技。

昨日，在由金融监管部门、知名高校、金
融机构、知名科技企业等组成的专家评委及
大众评委团队的综合评定下，10支参赛团队
荣获包括“最佳金融科技创新奖”“最佳主题
创新奖”“创新优秀奖”在内的奖项。

搭建对接平台 引入科创新资源

应用尖端技术 提升科技感体验

加大科技投入 赋能数字化转型

第三届“厦门国际银行杯”厦门金融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现场。

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开展的海洋文化嘉年华活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开展的海洋文化嘉年华活动，，
吸引许多小朋友参加吸引许多小朋友参加。（。（资料图资料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奇辉张奇辉 摄摄））

润物细无声 文明新风吹进心田
集美灌口井城村持续开展移风易俗宣传

本报记者 黄怀
通讯员 刘兴苗
提倡移风易俗、破除陈

规陋习，是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集美区灌口镇井城
村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积极
开展移风易俗宣传，组建多
支志愿服务队伍，开展移风
易俗“微课堂”，利用村民微
信群、网格群等线上方式宣
传移风易俗，破陈规、除陋
习、讲文明、树新风，不断提
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为乡村振兴增效赋能。

井城村坚持党建引领、党员示范、党
群联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村党委经常组织召集移风易俗工作
联席会议，组织小组长、网格员、辅警等
参加，强调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性。

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党委成员带
领党员共同研究当月移风易俗工作的开
展计划，大家群策群力，让移风易俗工作
常态化。党员干部自觉带头履行红白喜
事简办承诺，主动担任移风易俗宣传员，
引导群众破除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
等陈规陋习，倡导树立勤俭节约意识。

如何抵制高价彩礼？怎样做到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座谈会上，党员干部、
居民、志愿者各抒己见。井城村党委组
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
过座谈会、茶话会、分享会等形式，促进
党员干部了解移风易俗可行可做的举
措，提升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的能力，引导
群众崇德向善，推动乡风文明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井城村注重联动辖区学
校做好共建，通过在学校开展宣讲、组织
活动等，将移风易俗理念送进课堂，提升
青少年的文明素养，营造崇尚文明新风、
破除陈规陋习、倡导勤俭节约的浓厚氛
围。

井城村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巾帼
志愿服务队、亲子志愿服务队、高校青年大
学生志愿服务队以及移风易俗宣传服务队
等多支队伍，引导大家以多种形式践行移
风易俗和志愿服务行动，参与成员120余
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960余小时，凝聚移
风易俗宣传合力。

建强“有生气”的宣讲队伍，搭建“接地
气”的宣讲平台，传播“提风气”的宣讲内
容，使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更接地气、更有
活力、更有温度。让群众争做移风易俗和
文明新风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实践者，养
成文明、节俭、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井城村积极发挥党员、社工、志愿者等
力量，走进村民家中，发放“开展农村移风
易俗 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倡议书。开展移

风易俗“微课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
闻乐见的方式，向村民讲解婚丧嫁娶攀比
浪费等陈规陋习的危害，鼓励大家自觉抵
制婚嫁高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弘扬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同时，积极开
展垃圾分类、扫黑除恶、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进一步培养村民文明理念。

此外，井城村还利用村民微信群、网格
群等线上方式宣传移风易俗，让移风易俗
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村居干部、社工、志愿者经常入户宣
传移风易俗，村民的文明意识增强了。”井
城村村民陈雅琳表示，如今村里的卫生环
境更好了，村民们文明过节，很少看到铺张
浪费现象。移风易俗要长期坚持，只要大
家参与进来，乡风就会更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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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城村开展农村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井城村开展农村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
((井城村井城村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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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放流鱼苗工作人员放流鱼苗。（。（资料图资料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协云王协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