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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陈秋
婷 文/图）碾、压、揉、搓、包……一个个白
白胖胖的汤圆和水饺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的
手中成型，为寒冷的冬日带来欢乐与温情。

12 月 22 日恰逢冬至节气，海外华裔
青少年武术文化研学营在泉州南少林实
验学校开展庆冬至活动，组织营员搓汤
圆、包饺子，了解中华传统节日和民俗文
化，感受节日氛围（下图）。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南方吃汤圆、
北方吃饺子的习俗各不相同。为了让不
同祖籍地的海外华裔青少年都能够感受
到家乡的传统味道，活动现场提前准备
好了糯米粉、饺子皮和黑芝麻、花生、猪
肉等馅料，老师手把手教大家搓汤圆、包
饺子，为大家讲解冬至的传统习俗。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样式各异的汤
圆和饺子很快摆满了餐盘，不一会，热腾
腾的汤圆和饺子就端上了餐桌，大伙迫
不及待地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吃着亲
手做的汤圆和饺子，海外华裔青少年脸
上都洋溢着喜悦。

据了解，“探世遗泉州·品武术文化”
2023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武术文化研学
营于 12 月 14 日—23 日举办，在为期 10
天的研学营中，营员学习了中华武术、书
法，体验了散打、脸谱绘制等 12 门富有
中华文化底蕴的课程。研学营接近尾声
之际恰逢冬至，主办方借此机会组织海
外华裔青少年动手制作中华传统美食，
切实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

“我们来泉州体验了武术、汉服、书
法和舞龙，还画了脸谱和用生蚝做了手
工，参访了洛阳桥和好多博物馆。这次
研学营我参加了很多以前没有参加过
的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经过这几
天的学习和体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我最喜欢的是散打
课，感觉非常有趣和实用。”阿联酋华裔
营员毕琼月说，经过 10 天的研学，汉语
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对中华文化的喜
爱也更深了。

“来泉州的几天，让我更加了解了泉
州的文化。这次研学活动让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体验汉服，在课堂上我学到了很
多以前不知晓的传统知识，我将把这次
研学的经历与身边的家人朋友分享。”新
加坡华裔营员李姗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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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范小辉 康晓红 林昕） 日前，建瓯市朝阳竹编
帽业有限公司被中国残联、全国妇联评为全国首批“美丽工
坊”，为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该工坊为包括残疾妇女、

“顶梁柱母亲”在内的 620 余名妇女群众免费进行技术培训和
提供就业岗位，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让更多妇女姐妹在
家编织竹帽，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

建瓯市朝阳竹编帽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竹编安全帽的
企业，年产竹编安全帽 100多万顶。企业自成立以来，就注重为
残疾人、困难妇女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岗位。2022 年 5 月，公司
在市妇联指导下成立妇委会，不断为周边妇女群众尤其是残疾人
女性群体提供灵活就业机会，目前已安置残疾人就业100多人，
其中女性残疾人近30人。

房道镇七道村村民魏丽华腿脚不便，丈夫又有轻微智力残
疾，务农务工都有极大困难。到朝阳竹编上班后，她与丈夫分工
协作，负责最后一道工序装配内衬，平均每月能收入3000多元。

建瓯爱心企业入选
全国首批“美丽工坊”

近日，光泽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邵光高速闽赣司机之家“公
路课堂”示范点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让过往的驾驶员在长途
运输休息期间了解交通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曹森 摄

21日，海丝国际中医药文化论坛暨产业
发展大会在漳州市举办。大会以“海丝传韵·
漳药流芳”为主题，由省卫健委、海峡两岸文
化产业交流协会指导，漳州市政府主办。“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名中医药
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行业组织带头人齐聚一
堂，为中医药文化和产业发展“把脉问诊”。

“家门口”享中医药特色服务

针 灸 推 拿 门 诊 、骨 伤 门 诊 、皮 肤 门
诊 ……一大早，漳州市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3楼的中医馆便热闹起来。

“以前生病往大医院跑，现在更喜欢来
家门口的中医馆看病。”附近居民林珊称赞
道，中医馆离家近，医生开的方子便宜又有
效。“家里孩子生病怕打针，经常过来做小儿
推拿，体质好多了。”

近年来，漳州市大力推进基层中医馆建
设，完善覆盖基层的中医药服务网络，畅通
中医药服务基层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如
今，漳州市已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建设
全覆盖，其中 12家列入省级精品中医馆建设
单位，数量居全省设区市前列。

“中医药是中国的文化瑰宝，已传播到
196 个国家和地区，让世界人民记住了神奇
的中医药。”漳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漳
州是传统医药强市，当前，漳州正深入实施

“名医、名科、名院”战略，规划建设以片仔癀
为龙头的“一智一药”产业园，着力打造中医
药全产业链，打响漳州传统医药品牌。

“中医的优势在于‘治未病’。”全国名中
医、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长李灿东认为，21 世
纪的医学从“疾病医学”转向“健康医学”模
式，要把预防为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发
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优势和作用，努力

