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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智慧医疗走进千家万户

“威明，最近住宿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已经搬入新校区，以后可以常来实

验室做研究了。”
“那就好，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一颗小小

的芯片对心脏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
9 月 2 日是星期六，福州大学台湾教

授 王 量 弘 像 平 常 一 样 ，一 大 早 就 来 到 位
于 福 州 大 学 旗 山 校 区 的 个 人 实 验 室 ，一
进 门 就 看 到 了 自 己 所 带 的 研 究 生 戴 威
明 正 坐 在 电 脑 前 ，研 究 人 工 智 能 芯 片 的
高效算法。

“ 我 最 大 的 梦 想 ，就 是 将 自 己 的 所
学 运 用 到 实 践 中 ，让 智 慧 医 疗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王 量 弘 是 台 湾 台 南 人 ，先 后 在 台
湾 成 功 大 学 、东 南 大 学 从 事 集 成 电 路 博
士 后 研 究 。2011 年 ，他 研 发 出 世 界 上 首
颗 无 线 心 电 诊 断 芯 片 ，将 芯 与 心 结 合 在
一 起 。2014 年 ，他 被 引 进 福 州 大 学 物 理
与 信 息 工 程 学 院 微 电 子 系 ，从 事 教 学 与
科研工作。

新岗位，新机遇。2021 年，福建省“一
带 一 路 ”联 合 共 建 实 验 室 项 目 在 福 建 省
立医院启动，旨在立足学科前沿，加速医
疗 、教 学 、科 研 的 合 作 ，促 进 医 工 融 合 。
王 量 弘 获 邀 参 与 了 这 个 项 目 ，发 挥 所 学
投 身 大 健 康 产 业 。随 着 科 研 项 目 的 深 入
与 推 进 ，福 州 大 学 还 为 他 提 供 了 专 门 的
实验室，妻子、一双儿女也随他搬到福州
定居。

在这间约 50 平方米的实验室里，王量
弘带领学生开展智能健康系统与生物芯
片开发项目研究。他们与福建省立医院共
同推出了“个性化远程心电监护垂直解决
方案”，既能通过人工智能芯片从大量成
像数据中检测和获取医疗讯息，帮助医师
减少诊断和治疗中的错误，还可以便携式
使用，实现实时心电监护，守护病患的健
康。目前，已有不少医院或养老机构，订制
了这套产品。

2018年，大陆出台的“31条惠及台胞措

施”提出，台湾同胞可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类基金项目。王
量弘抓住机遇，成为我省首位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的台湾教师。此后，他
还参与了智能型健康照护芯片与系统等 20
多项前沿课题研究，发表 60 多篇国际学术
论文，申请海内外专利 30 多件，已有 10 多
件获得授权。

“王老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不仅带
领我们潜心钻研科研项目，还以身作则教
导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戴威明告
诉记者，王量弘常常告诫大家，要有服务社
会大众的科研精神，“目前大部分医院使用
的进口智能医疗设备，不仅数量稀缺，而且
价格昂贵，如果我们自主研发出这类设备，
就可以让更多两岸同胞享受到科技发展的
红利”。

吾心安处是故乡。“住房、职称、五险一
金、子女就学等同等待遇政策的落实，让我
没了后顾之忧，而且大陆产学研合作的浓
厚氛围，也给了我更广阔的舞台。”王量弘
说，福建正推进“数字福建”发展战略，其中
智慧医疗无疑是数字科技新蓝海，今后他
希望带领学生将智慧医疗技术与民生需求
相结合，研发出更多病患所需的现代医疗
设备。

培养飞机维修领域的大国工匠

“钣铆、打保险，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
没 有 一 番 勤 学 苦 练 ，如 何 能 做 到 临 危 不
乱？”

“只有先熟悉了飞机驾驶原理，才能更
好地保护、维修飞机。”

……
今年是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台湾教授

李 锦 雄 入 职 该 校 的 第 5 年 ，也 是 他 在 福
建 度 过 的 第 5 个 教 师 节 。这 5 年 时 间 里 ，
他 协 助 学 校 从 无 到 有 地 创 建 了 飞 机 机
电 设 备 维 修 专 业 ，为 我 省 民 航 业 培 养 飞
机维修专业人才；这 5 年时间里，每到教
师 节 ，他 总 会 收 到 来 自 学 生 的 各 种 小 惊
喜 ：一 段 祝 福 、一 束 鲜 花 、一 张 贺 卡 、一
个 盆 栽 …… 感 谢 李 锦 雄 的 谆 谆 教 诲 、悉

