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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省级“科特派”郑明月的脚步几乎没有
停下过：往返于南平、杭州、北京各地，为从高校引进人
才、温室气体标准物质产业化合作等事项奔忙，将更多
资源导入南平。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课程设计与导师团队组建，
希望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搭建起‘双碳’人才走进南平的

‘桥梁’……”作为南平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郑明月
致力于发展南平“双碳”产业，说起新一年的计划，他满
怀信心。

引来“科特派”，带活一个新产业。像郑明月这样驻
扎在南平、大家耳熟能详的领军人才，还有谢华安、廖
红、刘国英等等。

春节假期，除了“引进来”，从闽北“走出去”的人，
纷纷回到家乡，活跃在大众视野：

在春节前夕举办的“三浦并臻·福满浦城”文化展
演活动现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原院
长范迪安，中国工程院院士、福州大学校长吴明红回到
家乡浦城，登台为父老乡亲送上新春祝福，让观众惊喜
不已。

“两位校长都是我们家乡的骄傲。”活动现场，73
岁的老浦城人刘华倍感激动，“福州大学的上一任校长
付贤智院士也是咱们南平人，闽北真是人才辈出啊。”

闽北悠久的朱子文化、闽越文化等等，培养孕育了
大量的历史名人。而今，绿水青山间，文化与科技人才
依然辈出，让人感叹：闽北文脉，源远流长，未曾间断。

古与今
——贤能辈出成“矿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闽北古今皆
是群星璀璨，名人辈出。

春节期间，开馆不久的浦城美术馆/范迪安美术馆
人潮涌动。

这座坐落于梦笔山西麓的艺术地标，是全省规模
最大、功能最全的专业公共美术馆，倾注了中国美术家
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范迪安大量心血。这让
他的家乡浦城，有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场所。

打开地图，福建最北，就是“粮仓”浦城。
这里是古代出省要道，更是重要文化通道。自南朝

著名诗人江淹首开文风，1000 多年来，浦城涌现出无
数优秀诗人和优美隽永的诗词歌赋。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
中的名句至今为世人传诵，其作者叶绍翁正来自浦城。
北宋“西昆体”的主要诗人杨亿、编撰《文苑英华》的杨
徽之、名列“元诗四大家”的杨载等也都是杰出代表。

往南，文脉寻根，绕不过武夷山。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在这里，

大儒朱熹的《九曲棹歌》弦歌不辍、传唱至今。朱熹在闽
北“琴书五十载”，朱子理学在此萌芽、发展、集大成，成
就了南平“道南理窟”“闽邦邹鲁”之誉。

……
正因贤能辈出，在唐以后，闽北即被称为“文儒

之乡”。
数人物，这里曾走出 2000 余名进士、12 名状元、20

名宰相；
看典故，江淹夜宿浦城“梦笔生花”及“江郎才尽”

的故事为人称道，闽北先贤杨时、游酢“程门立雪”的典
故至今脍炙人口；

论贡献，朱子理学诞生于此，文脉绵长。既有经世
济民的良相，如章得象、李纲、真德秀、杨荣等；也有安
邦定国的重臣，如黄裳、廖刚、游居敬等。既有华章传世
的文豪，如蔡元定、袁枢、杨亿、柳永、严羽、杨载等；也
有德高望重的大家，如宋慈、曹修古、何去非、何秋涛等
等。他们，都为中华文明建树了不可泯灭的功绩。

历史总是潮起潮落，难得的是，闽北古今文脉不
辍，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富集地。

如今再回头看，不少学术界人士认为，从闽北浦城
出发往南，已形成了一条大学校长的“矿带”，他们享誉
全国，也为家乡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去年底，在南平举行的第二届考亭论坛上，中国朱
子学会会长、厦门大学原校长朱崇实应邀出席。作为南
平人，他从 2003年开始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在任 14年。
家乡人民感慨，他为朱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引与育
——大儒过化立学风

追根溯源，这厚重文脉，源头在哪里？
在 福 建 考 古 界 ，有“地 上 看 泉 州 ，地 下 看 浦 城 ”

之说。
在浦城县殿基村的后山上，有一处马道坪遗址，年

代可追溯至距今 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2017 年，厦门大学历史系与各级文保单位组织考

古学专业师生在此进行首次考古发掘。这里发掘出的

墓葬、建筑基址等大多属于普通人，反映着约 5000 年
前当地先人细水长流的真实生活，也是中华文明发展
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历史的卷轴向前舒展，文明早早地在南平萌芽
与滋长。

武夷山葫芦山、浦城牛鼻山、光泽馒头山等新石器
时代遗址，见证了自原始社会起先民的繁衍生息；入选
2005、2006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浦城猫耳弄窑群
和管九土墩墓群，将福建文明史向前推了 1000多年。

武夷山悬崖绝壁上的架壑船棺，无声讲述着 3000
多年前古闽人的神秘传说和朴素信仰；静静矗立的城
村汉城遗址，仍可寻见闽越古国的繁华，诉说着 2000
多年前的历史兴替。

