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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艳）近日，厦门市
应急管理局、漳州市应急管理局、泉州
市应急管理局在厦门市应急指挥中心
签订了厦漳泉区域应急处置合作协
议，建立协作机制。

厦漳泉三市地处闽南，自然条件
相似、资源优势互补，此次区域应急处
置协作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推动三市
应急管理工作深度融合。据介绍，有
关各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在

灾害事故信息通报、监测预警协作、应
急资源共享、应急处置联动、强化演练
沟通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建立日常联
络、应急通信、联席会议、联合演练、联
合指挥等五项机制，构建更为高效的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切实提高协
同防范化解区域安全风险的能力，为
厦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
安全稳定的环境。

厦漳泉建立
区域应急处置协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 吴晓菁）厦门市海
洋发展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
介绍2023厦门国际海洋周的活动亮
点。

本届海洋周将于11月9日至11
月15日举办，主题是“打造蓝色发展
新动能，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本届
海洋周由海洋大会论坛、海洋专业展
会、海洋文化系列活动三大板块组成，
共策划40余项活动。

聚焦伙伴关系
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周发展十七年来，国际关注
度逐年上升。今年，更多嘉宾将参与
到海洋周线下活动，他们将从多领域
深入探讨发展蓝色伙伴关系，为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勾画路线图。

在本届海洋周开幕式暨厦门国际
海洋论坛上，多位国际组织、专家学者
代表将作主旨发言，在全球海洋治理、
与太平洋岛国蓝色合作、蓝色伙伴关
系构建、海洋高质量发展等领域交流
互鉴。2023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地
方政府网络（PNLG）年会将有来自东
亚海区域8个国家100多名代表参会。

此外，中国-东盟海藻合作论坛将
邀请中国与东盟政府部门、协会、重点
企业、教育科研机构等70余人，围绕

“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区域海藻产业繁
荣发展”的目标展开研讨。中国-东盟
国家海洋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研讨
会、中国-东盟海洋保护地网络国际研
讨会等，着重共享治理成果、交流实践
经验、贡献技术方法，从而为中国与东
盟区域海洋的永续利用提供支撑。

聚焦行业精英
共商海洋未来发展

本次海洋周吸引1000多名行业
精英共商发展，更有10余位院士重磅
参加。其中，戴民汉院士牵头的2023
年数字孪生海洋国际峰会，是该领域
首次在中国（乃至亚洲）举办的高端国
际学术会议，对于我国积极推进数字
孪生海洋开发应用布局，实现数字孪
生海洋创新技术的自立自强和国际引
领，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议设置7个平行边会，拟邀请
国内外专家学者350余人来厦参会，
国际参会嘉宾约70人。焦念志院士
牵头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开
放科学大会，拟围绕“海洋负排放”领
域的科学问题与实践展开国内外科学
家报告及专家讨论，会议规模预计
1000人，其中来自美国、英国、加拿
大、法国、南非、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国

际嘉宾约20人。

聚焦特色实效
以展为媒搭建交流平台

本届海洋周重启筹办系列专业展
会，将带来更丰富的内容。

2023第八届厦门海洋科技成果
转化洽谈会共设展厅面积10000平
方米，参展单位将全部以特装形式参
展。除普通展区外，今年专设了厦门
海洋高新产业园区馆，向展商和观众
集中展示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区的规
划蓝图，“以展为媒”搭建招商政策推
介和客商信息交流平台。

2023第六届国际潜水救捞与海
洋工程装备展览会展厅面积15000
平方米，设1个综合展区和8个专项
展区。全球最大45000DWT半潜驳、
万米深潜器、深海一号能源站等3000
余种全球顶尖装备技术及相关培训、
保险等服务将集中亮相展示。

2023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渔业
博览会设置地标水产、国际远洋、高端
食材、观赏水族及海洋休闲五大展区，
300个标准展位，其中特设台湾休闲
渔业馆。

第十六届中国（厦门）国际游艇展
览会将继续采取线上+线下的办展模
式，打造开放式、体验型水陆联动游艇
展。

聚焦人海互动
提升全民海洋意识

今年海洋文化系列活动联动各区
资源和高校优势开展，形式更多、涵盖
范围更广，旨在提升全民海洋意识，营
造蓝色氛围。

蓝色梦想国际当代艺术展邀请来
自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菲律宾、德
国、南非等国家的20位国际艺术家，
携手国内艺术家，创作海洋主题相关
作品，并同步在瑞典塔尔巴肯文化中
心设分会场。