使广大群众不得病少得病。
坐在一个圆筒状的类似飞行器舱体的

智能仪器前，十几分钟后，一份详细的中医
健康管理报告就交到手中。作为中医健康管
理学术带头人，近年来，李灿东带领团队利
用中医治未病的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
结合，自主研发中医健康管理“太空舱”，可
以通过面部、声音、脉象等采集信息，后台自
动生成一份包括个人健康信息、五运六气、
疾病风险预警等健康状态评估报告，同时还
会提出个性化养生调理方案。

“中医药+旅游”大有可为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重视，
“大健康”产业正快速迈入新一轮增长。如何
让旅游养生两不误，来一场康养之旅？

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骆培聪

教授认为，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达 66.8%，连续
44年保持全国第一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8
个，居全国第二位；温泉资源丰富，居全国第
四位……发展康养旅游有得天独厚的资源
本底优势。

“康养是新型旅游，旅游是最佳康养。”骆
培聪介绍，康养旅游包括中医药康养旅游、温
泉康养旅游、森林康养旅游、运动康养旅游、
避暑康养旅游、美食康养旅游等多元化产品。
其中，“中医药+旅游”是利用优势的中医医疗
机构、中药企业、中华老字号名店以及中药材
种植基地、药用植物园、药膳食疗馆等资源，
开发中医药康养特色旅游路线。

“漳州素有‘花果之城’‘鱼米之乡’的美
称，自然生态良好，中医药资源丰富，是发展
中医药康养产业不可多得的宝地福地。”骆
培聪同时建议，继续推动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与康养旅游融合发展，重点加强金牌旅游
村的康养旅游项目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指
导职工疗休养示范基地用好用活用足当地
疗休养资源，突出地方特色，着力打造职工
疗休养精品路线；推进“海洋旅游+康养”，积
极与中医、美食、禅修、健身等业态融合，开
发海洋温泉医疗、海岛禅修、高端疗养等海
洋康养类产品，培育滨海养生文化特色养生
休闲旅游新业态。

为中医药发展“把脉问诊”开良方
□本报记者 潘园园

本报讯（记者 张静雯 文/图） 22日，省
红十字会、福州市红十字会、福州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在福州地铁南门兜站举办“‘救’在身
边 贴心守护”福州地铁全线网设置自动体外
除颤器（AED）启用仪式。

据悉，此次福州地铁线网车站共增配 75
台 AED，总数达 99 台，实现了地铁全线网点
全覆盖。乘客可通过 e 福州 APP 中的地铁专
区便民指引板块，按照线路选取对应站点即
可快速查看 AED 设置点位。该设备需由接受
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心肺复苏（CPR）
课程培训的人员使用。

省红十字现场救护培训中心主任刘雅萍
说，AED 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以
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其
最大特点是使用者无须具备专业背景，在接
受一定时间的培训后，具备急救知识和 AED
操作技能，即可第一时间参与抢救。

“在 突 发 意 外 事 件 导 致 的 心 脏 骤 停 面
前，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有效实施心肺复苏，
并配合 AED 的使用，会大大提高抢救成功
率。”刘雅萍介绍说，当目睹有人突然倒地，
在确保现场环境安全后，应立即进行呼救并

力所能及开展现场施救。首先轻拍患者双肩
在双耳边大声呼唤，同时用听看感觉的方式
评估患者是否有自主呼吸和心跳，判断时间
约 10 秒。患者若无意识、无自主呼吸、胸廓
无起伏，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同时寻求周
围人的帮助，拨打 120、帮助取周边的 AED
设备等。

“尽管心肺复苏能够通过按压回弹保证
心脏继续泵血，但很多情况下，心脏不正常工
作是因为室颤所导致的。心脏骤停患者早期
有 85%至 90%是室颤，而治疗室颤最有效的
方法是尽早使用 AED 来除颤。这就是 AED
被称作‘救命神器’的原因。”刘雅萍表示。

近年来，群众性应急救护公益培训和公
共场所设置 AED 项目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围绕“健康福
建”建设目标任务久久为功，目前已在学校、
社区、公园、交通枢纽、体育场馆、大型商超、
市 政 服 务 中 心 等 公 共 场 所 设 置 5000 余 台
AED。加强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的普及教育
与培训，2017 年来共培训应急救护师资 3000
余人、红十字救护员约 58 万人次，普及应急
救护知识 380余万人次。

福州地铁网点实现AED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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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红十字会的应急救护培训师为地铁员工及现场市民开展心肺复苏技能及家
庭急救知识普及培训。

突发心脏骤停，最好的结果是“救在身边”。
AED 作为可以给心脏骤停患者带来更多生存

机会的“救命神器”，近年来在各地的普及率不断
提高，但关键时刻“无人会用”的尴尬仍然存在。

现 阶 段 ，我 们 不 仅 要 继 续 增 加 和 优 化 公 共
场所 AED 的配置，做好城市急救设备配置的合
理 布 局 ，更 要 倡 导 由 现 场 目 击 者 最早进行有效
急救的观念，着力解决不会用 、不敢用等问题。

《健 康 中 国 行 动（2019—2030 年）》要 求 ，到 2030
年取得急救培训证书的人员达到 3%；劳动者个
人需要学习掌握现场急救知识和急性危害的应

