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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周刊

全球海外闽籍乡亲自主发起、福建省侨办
积极推动的侨界民间联谊交流活动——世界福
建同乡恳亲大会，日前在厦门成功举办。近
1700 名侨胞嘉宾参会，分布国家的范围之广，
刷新恳亲会二十余年的历史记录。闽籍侨胞欢
聚一堂，细叙桑梓之情，共谋家乡发展。忆往
昔，游子离乡奔前程；待明朝，海内外火种永
发光。

“一带一路”愿景凝聚人心

福建是全国重点侨乡，闽籍海外乡亲无论
身在何处，始终心系故土，为祖 （籍） 国和家
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两岸和中外友好交流合
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
在恳亲会致辞中，对闽侨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福建海外乡亲在闽
投资占福建吸引外资近八成。对福建能有今天
这样的面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建省委
副书记于伟国同样盛赞几代福建乡亲不忘祖
国、不忘家乡。他说，福建海外乡亲不但给福
建发展带来资金，也带来经营管理的理念和方
法，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现代市场观念以及
各方面的人才。

于伟国说，福建正在全力推进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衷心希望广大海外乡亲
以中国梦为引领，抓住福建发展的历史机遇，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回乡投资兴
业，引荐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来闽开展技术创
新和项目合作，大力宣传推介家乡发展的前景
和优势，继续为家乡对外交流合作牵线搭桥，
共同为建设新福建、实现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
量。

多位闽籍乡亲看好“一带一路”的愿景。
美国联泰集团董事长陈守仁相信，“一带一路”

能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友好做出贡献。马来西
亚 IOI 集团董事主席李深静同样称赞“一带一
路”是“非常好的创意”，他希望看到“一带一
路”的经济效益很快显现。

福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举措也为闽籍
乡亲所关注。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在向恳亲会发来
的贺信中说，福建近年来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
生态建设、开放环境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已成为全国的重点发展区域之一，也是政策最优
惠、最具成长性、最具竞争力的省份之一。

于伟国说，福建省是中国的生态文明示范
区，又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还拥有
平潭综合实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刚
刚获批的福州新区。“五区叠加”令福建收获难
得的历史机遇。

美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陈清泉认为，海
丝核心区、福州新区、福建自贸试验区等给海外
乡亲带来非常好的投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机
不可失”。他相信闽籍乡亲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
机遇。

闽对外交往的“民间使者”

尤权称赞福建乡亲既为住在国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热心桑梓、捐资公
益、兴办实业，积极支持和帮助家乡建设，体
现了福建人“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
施、敢拼会赢”的精神特质，赢得了广泛赞誉
和尊重。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李新铸作
为侨胞代表，在会上向全球闽籍华侨华人发出
融入21世纪海丝核心区的倡议，借助海外闽籍
华侨熟悉中外两个市场的优势，积极推动住在
国设立“福建经济开发园区”等，支持福建企
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目前海外闽籍社团约有 2000余个，并已由
传统的联谊、互助转向商贸、科技、教育和文
化等领域，影响力越来越大，是凝聚海外乡亲
力量的重要依托，以及福建对外交流合作的重
要桥梁与纽带。海外闽籍社团在争取当地华人
合法权益，为福建对外交往牵线搭桥和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在西雅图会见旅美
侨胞并寄予殷切期望。谭天星认为，这充分体
现了习主席和中国政府对海外侨胞的高度重视
与关怀。

“作为海外侨胞的‘娘家’，国务院侨办将
坚持‘为侨服务’的宗旨”，谭天星表示，国侨
办将深入实施“海外惠侨工程”，推动海外和谐
侨社建设，促进归侨侨眷民生改善，推动侨胞
事业更好发展。

谭天星同时对海外闽籍社团促进中外友好
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寄予厚望。他说，希望世
界福建乡亲、侨胞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推动
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和住在国人民友好相处，做当地的好居
民、好公民。

他希望闽侨积极发挥熟悉中外的优势，为
中国与住在国各领域互利合作牵线搭桥，为中
国与住在国关系增加正能量，做中国与世界友
好交流、合作的彩虹桥。同时积极传承弘扬中
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民间使者”。

尤权真诚希望广大海外乡亲更加积极地融
入住在国的主流社会，与各族裔人民和睦相
处，共同发展。在自身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
更加关注和参与家乡建设，与家乡人民共享改
革发展带来的红利，并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大
力促进福建与世界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题图：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资料图片