海洋科学开放日以高校为中心，
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海洋职业技
术学院等将举办系列活动，深化海洋
精神、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系列活动
以青少年为主体，举办“厦门吃海记”
小博客征集等活动，播撒“伴海同长”
蓝色基因。

国家级全国帆船比赛——“俱乐
部杯”帆船挑战赛将在海洋周期间开
展。中国家庭帆船赛、2023“海洋之
星”青少年帆船赛、厦门休闲船钓邀请
赛、全国沙滩橄榄球分站赛也将在海
洋周期间开展，积极引导全民投身海
洋运动。

厦门国际海洋周
下月启幕

时间：11月9日至11月15日
共策划三大板块40余项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张昀）今日，以“踔厉奋
发新时代 勇立潮头谱华章”为主题，厦门日
报社“工商银行杯”第二十二届读者节将在
白鹭洲音乐喷泉广场开幕。

读者节全天，将有“十佳读者代表”颁奖
仪式、厦门日报社新闻客户端“潮前智媒”
4.0版正式上线仪式等一系列重要活动启
动。现场活动主题各异、形式多样，“与文明

同行”系列活动将开展文明创建宣传、志愿
者招募，还有“学习强国”知识竞答、医疗
专家义诊、禁毒与反诈宣传、金融优惠服务
等。另外，夏商集团在现场设立助力闽宁协
作、乡村振兴展区，“爱粮节粮公益行”系列
活动设置粮油展区，一系列惠民特展，供市
民挑选和体验。此外还有厦门日报社资深
编辑、记者与读者相见。

打卡读者节现场，将留下一份珍贵的回
忆，续写厦门日报社与市民、读者之间的久
远深情。

出行提醒

请广大市民读者尽量绿色出行，可乘公
交至白鹭洲公园站、天湖苑站，随后步行至
白鹭洲音乐喷泉广场。

本报读者节
今日在白鹭洲广场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耀杰 邬秀君）昨
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导，中国社科
院哲学研究所、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
管委会、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厦
门市社科联共同主办的第五届海峡两
岸人文学论坛在海沧举行开幕式。

论坛系国台办年度对台交流重
点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
国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
志强以及主、承办单位领导出席，来
自海峡两岸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交流。大家认为，在中共中央、国务
院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背

景下，举办这次人文学论坛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

开幕式后，举办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文明意义”的主论坛，下午的分论
坛，就中国方案、文明典范、命运与共、
文化实践、经史传统、古今之变、文化
自信、文化生命等八个专题进行了深
入研讨，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在交流互
鉴中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深化了学
术研究。论坛共收到论文44篇。

本届论坛由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厦
门市石室书院）、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
中心和厦门市社科院共同承办。

人文学者聚厦
深化两岸文化交流

同安气候温和，这使得同安成为两岸优质种
子种苗企业最青睐的肥沃土壤。经过多年孵化，
也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种子种苗产业集群。厦门
中田金品种苗有限公司、厦门华泰五谷种苗有限
公司、厦门农运来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20
家企业先后落地厦门同安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种
子种苗）产业园，园区现有台湾（台资）农业企业
28家，依托厦门市农芯种业研究院、北京大学现
代农业研究院等产学研一体的园区配套，企业发
展步入快车道，百利军营红小番茄、521辣椒、农
运来春秋苦瓜、华泰甜325玉米等一批在市场叫
得响，卖得好的优质产品陆续推出，也实现了种
植户增收。

此次交流大会设置两大论坛，主论坛上，福
建农林大学教授许莉萍、杨文等领域专家，分享
了甘蔗脱毒种苗与质量控制技术、福建农业企业
的发展。

杨文谈到，同安与台湾的气候条件相近，属

于南亚类的海洋性季风气候，这两个地方植物生
长的气候环境都是一致的，所以同安培育来自台
湾的高优农产品具有明显优势。

来自台湾的青年企业家，爱福卡多种苗（厦
门）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姿箖说：“我们公司是去年
来同安，这边气候跟台湾一样，非常适合牛油果
的育苗，而且这边种苗业形成了集聚性，有渠道
共享，对各自种苗业互相交流，做大做强种苗业
大有益处，给我们台湾青年干事创业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

厦门百利控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也认
同这样的观点，他说，闽台农业优势互补，台湾种
苗业起步比较早、有优势，而福建有政策、有市场，
此次交流活动，为两岸农业技术交流、农产品销售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百利未来也将依托这个
平台，持续发力，助力同安种苗业发展。

