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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陈起鸿 通讯

员 佘逸）6月17日上午，海峡两

岸农业交流协会渔业分会（以下

简称“分会”）在厦揭牌成立，这意

味着厦门在海峡两岸交流方面再

添新平台。分会将进一步深化两

岸渔业产业对接、经贸合作和人

员交流，推动两岸渔业融合发展。

据悉，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

会是2001年经国务院同意，由民

政部批准成立的专门从事两岸农

业交流与合作的国家一级协会，

主管部门为农业农村部，是对台

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分会成立

后，将组织开展海峡两岸渔业科

技、文化、经贸、执法等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同时联动海峡两岸高校、

科研院所、涉渔企业等，组织学术

研讨会和实地考察，推广先进渔业

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将以现代渔

港经济区、台湾农民创业园等为

载体，开展现代渔业产业招商引

资，促进水产品加工贸易，根据两

岸渔业产业发展需要，举办相关

会议和展览等活动。

厦门百利控股有限公司技术

总监曾明宝对分会发展前景充满

期待，作为台湾人，他在厦门生活

了很长一段时间，熟悉两岸情况。

他表示，如今百利不仅在欧厝有

着大规模的种苗育种基地，在美国

和日本也有着对应的基地，相信在

分会助力下，未来也能在更多领域

加深两岸技术交流。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厦门积

极搭建两岸沟通交流渠道，促进

两岸渔业融合发展，包括连续多

年联合金门县开展两岸联合增殖

放流活动，保护厦金海域生物多

样性，同时开展厦金联合执法，有

效协调两岸渔业纠纷，维护渔业

生产安全；每年举办厦门国际海

洋周，精心打造休闲渔业博览会，

推动两岸在渔业经济、科技、文化

等领域的合作往来；支持厦门大

学、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集美大学等在厦高校院所与台湾

高校密切开展学术交流和人才培

养等合作。

接下来，厦门将持续推动厦

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厦门

渔港经济圈建设，依托厦门都市水

产种业园区、欧厝对台渔业基地，

打造对台渔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推动两岸渔业融合发展
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渔业分会在厦揭牌成立

厦门通过建设相关技术产业园区，积极促进两岸渔业融合发展。（资料图）

晨报讯（记者 张玲玲）昨

日，第二十一届中国·海峡创新

项目成果交易会（简称“海创

会”）在福州海创中心正式开幕。

记者了解到，今年厦门遴选59

家优秀创新企业参加活动，其中

5家企业参加线下展览，54家参

加线上展示，项目涵盖海洋经

济、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机械装备、新材料等

领域，展示了厦门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据介绍，此次参展企业中有

一些是首次在海创会上亮相。专

门研发助听器的厦门新声科技

有限公司，他们参展的两款智能

助听器，只有拇指甲大小，外形

与蓝牙耳机无异，不仅可连接手

机App进行智能调节，还可打

电话、听音乐，续航最高可达72

小时。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参展的最新研发的光

刻胶，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实现多种类型光刻胶产品的量

产出货，主要配套国内主流集成

电路芯片制造的制程。

此外，6月18日下午，厦门

市发布2023技术市场与成果转

化相关政策解读。其中，厦门市

科技局介绍，本市企事业单位签

订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合同，经本市技

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记，年实

际技术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及

以下部分按0.8%给予奖励，超

过3000万元以上部分按0.2%给

予奖励，每个单位每年奖励金额

最高为100万元。

晨报讯（记忆 彭怡郡 通讯

员 林柳依）厦门市总工会为加

强厦港台民间交流又出新举

措！近日，厦港台职工交流活动

在厦举行，现场为厦港台职工技

能交流基地授牌，并举行港厦职

工技能交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据悉，厦港台职工技能交流

基地的成立与相关战略合作的

签约，旨在为厦港台工会在劳动

技能竞赛、技能人才培训、文化

体育交流等方面的深度交流创

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各方将共

同开展全方位的职工服务，建立

“招生、学习、实践、就业”一体化

技能人才供应机制，进一步加强

厦港台职工间的联系交流和沟

通互鉴，为推进相关产业转型升

级和厦港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本次厦港台职工交流活动

期间，还举办了“携手发展 共赢

未来”体育交流活动、厦港台工

会工作成果展，通过体育赛事、

专区展示、职工交流等方式，进

一步强化交流、凝聚共识。

59家厦企亮相海创会

设立基地 促三地职工交流

晨报讯（记者 傅曦颖 仇慧

亮）记者昨日了解到，历时3个

多月的升级改造，“岛内最老体

育场”——厦门市人民体育场迎

来“华丽变身”，今起正式向市民

开放。

昨日，记者来到厦门市人民

体育场，看到这里已是焕然一

新，场内铺着鲜绿人工草坪的足

球场和红色塑胶跑道十分抢

眼。足球场符合国际足联球场

标准，能给市民提供更好的运动

体验和运动保护。为了提供安

全卫生的运动环境，工作人员还

特意重新疏通了排水沟。

据介绍，升级改造后的人民

体育场采用了全新的入场预约

识别系统，还建立了社会体育指

导员驿站，可为市民提供丰富的

公益健身服务。如果您想提前

入场或参与驿站的公益课程，可

通过“厦门i健身”微信公众号进

行预约。

据了解，厦门市人民体育场

对很多老厦门人来说，是一个难

忘的精神寄托。该体育场位于

厦禾路和幸福路交会处，始建于

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个400

米跑道，中间是标准的足球场，

周围是可容纳六七千人的看

台。自2013年 10月启动第一

轮翻新建设后，经历近十年的高

强度使用和风雨侵蚀，体育场跑

道和足球场等老化严重。为更

好发挥体育场运动场地功能，减

少场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该

体育场于今年3月初启动了新

一轮升级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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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张鑫惠）2023
年申请保障性商品房的骨干人

才认定开始申报啦！近日，市人

社局发布《关于开展2023年申

请保障性商品房的骨干人才认

定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本次申报时间为6月16日

至9月15日。

那么，哪些人才可进行申报

呢？按照《通知》，包括具有博士

学位（我市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

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可参照本

款申请）的人才；具有高级职称

的人才；高技能人才：世界技能

大赛、全国职业技能竞赛福建省

获奖选手（或入围国家集训队选

手）；福建省技术能手、福建省技

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厦门市职

业技能竞赛一类赛第1名、厦门

市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引进

至我市重点产业领域工作，具有

硕士学位（或具有本科学历且中

级职称）的人才；经市人才工作

部门研究确定的急需紧缺特殊

专业人才等。更多详情，可关注

“厦门人社”微信公众号了解。

这些人才可申购保障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