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昔日
众多闽籍乡亲正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福建正大力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重点在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合作，而这正是广大闽
侨的优势所在。如今福建侨胞有 1580 多万人，
绝大多数分布在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
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也有不少人在科技、文化、
教育、政治等领域颇有建树。

海外闽侨厦门恳亲话发展——

海丝核心区新优势“千载难逢”
俞 晓

金秋时节，文都泉州又将收获文化品牌硕
果。10月 1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将见证“世界
石雕之都”花落惠安——继国际专家组今年5月
全票通过考评之后，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将向惠
安正式授牌。

石雕之都之“石”
——南派雕艺 千年传承

惠安雕刻技艺发源于古代黄河流域，素有
“中华一绝”之美称。1600 多年的风霜岁月中，
先民们拓闽疆之洪荒，融中原文化、闽越文
化、海洋文化为一体，雕刻技艺汲晋唐遗风、
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华。明清时期，惠安
南派石雕艺术风格日趋独立，迈向从“形似”
到“神似”的更高境界，形成了精雕细琢、纤
巧灵动的雕刻风格，并与建筑艺术相伴同在、
生息共存，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

惠安人与“石”为伴、以“石”为生，更
多是被逼出来的。历史上，惠安县地瘠人贫，
往往庄稼再怎么种都不够吃，长期被人谑称为

“地瓜县”。天无绝人之路，这里的石材相对丰
富，于是在讨海甚至漂洋过海出国谋生之外，
许多人靠打石为生。

时至今日，惠安雕艺大师们不仅将南派雕

刻技艺广泛应用于各种石材、硬木和软木之
上，更以“圆雕、浮雕、线雕、影雕、沉雕”
五大不同雕刻手法，占据国内乃至世界范围无
可比拟的地位，诞生了诸多撼世之作，比如人
民大会堂前石柱、中华世纪坛、湖南长沙橘子
洲头青年毛泽东大型雕像等。

石雕之都之“雕”
——去芜存精 百花齐放

在惠安，虽然斗转星移、时代变迁，但根
植于古法之中的雕刻技艺，依然在不少雕艺大
师手中得到了长久的传承与创新。2013 年，和
祥石业总经理王向明发起成立和祥“无名匠”
南派石雕艺术工作室，召集了8名热爱传统雕艺
的民间艺人和富于创新精神的年轻石匠一道，
专注于南派石雕艺术的创作，至今作品已超 50
件。

走进和祥，一件件跃然于青石雕上的各类
花鸟、聊斋故事让人叹为观止。“我们就是要回
归老祖宗的传统”。在王向明看来，惠安石雕作
为南派雕刻代表，始终保留着最优秀的民间传
统雕艺，这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我们有责任去
传承展示老祖宗留下来的精湛技艺，让年轻人
看到惠安雕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并由此产

生自豪感和对石雕的向往。”
触摸雕刻产业创新转型的脉搏，众多雕艺

大师们各显身手。他们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
华，赋予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或匠心独运，
彰显鲜明的个性；或注入科技，引领产业的革
新；或涉足新材质，洞悉更广阔市场。近年来
一座座次第崛起的大师艺术馆，也是惠安雕刻
产业链延伸变化的一道缩影。在大批艺术馆崛
起的同时，一批研发中心、企业雕艺博物馆也
即将成型，为惠安雕艺的传承和发展打开了另
一片天空。

石雕之都之“都”
——世界眼光 海阔天空

“来到惠安，我们感觉不是来到一座城市，
而是来到一个博物馆，非常欣喜地看到这里把
1000多年的地方特色很好地保存与发展。”今年
5月28日，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国际专家组全票通
过授予惠安“世界石雕之都”称号时，世界手
工艺理事会亚太地区主席加达·易加薇表示，

“惠安石雕保留了一个民族的身份感，在发展的
同时也在寻求更高的平台来达到更高的要求。”

有传承，有创新。这里有最具规模的产业
集群，截至 2014年底，全县有雕艺企业 843家，
其中规模以上 152 家，从业人员超过 10.8 万人。
去年全县石雕行业实现产值182.5亿元，占全县
工业总产值 13%，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
亚、中东、欧美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出
口交货值超过10亿美元。

雕艺产业如何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惠安
引导石雕行业实施多元经营、科技创新，与建
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拓展新的发展领域。比如充分发挥惠安精湛的
雕艺技能，坚持与国际接轨的美学意识，从花
岗岩等石种雕刻向玉石雕刻延伸，打造较为完
整的产业链条。推动石雕与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结合惠安女民俗、滨海旅游等特色资源，
逐步提高雕艺工艺品在旅游商品中的比重等。