心指导。
作为一名教师，李锦雄相信“言传身

教”的力量，但凡要求学生做到的，他自己
必定会先做到。

“守时”是李锦雄要求学生做到的首要
原则。每节课，学生们都要提前几分钟到达
教室，整理仪容、阅读安全守则，做好课前
准备。为此，每天清晨 6点钟，李锦雄会准时
起床，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洗漱、吃饭，并在
7 点 20 分搭车前往学校。在车上，他会拿出
纸笔梳理这一天需要完成的工作，然后有
条不紊地逐一执行。

“严谨”是李锦雄要求学生养成的做
事态度。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航空实训
基地，李锦雄都会亲自上阵，手把手地向
学 生 示 范 每 一 个 维 修 动 作 。他 一 再 告 诫
学 生 ：“ 空 中 没 有 停 车 场 ，试 飞 没 有 后 悔
药，飞机安全飞行，连一个铆钉都不能出
问题。”

“创新”是李锦雄要求学生努力突破的
方向。除了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外，李锦雄还
时常带领学生在研究室里一起开展科研课
题研究，至今已获得 5 项实用新型专利、1
项发明专利。

“ 信 任 是 双 向 的 ，学 校 信 任 我 ，不 仅
将 建 设 新 专 业 的 重 任 交 给 我 ，听 从 我 的
建 议 建 造 了 航 空 实 训 基 地 ，还 支 持 我 参
与 了 许 多 科 研 项 目 ，聘 任 我 为 教 授 。所
以，我相信留在这里发展，是我最好的选
择。”李锦雄说，2019 年招生时，飞机维修
专 业 只 有 70 名 学 生 报 到 ，而 今 在 校 学 生
已 有 200 多 人 ，毕 业 生 在 职 场 上 供 不 应
求 。未 来 李 锦 雄 希 望 能 继 续 与 同 事 们 将
这 一 专 业 做 强 做 大 ，培 养 飞 机 维 修 领 域
的“大国工匠”。

带着“稻穗头”与“大海心”做科研

“你们见过稻穗头吗？即便结满了丰硕
的果实，它依然谦卑地低下头。所以，我们
做科研也要像‘稻穗头’那样谦卑，还要有
一颗‘大海心’，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育人先育德，这是福建理工大学台湾硕士
生导师陈正强坚守的“为师之道”。

陈 正 强 是 留 美 的 生 物 医 学 博 士 。
2019 年 9 月 ，他 带 着 自 己 团 队 的 科 研 成
果来到祖国大陆，入职福建理工大学（彼
时 称“ 福 建 工 程 学 院 ”），继 续 他 的 科 研
梦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父亲从小对我
的教导。”陈正强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十七
八岁时被迫从大陆迁去台湾，与亲人分隔
长达 40 多年，内心一直渴望再回故乡。受
父 亲 的 影 响 ，陈 正 强 自 小 便 熟 读 四 书 五
经，对大陆充满向往。“拥有丰富植物资源
的 福 建 距 离 台 湾 最 近 ，而 且 闽 台 渊 源 深
厚，落户福建可以集合更多两岸专家，进
行中草药物种采集与数据资料搜集。”

这 几 年 ，陈 正 强 时 常 探 访 福 建 的 武
夷 山 、广 东 的 丹 霞 山 、台 湾 的 阿 里 山 ，寻
找 珍 贵 中 药 材 ，并 带 领 学 生 运 用 大 数 据
技术，将它们编入“中草药种质基因库”，
开 展 两 岸 特 色 药 物 研 发 。“ 目 前 ，这 一 项
目 已 列 入 省 级 科 研 项 目 ，接 下 来 我 们 将
结合中西药基础理论，利用基因组学、蛋
白质组学、细胞组学、转录组学等生物医
药科技，找出中药材的核心成分，提高中
药药效，让中医药产业更加现代化、国际
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陈正强带领团队
成员和学生一起将其中的一部分成果实现
了转化落地。“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天
然抑菌是天然资源中的活性物质，我们将
其经过生物技术发酵和处理后，可以代替
化学防腐剂，不仅能防止食物变质，还让食
品更具安全性、环保性。”陈正强说，目前该
项技术转化的产品已取得中国以及欧美、
中东等国家的认证，他们也与多家烘焙企
业、预制菜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下一步希
望寻找更多合作厂商，让人们吃上更健康
的食品。

进入福建理工大学前后，陈正强已获
得专利、专著、软著等各种知识产权 30 多
项。在带领学生参与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
他一直鼓励学生关注国家的大政方针、企
业的生产需求，打开格局去寻找能助益社
会发展进步的科研项目，让科技成果真正
服务大众。

融在“第一家园”
我在福建当教师②

陈正强（左一）在实验室里工作。 （受访者供图）李锦雄（前排左三）和他的学生 （受访者供图）王量弘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吴洪 摄