急处置方法，能够做到正确自救 、互救等。完成
这个目标，补短板的任务十分紧迫。相关部门应
不断完善急救普及培训机制，充分调动 公 众 学
习急救知识的热情与积极性，积极营造“人人学
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

此 外 ，在 普 及 民 众 会 用 的 同 时 还 要 让 人 敢
用。虽然民法典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
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对

“救不活是否需要担责”心存顾虑的仍大有人在。
因此，应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大力褒奖见义勇为行
为，努力打消公众的救人疑虑。

“神器”救命，
需更多人会用敢用

□本报记者 张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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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一轮寒潮影响，22 日，德化
县九仙山上出现雾凇景观。为保障高
海拔地区用电安全，国网德化县供电
公司员工冒着严寒，对 10 千伏九仙
山支线进行线路特巡，确保低温天气
下电网可靠稳定运行。

周云中 许华森 摄影报道

抗寒潮 保供电

（上接第一版）
“高层次人才众多，博士以上高层次人才 632

名，占嘉宾总数的 61.8%；45 岁以下的新侨和华
裔新生代 516 名，占比 50.4%。大家围绕发挥侨智
优势，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出了真知灼
见，形成了广泛共识。”赵红英说。

人才引进特色化，对接机制常效化，也是本
届大会的一大亮点。

“很多海外乡亲特别是侨界新生代纷纷表达
了回乡创业的意愿，为我省畅通了以侨为‘桥’、
联通‘侨智’的大通道。”省侨办主任肖华鑫介绍，
通过活动，我省侨务部门与海外科技专业社团、
校友会、高层次人才建立起广泛联系，海外人才
数据库更加充实，弥补了侨务引智工作短板，为
今后招才引智打下坚实基础。

大会期间，110多位海外博士、博士后与省内

14 家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实验室达成对接意
向，30 多名海外博士与福州市福耀高等研究院
进行初步对接并达成就业意向。

以侨为“桥”，聚才引才。本届大会还倾力打
造“侨智汇”系列品牌活动，开展线上线下大型招
才引智推介，线下吸引近万人参加，线上超 2.6万
人次访问，线下线上投递简历 3600 多份，包含海
外人才 350 多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480 人；邀
请海内外科技精英人才开展竞技比赛，发掘和培
养国际化、高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

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陆
菁介绍，大会重点聚焦侨界人才，精选 132 名来
自剑桥、哈佛等世界名校的侨界博士、硕士上榜

“海外人才墙”，参加招才引智对接会；专门出台
加强海外引才工作“十五条”政策措施，加强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成效显著。

共谋发展
聚侨心凝共识，汇侨智助发展。

“用先进技术和人才，有效助力产业升级。中
国科学院在专场推介活动中围绕福建主导产业、
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集中发布了稀土材料、工
业仿真、能源动力、先进医疗等领域 24 项科研成
果，8个项目进行现场签约。”赵红英透露。

据统计，大会共举办 4 项产业推介和成果对
接专场活动，侨界院士和高层次专家学者发表
83 场主旨演讲。现场推介展示高新技术成果 45
项，9 个合作项目成功签约，17 个项目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意向金额逾 70亿元。

人才聚，产业兴。为满足产业、人才发展需
求，大会着力打造中国相关产业和人才政策措施
的发布平台。形成了《“侨企侨资”税收政策指

引》，鼓励侨界人才回乡投资兴业；首次提出并发
布《芯动力汽车芯片产品评审规程》，完善了国内
汽车芯片审查认证体系；发布了《汽车芯片技术
分享实例蓝皮书》，加快我国汽车芯片优秀产品
的推广……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侨动力”，离不开机制的
保驾护航。

“在探索长效侨智发展机制方面，大会围绕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探讨和初步形成了五
项机制。包括，产业链贯通机制得以建立，30多家
行业重点企业联合成立氢能产业创新发展联盟，
建立了中国福州与东盟数字贸易合作机制。”省侨
联主席陈式海介绍，省院科技合作机制成效彰显，
大会邀请中科院作为主宾院所，推动了福建与大
院大所的合作；京闽协作机制运行有序，北京市侨
联与福建省侨联作为窗口单位，签订京闽侨智侨

力促发展协议，推动老侨乡与新侨区资源整合；创
业就业并举机制更加健全，大会发布人才有关政
策汇编，为青年就业和人才落地创造条件。

引侨资，聚侨智，汇侨力。通过本次大会，更
多资源要素正汇聚福建——

“侨商兴闽基金”正式成立，目标规模 100 亿
元，首期 30亿元资金到位；省侨办、省侨联与中国
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签订了《涉侨金融服务框架
合作协议》，厦门国际银行等机构参与了产业对
接活动……这些安排促进了华侨金融和产业发
展的融通，华侨资本和产业融通机制更加健全。

下一步，我省各级侨务部门将持续当好广大
侨胞和侨界人才的“娘家人”“服务员”，用心用情
用力做好服务，为广大侨胞和侨界新生代在福建
创新创业、生活发展牵线搭桥、创造条件，同心智
创未来，携手逐梦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