（据《泉州晚报》）

“世界石雕之都”花落惠安
殷斯麒 骆艺玲 邱旭伟

青年毛泽东大型雕像青年毛泽东大型雕像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陈弘毅） 记者从福建省卫计委获悉，为缓解大医院
就诊排长队问题，福建今年在多家公立医院推广“健康通”等“掌上医院”
综合服务平台，患者可通过平台快速完成预约挂号、付款等环节，就医体验
明显改善。

记者13日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看到，患者就诊以往要到几个
窗口排长队，如今只需通过手机登录“健康通”账户，便可在线通过刷社保
卡完成挂号、检查检验及费用的支付。

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健康通”第三方支付平台于今年 1 月上线试运
行，为患者提供了医疗缴费跨院通用的支付模式。据统计，“健康通”用户平
均就诊时间缩短了约20分钟。

此外，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和福建省立医院等也相继推出了“掌上妇幼”
和“健康通”APP。患者可在手机上完成预约挂号及预缴金充值，还可建立个
人健康档案，查询专家和科室介绍、导诊提示、检验检查结果等。

“预约就诊当天，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我排在几号。等快排到我的时候，
手机还会有提醒。看完门诊，手机马上推送了消息，提醒我到哪个楼层接受
检查、化验、治疗，以及到哪里取药。”到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就诊的胡小姐告
诉记者。

福建省卫计委副主任陈晓春说，各省属医院将医疗缴费第三方支付应用
作为便民服务、改善
群众就医感受的一项
举措来抓落实，正尽
快改造医院信息系统
和自助服务设备。

福建省医改办主
任赖诗卿介绍，福建
已将缓解群众看病缴
费排长队问题纳入医
改工作范畴，高度重
视 医 院 内 部 流 程 优
化，重视老百姓就医
的方便快捷。

为切实做好辖区企业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日前，福
建泉州深埕边防派出所组织
民警深入石狮市锦尚镇工业
区，开展“消防安全”压力
测试活动。

图为民警通过现场培训
讲解的形式，努力提高各厂
企负责人和员工的消防安全
意识和处置能力。

邹永茂摄

福建：

“掌上医院”提升患者就诊体验
福建：

“掌上医院”提升患者就诊体验

泉州：
边防派出所开展消防安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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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电（记者赵博） 第二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 12日在重庆举行。
与会大陆学者认为，全球经济深刻变革及两岸经济正在进行的转型升级，给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孕育着重大机遇，使两岸经济合
作步入转型换挡的历史性关口。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分析，当前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深
层因素日益浮现，具体表现为：两岸贸易投资相互依存增长放缓；两岸经济
发展的市场动力面临重大转换；两岸经济互补传统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局部
产业出现竞争性发展；两岸经济合作的利益分配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

他认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方向不仅影响两岸经济融合进程，也将对
两岸各自经济转型升级尤其是台湾经济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深化两岸制
度化合作是推动两岸经济关系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

“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提供重要机遇，创新合作则应成为两
岸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轴。

“两岸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已奠定了两岸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坚实
基础，同时，两岸合作参与‘一带一路’战略也将为两岸经济合作进一步深
化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小衡说。

他认为，两岸贸易联系的深化有助于两岸合作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市场，两岸直接投资的发展有助于两岸共同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两岸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也有助于产业合作向国际延伸，尤其是“一路”沿线5
省市 （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与台湾贸易投资联系非常紧密，更
有助于两岸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存毅着重分析了大陆经济新常态下台
资企业运营面临的诸多挑战。他说，两岸经济关系的结构主要表现为以台商
向大陆投资为主，以及由投资带动的两岸贸易往来。大陆的投资、出口贸易
与内需的消长趋势，加上世界经济景气不佳，导致台资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
必然选择。

他提出，两岸经贸合作正在经历由“纯市场推动”到“市场驱动＋制度
化平台推动”的转变。为应对新形势，台资企业应善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ECFA） 所搭建的两岸经合制度化平台，大陆亦应继续加强涉台
经济政策的协调力度。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全国台湾研究会、台湾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和台湾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共同举办。近50位两岸专家学者受
邀与会，研讨主题为“两岸关系的挑战与政策选择”。

大陆学者：

两岸经济融合步入“换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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