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链接

A2 重点关注 2023年11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缪蕴华 设计：叶志鹏 校对：张铭革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厦门报业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闻报料：8080000

自办发行+委托邮局发行
邮发代号 33-18

○值班编委：卢士阳 ○值班主任：满 丽 谢 祯
○一版责编：吴天祺 ○一版版式：徐霖海 ○一版校对：李嘉强

本报地址：厦门市吕岭路122号报业大厦12楼 邮编：361009
印刷地址：厦门市金尚路287号日报印务中心 邮编：361009

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投诉举报电话：
5581300（海西晨报社）、0591-87558447（省新闻出版局）

晨报讯（记者 陈起鸿）

昨日，2023厦门国际海洋周

开幕式暨厦门国际海洋论坛

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举

办，一曲以“打造蓝色发展新

动能 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

为主题的海洋交响乐章正式

奏响。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3

中国海洋发展指数”，反映

2016-2022年期间，中国海

洋领域经济民生、科技创新、

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对外开

放、综合管理等六个方面的

发展水平，反映海洋事业发

展现状、成效和潜力；启动发

布“‘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

大科学计划”，该计划于2023

年世界海洋日正式获得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

委员会批准，是我国在联合

国框架下发起的首个深海生

境领域大科学计划，该计划

面向全球开放，将有39个国

家64个机构通力合作，共享

先进的海洋技术和管理理

念，为“海洋十年”愿景和目

标的实现提供科学支撑。

会上同步启动第14届全

国海洋知识竞赛，该竞赛是

由国家海洋局、共青团中央、

海军政治工作部共同主办的

大型海洋知识科普宣传活

动，将围绕“保护海洋 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分公

众组和大学生组开展；发布

《蓝色市民倡议》，该倡议由

中国自然资源部、柬埔寨环

境部、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

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所

罗门群岛环境部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西太分委会联合发布，通

过开展多样化的计划、项目

和活动，加强创新政策引导，

支持蓝色市民成长与发展。

会上还发布了《“海丝”

沿线国家海岸带可持续发展

能力指数报告(2023)》，对与

中国正式签署“一带一路”合

作协议国家中的48个“海上

丝绸之路”国家发展能力进

行研究，分析“海丝”沿线国

家在海岸带方面的可持续发

展状况，评估各国在海岸带

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中的

优势及潜力。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北纬24°海岸线上的厦门，作为“海丝”重要节点
城市，正激荡着蓝色经济蓬勃的活力与生机，高歌向海逐浪的宏伟诗篇，擘画向
海图强的壮美蓝图，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增添坚实注脚。

向海高歌 擘画海洋发展新蓝图
2023年厦门国际海洋周开幕，三大板块40余项活动火热进行

40余项活动
精彩不断

厦门国际海洋周历经多

年发展，从最初单一的城市论

坛逐渐发展成为集海洋大会

论坛、海洋专业展会和海洋文

化嘉年华于一体的国际性年

度盛会。通过形式多样的系

列活动，累计吸引近130个国

家和地区及近20个重要国际

组织的近千名官员和专家代

表参会，参加海洋周各项活动

的人数超过200万人次。

本届海洋周由厦门市人

民政府、自然资源部、厦门大

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

表处（UNDP China）、东亚海

环 境 管 理 伙 伴 关 系 组 织

（PEMSEA）共同主办，包含海

洋大会论坛、海洋专业展会、

海洋文化嘉年华等三大板块，

共有40余项精彩纷呈、内涵丰

富的活动。

今年适逢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作为“海

丝”重要节点城市，厦门发挥

衔接贯通东南沿海大动脉的

作用，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保

持优势、增强后劲；依托海洋

周这个重要的国际性海洋交

流舞台，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加速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

广结良缘 积极缔结蓝色伙伴关系
此次厦门国际海洋周邀请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围绕构建全

球伙伴关系，我们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交流，缔结蓝色伙伴关

系。现场我们启动了系列新议程，帮助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为他们提

供公共产品、先进技术及各类管理经验。

我们通过海洋紧紧相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通过多年

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与海洋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

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中方也积极分享治理经验、贡献蓝色智慧。

嘉宾声音

中国工程院院士、“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大科学计划首席科学家李家彪：

探索未知 打开科学研究“新大门”
今天我带来了关于“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大科学计划的相关分

享。该计划是首个聚焦深海海底的大科学计划。深海生境远离人类社

会，保存着最原始且未被人类影响的自然信息，立足深海加深对地球了

解，无论从自然方面还是人工方面都十分高效。

总体来说，对深海生境的探索性研究，既填补了现有科学方面认知

的空白，同时对于探索、监测世界变化也是个全新有效的方式。

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正华：

携手呵护 蓝色市民倡议广受认可
关心海洋、关爱海洋。此次我们提出蓝色市民的倡议，旨在提高社

会公众的海洋素养，引导公众关心海洋、热爱海洋并为清洁海洋付诸行

动，从而推动人海和谐共生。

当前，海洋环境生态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在蓝色市民倡议的具体

实施上，我们筹备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样活动，为市民提供走近海

洋的方式渠道，在了解海洋知识的基础上，对人海关系有更深刻的认知。

广袤的海洋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保护海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

关。正如低碳出行等举手之劳，一个人做尽管力量有限，但一群人、一

个整体汇聚起来就能发挥很大能量，从而形成社会的整体共识，携手世

界各国，共同为守护海洋环境添砖加瓦。

与会嘉宾聚精会神聆听。

刘正华

杨剑

李家彪

■本版图片记者许晓煜摄

昨日，厦门国际

海洋周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