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日，在位于漳州市金
峰 工 业 区 的 漳 州 科 华 公 司
电磁兼容实验室内，技术员
在 检 测 自 主 研 制 的 光 伏 并
网逆变器。

据了解，该公司是国家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自主研
制的“核级电源系统”和“基
于 国 产 芯 片 全 自 主 可 控 电
源 系 统 ”填 补 国 内 市 场 空
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漳州市芗城区
鼓励工业企业向研发、设计
等领域深耕。据统计，该区现
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15
家、省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
29家。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刘钦赐 郑文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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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澎湃处，扬帆奋进时。
1 月 28 日，全省“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动员部署会暨重大项
目推进会在福州召开，吹响“开局之年加
油干”的冲锋号角。

为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引导广大机关
党员干部踔厉奋发、勇毅担当，2月中旬至
4月上旬，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讲师团
联合赴各地巡回开展“争优争先争效 机
关党员在行动”主题宣讲活动 11场，线上
线下收听收看近 30 万人次。一堂堂内容
鲜活、形式新颖的“主题党课”，激荡起广
大机关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的豪情壮志，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营造了浓厚
氛围。

省市联学共建 掀起宣讲热潮

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
效”行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重要举措。省委动员部署后，省委省
直机关工委迅速响应，组织实施学习、研
讨、宣讲、培训、调研、落实“六大行动”，
从 116 个省直单位中选拔 423 位机关青
年组成青年理论宣讲实践团，创新互动
宣讲形式，精心组织系列省直青年学习
讲堂，推动省直机关走好争优争先争效
的“第一方阵”。

省委讲师团按照省委宣传部工作安
排，迅速发动各地遴选基层宣讲员，挖掘
鲜活故事，组织备课演练。同时，组织全
省各类“福小宣”小分队，调度各种文艺
手段，推动宣讲活动广覆盖、入人心。

2 月 13 日，“争优争先争效 机关党
员在行动”首场主题宣讲在省直青年学
习讲堂举行，8名来自省直单位的青年宣
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畅谈学习体会和工

作思考，3名省直青年干部代表现场互动
访谈，展示了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挺膺担当、奋勇争
先的风采。

自此，一场场主题宣讲在八闽大地
接力举行、火热开展。

此次主题宣讲活动采取省市联动、
上下结合的方式，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
委讲师团会同九市一区宣传部门、机关
工委、讲师团共同组织，由省直单位和市
县机关年轻干部共同组成宣讲团，紧扣
争当理论武装的“优等生”、敢拼会赢的

“先行者”、务求实效的“实干家”，将理论
阐释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说身边人、讲身边事。现场还以“理
论+文艺”的形式，让宣讲浸润人心。

大家表示，将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
凝心铸魂，不断把状态“提起来”、让本领

“强起来”、将冲劲“鼓起来”，努力在深学
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中走前头、作
表率。

宣讲活动期间，九市一区还陆续采取
“走下去+请上来”、“福小宣”小分队等方
式，深入基层一线，扩大整体效应，营造比
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立足基层实际 宣讲入脑入心

理论武装头脑，思想引领行动。主题
巡回宣讲活动一开启，就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贯穿始终。

从三明医改持续深化、厦门筼筜湖治
理、“晋江经验”的传承弘扬，再到中国式
现代化的福建实践……在活动现场，宣讲
员们深情讲述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故事
和各地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
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如何将学习成

果转化为工作成效，争主动、争质效、争
未来？宣讲员们用一系列生动鲜活的故
事展开分享。

在南平，省红十字会宣讲员詹少萍结
合志愿服务经历，表达了增强争优争先争
效意识，引导和带领更多人加入生命关怀
志愿服务的决心和信心。

“听了宣讲后，我备受鼓舞。”南平市
建阳“福小宣·潭人说理”宣讲团成员徐昳
柔表示，将主动担当作为，讲好建阳故事，
为推动“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动落地见效贡献力量。

在龙岩，省委省直机关工委青年宣
讲员王国栋讲述了驻村青年干部的故
事，由衷抒发了新时代青年怀着感情、带
着责任，在乡村广阔天地绽放青春光彩
的赤子情怀。

聆听宣讲后，龙岩市农业农村局机
关党委副书记郭鸿表示，将把宣讲会展
现的奋斗拼搏精神带到农村、带给农民，
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