9 月 7 日，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的
张真君祖殿内人潮涌动，烟雾缭绕。

“今天是张真君 999 周年诞辰，两岸
信众都在庆祝。”福州张真君祖殿管
委会主任卓海柱介绍说。

当日，在台湾屏东平寮圣皇宫，
供桌上摆满了瓜果等祭品，信众们手持清香许愿祈
福。屏东平寮圣皇宫青年会会长尤达伟说：“两岸同
根同源，信众们共同崇尚法主公立德行善的品质，希
望两岸信众能常来常往。”

张真君是何方神圣，为何深受信众敬仰？张真君
又称张圣君，俗名张慈观，是永泰县月洲人，生于唐
天祐年间。相传他体魄健伟，臂力过人，精通武术，为
人急公好义，爱打抱不平，后被“闾山大法院”祖师许
旌扬的弟子收为门徒。当时福建瘴气疫疠流行，匪徒
横行，民众苦不堪言。张慈观学法数载，才艺精进，经
常为民除害，做了不少有益桑梓的善举，包括耘田、
插秧、兴修水利等。后来他在闽清金沙溪坐化升天。
老百姓为纪念这位行侠仗义的义士，便在闽清金沙
建造张圣君母殿，在福州他活动和居住过的地方建
造张真君祖殿，并奉其为“农业神”。

始建于宋代绍兴年间的福州张真君祖殿，至今
已有 800 多年历史，明隆庆五年（1571 年）大规模重
修后，才形成今天占地近 1000 平方米的规模。2009
年，该殿被列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晨光熹微，烟雾袅袅，走近张真君祖殿，只见其
坐北朝南，正面是禇红色牌楼式砖墙，大门上直书

“奉旨祀典”，下横书“张真君祖殿”贴金匾额，十分醒
目。大殿内依序有藻井戏台、供采光的雨盖天井、廊
庑、正殿，为“重檐歇山顶，抬梁穿斗式”构架，中祀张
真君神像。殿宇规模宏伟，雕梁画栋，是珍贵的福州
道教文化胜迹。

卓海柱介绍，在漫长的文化衍播中，张真君在福
州由“农神”演变为了“商神”。福州及福建省内各地

的商贾对其顶礼膜拜，虔诚至极，并
视张真君祖殿所在地为“福地”纷纷
云集于此，组成经济实力雄厚的“商
帮”，进行频繁的商贸活动。

明清年间，信奉张真君的商人
们作为传播主体之一，将张真君信

俗传入台湾。清末，张真君祖殿成为由商人子弟组
成的道教斗堂——浣心堂的祖堂，张真君斗堂的创
始人之一吴可珍后赴台湾创办了台北三奶宫斗堂
济功会。

张真君信俗在岛内不断衍播，台湾专祀张真君
的宫庙有 60 余座，而被家坛供奉及作为道教神庙陪
祀的宫庙则不计其数。

因明武宗敕封“法主”神号，民间又称张真君为
“法主公”。在台湾，每年法主公的诞辰祭日都要举行
盛大的迎神会，称为“大龟会”。届时庙里会准备面制
的红龟，以及糯米制的红龟粿，让信众们祈求许愿，
谓之“乞龟”。还愿时，有些人会演戏酬神，敲锣打鼓
地送迎大龟，谓之“还龟”。“乞龟”和“还龟”成为祭主
公的重要民俗活动。

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张真君祖殿已成为两岸
民间交流的重要场所、台湾同胞畅叙乡情的重要平
台。2015 年，张真君祖殿组团参加在台湾佛光山举办
的“中华宗教传统文化联谊会”；2018 年至 2021 年连
续四年，福州市台协会与台湾太子元帅台商联谊会
共同举办海峡两岸宗教民俗活动，得到两岸张真君
信众的积极响应……

时光流转，岁序更迭，由台湾信众捐赠的鎏金木
质楹联、青石浮雕龙柱、百鸟朝凤支撑柱仍安置在张
真君祖殿内，静静诉说着一段段两岸情缘。

卓海柱表示 ，祖殿将于今年底进行新一轮重
修工作，期待重修后的张真君祖殿举办更多两岸
民间交流活动，让两岸信众会聚一堂，交流叙缘，
让张真君信俗文化在两岸生生不息。

张真君信俗连起两岸情
□本报记者 全幸雅 文/图

据新华社福州电《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日前由新华社受权发布。多位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表
示，《意见》出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福建肩负建设好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生动诠释两岸是命运共同体的重任，将为“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发挥积极作用。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支持一个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规格之高，是很少见的。”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曹
小衡说，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地相近、人相亲，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中央高度重视发挥福建在对台工作全局中的独特作用，支持福
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一重
大举措将产生深远影响。

