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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厦门日报记者 卫琳
晨报记者 柯小娇）昨日上午，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厦

门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厦门人

民会堂开幕。肩负着职责与使

命，承载着期待与重托，来自28

个界别的300多名厦门市政协委

员齐聚一堂、同心协力，共谋改革

良策，共商发展大计。

市政协主席魏克良，副主席

黄国彬、黄世忠、国桂荣、黄培强、

王焱、薛祺安、黄奋强、李钦辉，党

组成员吴金喜，秘书长张仁苇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王焱主

持。

崔永辉、黄文辉、杨国豪等市

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厦门海事法院主要负责人，

武仲良等驻厦部队领导，部分省

部属驻厦单位领导，市政协常委，

以及在厦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澳

门厦门联谊总会负责人等应邀出

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魏克良代表十四届市政协常

委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他表

示，2023年是全面贯彻中共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中共厦门

市委的领导下，市政协及其常委

会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致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贺信重要

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

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积极履职尽

责。一年来，市政协紧扣首要政

治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紧扣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为

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凝聚合

力；紧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委

员联系界别群众打开新局面。市

政协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重

点议政建言，开展协商式民主监

督，凝聚共识汇合力，服务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贡献，增进民生福祉

展现新作为，全年共开展协商议

政62场，民主监督、视察调研、团

结联谊 420 次，提出对策建议

860多条，办结提案462件，形成

调研报告70项，报送社情民意信

息1000多篇，充分发挥了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迈出新步伐。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

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魏克良指出，站在厦门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起点，市政

协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锚定高质

量发展首要任务，助推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为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试验、探路先

行，献良策、聚共识、汇合力。

魏克良强调，2024年，市政

协要持续深化“学思想”，做好中

共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内化、

转化工作，在拥护“两个确立”、做

到“两个维护”上彰显更强担当；

持续深化“搭平台”，加强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更好

发挥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

门机构作用，在实践全过程人民

民主上形成更多成果；持续深化

“善履职”，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

六次全会、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在助推

高质量发展上交出更优答卷；持

续深化“强作风”，加强理念创新、

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在加强自身

建设上展现更佳风采，为在更高

起点上开创厦门经济特区事业新

局面，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国彬向大会作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以来，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

单位、各专门委员会聚焦厦门努

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广

泛凝心聚力，大兴调查研究，积极

建言献策，共提交提案583件，立

案462件，全部按期办结，所提建

议采纳率98.3%，满意率100%，

为助力党委政府决策、促进科学

民主施政、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进

步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大会表扬了2023年度先进

界别活动小组、优秀提案和优秀

提案承办单位、优秀市政协委员。

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开幕
崔永辉黄文辉杨国豪等在主席台就座 魏克良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

作为闽台交流的桥头堡，更要

充分利用国家支持中医药发展

的大好政策，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弘扬中医药文化，助力健康

厦门建设。

在加强中医药文化培育普

及，促进中医药文化开发利用

方面，厦门可做好以下工作：在

做好八宝丹、片仔癀等传统名

优产品保护传承的同时，支持

肚液散等特色院内制剂推广应

用，鼓励中医药美容、保健产品

创新开发；引导枸杞拿铁、罗汉

果美式咖啡、陈皮薄饼等结合

中草药的咖啡、美食和药膳推

陈出新，在乡村振兴项目中纳

入地道中药材以及既有药用又

有观赏性中药材的种植；利用

慈济保生大帝、苏颂文化园、东

孚温泉、中草药养植基地等打

造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

推出融观光休闲、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康养于一体的中医药健

康旅游路线。

厦门是我国著名侨乡，也

是海外华人华侨出入境的重要

口岸，可通过华人社团、保生大

帝信俗等渠道，加强与东南亚

国家中医医疗机构和行业协会

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利用厦门获

批中华中医药学会“金砖国际中

医药健康智库”和2022年获批国

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的契机，

深化与“金砖+国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医药领域的

交流合作；通过同源同宗的中

医药文化交流，强化厦门与台

湾的联系纽带。 （记者马丽）

《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

告》显示，高校和科研院所发明

专利产业转化率仅3.9%。为加

快厦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

果转化，建议厦门高校和科研院

所开展“目标引导的科学研究”，

紧盯我市“4+4+6”现代化产业

体系“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以

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攻关，以

“揭榜制”“赛马制”等方式，推动

科研组织方式从研发端向需求

端牵引变革，提高科研和产业的

融合度。

同时，深化对科技人才的评

价机制改革。除了要加重对人

才科研成果带来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指标权重，还应更多地支

持能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科研成

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

科学家，帮助在厦各类人才称号

荣誉以及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参

评国家级各类人才称号。对在

厦战略性科学家，应予以专门计

划项目经费支持，鼓励更多科研

团队与领军科技企业战略合作，

组建创新联合体。（记者马丽）

两会声音

弘扬中医药文化 建设健康厦门

市政协委员、厦门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党委书
记吴启锋

创新机制 提高科研和产业融合度

厦门的南音古典乐舞（南音古乐、

梨园乐舞），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建议推动厦门南音乐舞研学基地

建设，将其打造成厦门旅游特色名片。

可以搭建南音乐舞研学基地，

基地的表演舞台、展示平台可以延

展，分布建在剧院、音乐广场、文化社

区、主题旅游景点等地。强化南音乐

舞人才培养培训，支持高等学校建设相

关学科专业或专业方向，培养一批具有

较强南音古典乐舞编创能力的人才。

建设南音乐舞特色旅游街区和小镇，让

游客听袅袅南音，品尝茶点，深入感受

厦门文化。 （记者黄晶晶）

近年来，厦门港在提升港口硬

件设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建设

“丝路海运”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是港航贸一体化发展还存在

短板。如，在关港航贸信息系统平

台中，已建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和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但缺少以

服务航运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平台；

高端航运服务存在明显短板，港口

业务规模不足；跨境电商出口发展

有一定基础，但进口业务规模不足。

建议打造一体化港航贸信息服

务平台，为船舶运输链条的各个环

节提供“单一窗口”数字化服务；建

设海丝国际法商融合服务基地，为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企业和投资

商提供一站式、引导式的法律、投

资、人才、产业以及全局保障服务；

提升“跨境电商+丝路海运”一体化

水平。 （记者黄晶晶）

推进港航贸一体化发展

市政协委员、厦门市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院
长张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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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华侨大学
副校长王丽霞

推动南音乐舞研学基地建设

市政协委员、厦门自贸
片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
长张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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