在福州，宣讲员潘娟讲述了福州市
发改委党员干部牢记“敢做时代弄潮人”
的殷切期望，不断加快推进长乐国际机
场二期等重大项目建设的过程，展现了
福州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
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奋进姿态。

“听了宣讲会，心情非常激动。”福州
广播电视台播音部副主任陈晓燕表示，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以实干
担当展现新作为。

面向青年一代 凝聚青春共识

四月的龙岩，春意渐暖，宣讲团成
员走进闽西职业技术学院，为 200 多名
青年学生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大思
政课”。

争优争先争效，更要面向广大青年

干部和青年学生，用青春话语，讲好青年
担当，鼓励他们接续奋斗，争当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去奋斗吧，用脚板说话，做个实干
家，锐意进取开拓吧……”在三明市委党
校新校区，一首原创歌曲《去奋斗吧》为
主题宣讲活动拉开序幕，也展现了三明
后生仔奋楫争先、不负时代的精神风貌。

“当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
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
成就。”在宁德，厦门边检总站宣讲员郑
丹凤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金句融
入宣讲，讲述了边检民警在服务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守护国门口岸安全的感人
故事。

“咱们村的年轻人这股创业劲正如
星星之火，汇聚成光，照亮家乡美好前
景……”在漳州，年轻的驻村第一书记
吴晓琼分享了“芭乐妹妹”陈晓冬返乡
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事迹，感染了在
场的青年党员干部。

“要实干、要奋斗！”“多到基层一线
锻炼。”“一定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扬优
良传统，扎实推进主题教育。”……主题
宣讲“声”入人心，在党员干部心中激起
阵阵回响。

大 家 表 示 ，将 深 入 开 展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与深化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结合起来，牢牢把握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
要求，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福建作为、谱
写福建篇章。

以思想之旗凝聚奋进之力，用理想
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八闽儿女正以拼的
姿态、抢的劲头，满怀信心与力量，昂扬
奋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深学笃行新思想 奋楫争先立潮头
——“争优争先争效 机关党员在行动”主题宣讲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朱子微 苏依婕

本报讯（记者 李珂） 记者从省科
技厅获悉，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
度服务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通知等精
神，经组织申报、市县两级科技主管部门
推荐、省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共同审核筛选，决定选认 2023 年福
建省科技特派员 2217 名、团队科技特派

员 794个、法人科技特派员 28个。
据了解，全省推荐的 2217 名个人科

技特派员中，1211 名为 2022 年选认的省
级个人科技特派员，2023 年申请继续选
认；其余 1006名为新申报人选。

省科技厅农业农村处处长陈国华介
绍，这些选认的省级科技特派员中，属于
一 产 领 域 的 占 58.82%、二 产 领 域 的 占

30.67%、三产领域的占 10.51%；从省外选
认的 116 名、从港澳台选认的 41 名（台胞
37 名）、从国外选认的 7 名；服务 23 个原
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共 647名；援
疆援藏援宁的个人科技特派员 32 名、团
队科技特派员 17个（84名成员）。

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力度支持科技
特派员组团进企入村，聚焦福建省区域特

色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转型需求开展技
术开发与产业化示范。此次选认的省级科
技特派员中，在聚焦服务“四大经济”和茶
科技等方面，服务数字经济的个人科技特
派员235名、团队238个（1115名成员），服
务海洋经济的个人科技特派员 132名、团
队 126 个（616 名成员），服务绿色经济的
个人科技特派员 755名、团队 540个（2624
名成员），服务文旅经济的个人科技特派
员 64 名、团队 69 个（352 名成员），服务茶
科技的个人科技特派员 110 名、团队 104
个（546名成员）。

有关通知要求，被选认的 2023 年省
级科技特派员仔细对照年度考核工作要
求和标准，认真履行科技特派员职责，保
质保量完成年度工作绩效目标与任务。

服务“四大经济”和茶科技 向二产三产领域延伸

我省选认2217名省级个人科特派
和822个团队及法人科特派

（上接第一版）
行走厦门鼓浪屿，钢琴声与海浪声交错，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风

情交融，烙印着古老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历史；在泉州城南万寿路的李贽故
居，从《童心说》中探寻其独特思想与东西交融、兼容并纳的泉州地域文化之
联系；在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城，则记载着一桩桩“向海图强”的故事，
见证了船政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中法马江海战的历史。

