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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起鸿通讯员李心

把脉海洋经济发展，建言献

策；广邀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厦门海洋新兴产业创新联盟（以

下简称“联盟”）助推厦门海洋产

业蓬勃发展，贡献蓝色力量。

昨日下午，联盟第五届第二

次执委会会议在厦门市海洋经济

公共服务中心举行，会上就2023

年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进行征集。

来自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厦

门南方海洋研究中心秘书处、厦

门海洋新兴产业联盟执委会单位

的数十位代表参加会议。

凝聚合力 促进联盟发展
走出国门，一展厦门海洋产

业风采；迭代更新，海洋“智造”含

金量十足……历经多年发展，联

盟不断壮大，吸纳了越来越多的

本地涉海企业，成为厦门展示海

洋发展成果的亮眼名片。

据了解，联盟成立于2018年

11 月，由厦门汇盛生物有限公

司、厦门大学、厦门蓝湾科技有限

公司、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

所、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等6家

单位共同发起，目前已吸纳成员

单位140家，旨在进一步挖掘厦

门海洋优势创新资源，促进厦门

海洋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每届执委会

主席单位均采用“企业单位+科

研机构”双主席模式，以“聚合力、

办实事”为目标，通过科研机构和

企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促进联

盟发展。第五届执委会主席单位

为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华侨大学，轮值期间参与举办

2022厦门海洋新兴产业创新发

展高峰论坛，协助成员单位举办

“2023年海洋工程建设与运维学

术论坛”等活动，吸引海内外各界

海洋领域精英参与，实现了高校

院所与企业间信息资源的互通有

无，取得了“1+1＞2”的效果。

积极作为 推动成果转化
当天，围绕“海洋科技成果转

化”话题，与会者积极发言，建言

献策。“高校院所和企业多交朋

友、广开眼界，进而谈合作、谋发

展。”华侨大学科技处处长李钟慎

表示，校企间往往存在着信息差，

即高校不了解企业技术需求，企

业也不了解高校科技成果情况。

联盟为双方搭建了面对面沟通交

流的平台，起到了“破局”效果，有

效填补了原先的信息差，畅通了

整体沟通渠道。

同时，联盟成员自身也在积

极探索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之路。

厦门医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罗联忠

表示，如今校企合作模式愈加丰

富，涌现出更多的深入合作方

式。校企联合研发中心就是其中

之一，这种合作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由高校和企业共同合作开发，

高校化身企业“智库”，将庞大的

科研资源精准对接市场，针对企

业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进行对口

攻关。“这是互惠共赢的好办法，

不仅能帮助企业解决人力成本，

高校科研人才也能‘人尽其用’。”

罗联忠说。

罗联忠还介绍道，从2016年

开始，厦门医学院科研团队累计

完成了16项成果转化，特别是在

2021年赋权成果（全称为赋予科

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

期使用权）改革后，科研环境得到

优化，学校完成了7项成果转化。

此外，会上针对“如何加速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展开讨论，成员

们结合自身需求和产业经验提出

了不少建议，如定期整理汇编高

校院所科研成果，方便企业了解

最新科研动态；定期组织专家学

者走入企业实地考察生产线，了

解企业技改需求，从而让科技成

果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让科

技顺利转化，结出更多甜美果实。

晨报讯（记者 陈起鸿 通讯
员 林慧星）图文并茂的展示，深

入浅出的宣讲，将历史浮尘拂去，

重现海堤建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为迎接厦门海堤建设70

周年纪念日，6月14日下午，厦门

海堤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集美大

学、五美社区开展宣讲活动，把

“海堤精神”送进千家万户。

宣讲现场，讲解员生动的讲

解吸引着参与活动的学生们。历

史上，厦门岛四周环海、交通不发

达，严重制约着岛内的发展。海

堤建成前，岛内人民群众要跨海

进出只能通过渡船，人员、物资运

输受限。1953年6月17日，连接

高崎和集美的高集海堤（厦门海

堤）开工建设。当时，面对波涛汹

涌的大海，还有国民党军队的炮

火和飞机的袭扰，凭借“向海问

路”的执着，“万人大军”在建设过

程中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实现了

“石龙跨海”的壮举，结束了厦门

岛孤悬海中的历史。建设过程中

凝练出“移山填海，团结奉献，科

学创新，自强不息”的“海堤精

神”，直到今天依旧能带给厦门人

民强大的精神力量。

“很难想象在那么艰苦的环

境下，海堤建设者们竟以血肉之

躯完成了如此伟大的工程，我真

的感觉非常的震撼。”集美大学大

三学生许方表示，作为集美学子，

她很早就知道高集海堤的建成与

校主陈嘉庚关系密切，“海堤精

神”则是双方共同延续下来的宝

贵财富。通过讲解员的生动讲

述，她受益颇多，未来会更加努力

地精进学业，像海堤建设者一样，

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集美大学的一名老师则告

诉记者，该校师生们非常欢迎

“海堤精神”走入校园、登上讲

台。本次宣讲活动的内容和形

式都很用心，学生们很受触动，

纷纷表示回去会向更多人宣扬

“海堤精神”，促使大家积极向

上、奋发有为。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厦门海

堤纪念馆将积极策划，围绕“移山

填海七十载，海堤精神放光芒”主

题开展厦门海堤建设70周年系

列活动，走进社区、中小学校等场

所，“零距离”宣讲海堤故事，进一

步弘扬“海堤精神”。

助推科技转化 结出产业硕果
厦门海洋新兴产业创新联盟积极推动厦门海洋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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