“两岸融合得越好，统一的基础就越扎实。”北京联合大学台湾
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说，《意见》是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大陆方面尊重、关爱、造福台湾
同胞的诚意善意，展现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进程的决心信心。

“《意见》让福建进一步打开大门，更好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
家园，台胞来福建就像到自己家一样。”李振广认为，《意见》是闽台
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大规划，要把台湾和福建联结成一个生活圈，生
动诠释两岸是命运共同体。福建在大陆各方面支持下定会发挥好
先行先试作用，通过政策创新与落实，全方位推动《意见》执行好，
为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探索新路、树立典范。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盛九元认为，《意见》
体现出三大支撑，即充分发挥福建优势、推进政策和制度创新、
中央提供支持。《意见》中政策亮点很多，对两岸关系发展将产
生重要积极作用。就其中的经济方面而言，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目标更加明晰化、责任更加具体化，有利于进一步优
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壮大中华民族经济，造福
两岸同胞。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认为，《意见》强调在“福建全
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味着福建所有地市都要充分发挥
自身特点和优势，全方位深层次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同时对厦门与
金门、福州与马祖、平潭综合实验区提出更高要求，突出了以点带
面、点面结合的思路。

他指出，《意见》针对台胞在融合发展中关注的重点、难点、堵
点问题提出突破性思路，如求学就业、社会参与、人文交流、经济合
作等方面都有不少具体举措，在落实过程中定能有效增强台胞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李鹏说，《意见》提到“支持厦门大学等加强涉台研究机构建
设、与台湾各类智库交流合作”“建立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专家委员会”等，在闽涉台研究机构和学者应认真领会

《意见》精神，深入开展研究，为福建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贡献智
慧和力量。

大陆专家：

福建建设好示范区
会生动诠释两岸命运共同体

本报讯（记者 陈挺） 16 日是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简称“厦门海洋学院”）的开学时间，时隔 67 年，该校再次迎来
了台湾学生。

“厦门海洋学院真的很漂亮，宁静的校园，典雅的红砖建筑，尤
其是校史馆、船模馆里与海有关的珍贵收藏，都让我着迷，急着想
多走走看看。”刚刚办好入读手续的杨博文难掩一脸的兴奋。

杨博文来自台湾高雄，被该校信息工程学院软件技术专业录
取，和他同样来自台湾的还有海洋文旅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的李渟
絜，来自台湾桃园。

“今年共有 65名港澳台学生报考我校，最终拟录取 56人。杨博
文、李渟絜就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学生，而校史目前有记载的台湾学
生还要追溯到 67年前，1956年，台湾新竹一位学生就读时名‘集美
水产航海学校’的养殖科。”学校招生办表示。

在刚刚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要促进台
生来闽求学研习。支持福建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多种方式扩大招
收台湾学生规模。

“这批学生的到来，是近年来我校大力推进港澳台工作的一大
举措，对深化与港澳台地区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丰
富招生类型，扩大生源范围，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办学实
力都很有好处，将助力厦门职教高地建设，服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厦门海洋学院院长陈昌萍说。

除招收台湾学生外，近年来，厦门海洋学院在与台湾高校
的交流合作、引进台湾师资等方面成效明显。近 3 年来，先后已
有 7 名台湾教授和博士被该校聘为专任教师，2 名聘为兼职教
师 ；该 校 与 台 湾 海 洋 大 学 、高 雄 科 技 大 学 、台 北 海 洋 科 技 大 学
等台湾高校，通过共建平台、师生互访、资源共享、项目合作等
方 式 ，扎 实 推 进 双 方 交 流 合 作 ；并 与 宸 鸿 科 技（厦 门）有 限 公
司、冠捷显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等台企在人才培养、社会服
务、师资互聘、实训基地及产业学院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与共
建共享。

厦门海洋学院的前身，即 1920 年陈嘉庚先生在集美学校创办
的“水产科”。历经百余年发展，校名几经更迭，于 2003 年定名为厦
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并即将升格成为本科层次的“厦门海洋职业
大学”。

时隔67年，厦门海洋学院
再次迎来台湾学生

近日，在南安市水头镇，61 岁的台胞詹胜宇从南安市公安局
水头派出所户籍民警手中接过新换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对民警的
热情服务表示感谢。詹胜宇从台北到大陆已有 19 年，目前在水头
镇经营石材生意。他是第一批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近日，
因证件到期，他到水头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换领新证。

本报通讯员 谢贵明 摄
福州张真君祖殿福州张真君祖殿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科技……随着大陆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的落实落细，

在闽任教的台湾教师们带领学生，积极参与福建乃至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当科技成果
被认可，甚至转化落地时，他们执教的初心也在一步步实现——

小讲台，大梦想
□本报记者 吴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