在街头巷尾，海的味道也处处可见，在晋江深沪湾弹跳的鱼丸里，在
一碗鲜掉眉毛的莆田卤面中，藏在“佛跳墙”的小罐里，也在一碗清亮的锅
边中。

找到海，也就解开了福建文化旅游的重要密码。
——感恩奋进，赓续党的红色血脉。
拥有“红旗不倒”美誉的福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中

央苏区创建、古田会议、反“围剿”、中央红色交通线、松毛岭战役等许多重大
党史事件都发生在福建；《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溪乡调
查》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文章在此诞生；包括福建子弟兵在内的
十万红军，以忘我牺牲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蹚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
的革命道路。

革命文物、红色遗存构成了福建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按 2012 年全国
革命遗迹普查统计，全省共有 2683处革命遗迹，居全国第 6位。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就是不忘来时的路、继续书写新的历史。
当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热

潮正全面兴起。而福建开展主题教育最宝贵的资源，也在闽山闽水间焕发
生机。

“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
17 年半，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筚路蓝缕、艰辛创
业的光辉足迹和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们。

下党乡春意盎然，古朴的鸾峰桥横跨修竹溪；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上，
《鸾峰桥》生动讲述下党乡从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故事。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福建的山水，不仅清新动人、风光旖旎，
更给人以精神的滋养、灵魂的涤荡、奋进的力量！

如何“唤活”宝藏？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旅游发展历史来看，一个地区拥有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两类资源中

的一个，就具备发展旅游的基础。如果同时拥有两类资源，打造出具备文化
和旅游特色的项目，它的市场就更广阔、吸引力就更大。

多年来，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福建以星罗棋布的文物古
迹、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和瑰丽多姿的自然风貌，延续八闽文脉，传承民族
血脉。其中世界遗产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是全国第二个实现市市有 5A 级景
区的省份。然而，不少文化和自然“宝藏”仍“藏在深闺人未识”，资源碎片化、
线路节点化、品牌行政区域化等问题亟待破解。

如何“唤活”宝藏，推动文旅产业从碎片化迈向系统化、从低端化迈向高
端化？福建需要答好“点、线、面”三道必答题。

——丰富载体，推动“点”的物化。
漫步桃溪畔的永春老醋文创旅游园区，工业遗存烟囱、露天陈列的醋

缸、侨新老醋现代化生产车间……穿梭其中，历史与现代交汇碰撞，既可参
与体验永春老醋的传统制作工艺，也可探寻侨乡开拓进取的精神。

对于永春人来说，“侨新”二字代表着一种传承。这一由印尼侨领创办于
1954年的品牌，沉寂多年后，在社会资本介入下，于 2022年秋天重新走进人
们的视野。

这种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产品的尝试，使得体验具有可参与性——
既让永春老醋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创造性转化的载体平台，带动
了文化的传播，又为工业旅游注入丰富内涵，增强了旅游获得感。

“福建拥有许多极具特色的非遗资源，是我国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序列的省份。”专家建议，要制定系统完备的中长
期专项规划，深挖福建非遗文化，创新表现方式和互动形式，激活深厚文化
底蕴。

——山海相连，推动“线”的优化。
3 月 31 日，福建地区今年首趟旅游专列由江西赣州开出，搭载 400 名旅

客顺利抵达泰宁，开启为期两天的丹山碧水之旅。
泛舟大金湖，“水上丹霞”气象万千；寻访有着“江南第一民居”美誉的

全国文保单位泰宁尚书第，聆听这一恢宏明代建筑群历经百年的风雨故
事；听一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宁传统戏剧梅林戏，感受当地风土人
情……

文旅市场呈现强劲复苏态势，当地正锚定目标，加快整合旅游资源，引
进龙头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通过串点成线、串珠成链，打造一批高品质的
文旅线路。

对于全省而言，串点成线、串珠成链也是“破题”之道。
“同质化竞争倒逼精准化发展，推动线路提质增效，精准是基础，文化是

灵魂，服务是保障，持续靠机制。”业内人士认为，对于福建而言，可以聚焦细
分领域，做好古建筑、海岸线等文旅特色文章。

闽在山中，闽也在海中，山与海塑造了福建文化。打造山海相连的精品
旅游线路，无疑有助于攥指成拳。

——融合发展，推动“面”的活化。
2023 年以来，“世遗之城”泉州频繁“出圈”：蟳埔“簪花围”造型引发打

卡热潮，“蟳埔女”抖音话题超 3.2亿次；泉州南音登上央视春晚，热度持续升
温……

在全国各地铆足劲拼经济的当下，福建如何在竞争中突出重围？
“传统旅游业正迎来脱胎换骨的嬗变，以往那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的初级形态，正逐渐被个性化、沉浸式休闲旅游所替代。推进地域文化与旅
游要素融合尚存巨大空间，新的业态更需悉心培育。”业内人士认为。