搭平台 聚资源 促交流
打造种子种苗业新高地

首届厦台现代农业技术交流大会昨开幕

文/本报记者 卢漳华
通讯员 韩超 苏伟明 叶晓飞
两岸一家亲，厦台亲上亲，作

为台胞重要祖籍地，同安与台湾渊
源深远。昨日，首届厦台现代农业
技术交流大会（以下简称“交流大
会”）在厦门同安开幕。交流大会
以“良种·良法·良品”为主线，两岸
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界人士交流
探讨成果经验、创新应用，引导海
峡两岸种子种苗企业强强合作，推
动联合育种攻关和商业化育种，支
持与台湾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
展种子种苗科研及种质资源库建
设，打造两岸种子种苗业新高地，
活动将持续至明日。

此次交流大会由厦门市农业
农村局、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中共厦门市同安区委宣传
部、厦门市同安区农业农村局、厦
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人民政府、厦门
同安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承办。

百余家农企参展
展示优质产农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商带来多

项优质产品，如牛油果、牛肝菌、水
培蔬菜等，全方位展示种子种苗各
项科技的新理念、新成果、新装备、
新应用、新模式。

此次交流大会，共设置良种品
牌展示区、现代农技展示区、现代
农机展销区、现代农服展销区和优
质蔬果展销区等5大展区，吸引了
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
司、农友种苗中国有限公司在内的
百余家知名果蔬种子种苗、优质果
蔬、农服、农业设施设备、现代农业
等企业参展，与行业精英专家共同
精研，深入开展两岸农业交流。

活动现场，还设有阳台园艺展
示、参观示范基地、主题论坛、大会
直播等配套活动。交流大会为期
3天，会议期间，主办方安排了种
子种苗园区展览、南洋风情街、竹
坝归侨史迹馆等特色展馆供来宾
参观。

昨日厦门同安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种业
中心正式揭牌，作为厦门同安闽台农业融合发展
（种子种苗）产业园重要产业载体，该中心的设立
标志着同安种业事业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

该中心计划用5年至10年，将五显竹坝片区
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种业中心，并带
动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力争建成集育种、研发、展
销、研学等多功能新型农业产业融合为一体的种
业中心。通过引进或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种
子相关企业，辐射东南亚，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吸引更多的闽台种企及科学家来厦，打造两岸种
业的“硅谷”。

为了推进种业中心高质量发展，在交流大会
上，福建省农业科学研究院与同安区人民政府签
订推进乡村振兴科技合作协议，旨在共同推动同
安区乡村产业振兴、种业振兴和人才培育等方面
合作。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同安闽台
农业融合产业园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达成长期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为园区企业、台资企业及个
体经营台胞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解决融资
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厦门国贸研学教育
管理有限公司与厦门同城城建产业运营有限公
司也共同签署推进农业研学教育共建协议，将推
动厦门中小学生实践基地与产业园种业中心在
农业研学、课外实践等方面的合作。

同安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地同文同种，
人文交流深入，2000多万台湾同胞中，同安籍有
200万人，常年有近百名台胞在闽台产业园扎根
发展，成为富美新同安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同安也是厦门市农村面积最大、农业占比最多的
行政区，是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战场、主阵
地。首届厦台现代农业技术交流大会选择在同
安举办，助力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厦门同安闽
台农业融合发展（种子种苗）产业园已成为两岸
农业技术互促交流的示范样板，持续为同安农业
技术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带动农业现代化转型
打造两岸种业“硅谷”

闽台农业优势互补
携手共促产业合作

B

C

本次交流大
会以“良种·良
法·良品”为主
线，两岸专家学
者、企业家等各
界人士充分交流
探讨成果经验、
创新应用。（本组
图/夏海滨 摄）

同安经过多
年孵化，已形成
一定规模的种子
种苗产业集群。
图为厦台现代农
业技术交流大会
现场。

展商带来多项优质农产品展商带来多项优质农产品。。

A

（上接A01版）
廖华生表示，要做大做优产业集

群，重点发展新能源电池、光伏储能、
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行业与龙头骨
干企业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提升
专业化协作配套；要提升产业创新的
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加快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要强化产
业要素的保障，打造一批标杆示范场
景。要高度重视社会急救体系的建
设，将AED配置进一步纳入政府民
生工程，提高管理实效及AED设备
的覆盖面积，强化信息化手段，进一
步提高宣传的触达率和覆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