放眼全国，文旅跨界融合“爆品”不断。西安大唐不夜城“不倒翁小姐姐”
与“盛唐密盒”频频出圈；数字化加持的“亲近敦煌”，使得昔日晦涩难懂的

“高冷文化”，渐变生产生活中的“共情体验”；千年瓷都景德镇，通过活化利
用冶陶技艺等方式，以多元业态为以文塑旅探新路……

“品牌策略在旅游领域甚为常见，但对于文化旅游而言，则需在系统梳
理、深入挖掘福建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打造统一运作的区域文旅品牌，‘固化’
文化内涵定义。”业内人士认为，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一体谋划、一体推进，
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创造性转化。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经过历史洗涤的
传统文化因旅游的有效结合而不断走进大众。

文是旅的品质，旅是文的知音。谁说不是呢？
游历于时间隧道和天地人之间，这是文化最温暖的存在。

（执笔：本报记者 谢婷 林宇熙 戴艳梅）

且以诗意赋山海

青春奋进正当时 厦医学子有大爱
厦门医学院育人育才成效显著

近期，来自厦门医学院 2018 级临床医学专业的詹仕伟同学被授予“福建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在此次获评的全省 25 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群体）”中，詹仕伟是唯一一名在校大学生。此前，他还获评团中央“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对国家尽忠、对父母尽孝、对单位尽责、对患者尽心”，这是厦门医学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提出的“四尽”医学人才培
养目标。作为我省为补医疗卫生人才短板而设的闽西南唯一一所医学本科高校，近年来该校育人育才成效显著，培养了一大批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
奋斗的医学人才，学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高于全国平均 30多个百分点，考研录取率高于全国平均 7个百分点，就业率多年保持在 98%以上。

【 】

【 】

【 】勇救溺者显仁心
“医者仁心，相信厦医其他同学如

果遇到这种情况，也一定不会袖手旁
观。”詹仕伟说。

詹 仕 伟 同 学 的 先 进 事 迹 发 生 在
2021 年暑假的一个晚上。当晚 7 点左
右，他在老家南平浦城的河边发现一
名中年男子溺水，情况十分危急。詹仕
伟见状，冒着生命危险迅速潜入水中
搜 寻 ，由 于 天 色 已 暗 ，他 连 续 三 次 下
潜，才找到已经没有了意识，心跳也十
分微弱的男子。把人救上岸后，他又不
顾疲惫，立刻用在校所学的心肺复苏
知识技能施救。持续十几分钟后，男子
终 于 恢 复 了 意 识 并 在 送 医 后 日 渐
康复。

詹仕伟挺身而出、冒险救人的感

人事迹，受到社会各方的广泛赞誉。

捐献骨髓播希望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广大厦医学

子深深感到，作为一名医学生仅仅做
到“ 术 湛 ”是 不 够 的 ，还 要 做 到“ 德
厚”——做有情怀、有爱心的医者。

目前，厦门医学院已有近千名同
学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2021 年以来，林乾、陈
政、李学颖、樊婷婷、林允勇等多名同
学先后说服家人，勇敢捐献造血干细
胞，用自己的热血为素不相识的患者
送去了“生命火种”。

多年来，厦门医学院发挥专业优
势，坚持组织开展社区健康义诊、急救
技能培训和校园无偿献血、造血干细
胞捐献等志愿服务 ，获评 2022 年“全
国红十字会模范单位”。

逆行抗疫有担当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厦门

医学院不仅做到校园无疫情、附属医院
无感染，还主动担当作为，组织多批次
数千名师生志愿者投身地方抗疫一线。

面对校党委的每一次号召，厦医学
子们都争相“请战”。尤其是 2021 年 9月
厦门暴发本土疫情，该校 400 余名学生
在专业教师的带队下，在厦门 5 个区的
13 个隔离点执行了近一个月的核酸采
样等任务。同学们每天接触的都是密接
者 ，但 他 们 从 未 退 缩 ，不 分 昼 夜 坚 守
岗位。

广大厦医学子把抗疫这场硬仗当作
“专业大课”“思政大课”和“社会实践大
课”等“三堂大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
示新时代大学生的使命担当。（杨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