还有众多散落在闽北大地的古村落、古书院、古寺
庙、古茶道、古廊桥，无不镌刻着时光的印迹。

把这些古老遗迹背后的故事串联起来，可以一窥
闽北文化的脉络——

南平起于闽江之源，居处八闽之北，是东南沿海联
接内陆、辐射中西部的“主通道”，也是古代福建对接江
南等地的“桥头堡”。

秦汉时期，闽北属闽越国。东汉建安年间，福建最
早设置的五县之中，南平有其四，即：南平（今延平）、建
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建平（今建阳）。南平寓意

“南疆平定”。三国时期，置建安郡，唐代更名建州，“福
建”之名即取福州、建州首字而来。

“追根溯源，历史上北方战乱多有移民迁入闽北，
特别是历代三次大规模移民时期，即两晋、唐五代和宋
元期间，都有很多人迁入闽北，其中不乏世家大族。”南
平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詹文华介绍，入闽之人
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移民，二是当官后留下，三是
流放。

以南宋大儒朱熹为例。其父朱松于 1118 年到政和
任县尉，携一家八人入闽，任职期间，兴办教育，先后创
办云根书院、星溪书院，开创文化教育之先河。

闽北是朱子家族入闽的第一站，也是朱熹出生、成
长、成就和终老的地方。朱子一生七十一载，除了在外
为官九年，其他时间大都在闽北度过。

文 脉 的 薪 火 相 传 ，有 一 载 体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书院。

三街两市书院林立，坊隅巷陌比屋弦诵。在闽北，
书院是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培养了大批人才。

朱熹有着浓厚的书院情结。他一生创办、修复和读
书讲学的书院多达 60余所。成千上万的学生为他亲炙，
据考证，正式注册有名有姓的就有 488人。翻阅花名册，
竟有二代、三代同时就学于其门下。

“朱子对书院制度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全面的。朱
子书院主张大体可用‘传道济民’来概括，即赓续道
统、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书院的种种功能都是围绕
传道而展开的。这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华
文明五千年不中断的原因所在。”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张建光介绍。

“除了朱子，氏族大家多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入
闽后创办了不少家族式书院，为闽北书院文化留下
了璀璨的一页。”詹文华说。例如，公元 907 年唐朝灭
亡后，原任工部侍郎的黄峭回到了家乡和平建起了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培养出无数
名人贤士。

绿水青山，钟灵毓秀。历史长河中，文人雅士辈出，
又与当地物产碰撞出了高雅的生活方式：品茶、鉴盏、
印书……

“其中，宋代可以说是闽北文化的鼎盛时期，宰相、
进士等闽北名贤也多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这与当时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南平的地理位置、交通等各
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詹文华介绍，宋代政治中心
南移，由开封迁至杭州，缩短了八闽与政治中心的距
离，南平社会经济文化走向繁荣。

宋代，南平已有“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
最”之赞誉，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赞曰“龙团凤饼，名
冠天下”；政和更因宋徽宗喜好当地白茶而赐县名。

武夷山下梅村，一个渡口，流转了“万里茶路”的传
奇。这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重要国际商道“万里茶路”的
起点，17 世纪伊始，武夷茶于此出发，运到万里之外的
俄罗斯，写就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传奇。

有茶，则茶器生。两宋时期，建窑因烧制出宋朝皇
室御用茶具——兔毫盏等精美的黑釉建盏而享誉九
州。建盏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军、沿着“海上
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成为“友好使者”，蜚声海外。

名仕聚武夷，还带旺了书籍刻印。自北宋起，建阳
的麻沙、崇化两地雕版印刷业兴旺发达，书肆林立。居
民多以刻书为业，世代相沿，其中，有着百年以上历史
的书肆堂号多达上百个。刀走龙蛇之间，建本涉及上自
六经，下及训传，成就了这里成为全国三大雕版印书中
心之一。

据介绍，朱熹的《四书集注》《近思录》《周易本义》
《小学书》等十多种著作都是在建阳书坊里刻梓问世

的。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建阳刻书业更加兴旺发达，两者
相辅相成，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远播与传承。

传与创
——广阔大地写文章

1999 年 12 月，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武
夷山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

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评价武夷山文化遗
产：“武夷山是一处被保存了 12 个世纪的极其美妙的
景观，拥有一系列优秀的考古遗址和遗迹，包括建于公
元前 1 世纪的汉城遗址、大量的寺庙和与公元 11 世纪
产生的后孔子主义（朱子理学）相关的书院遗址。”

武夷山下，秉持“传朱子理学，做武夷文章”办学理
念的武夷学院翰墨飘香。及至校内的朱子书院，清白的
高墙、枣红的柱梁、乌黑的黛瓦错落有致、尽显儒雅，展
厅内陈列着学界 20 多年来的宋明理学研究历程与学
术成果。

2002 年，中国社科院与我省共同在武夷学院设
立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20 余年来，
研 究 中 心 已 成 为 研 究 和 构 建 宋 明 理 学 与 朱 子 学 体
系、收集整理理学文献并进行海外文化交流的重要
学术基地。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走进武夷
山，在绿水青山间留下谆谆嘱托。他指出，要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
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
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强调，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
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闽 北 ，成 为 学 术 界 公 认 的“ 第 二 个 结 合 ”首
提 地 。

以此为契机，南平举办考亭论坛，成立南平市朱子
文化传承发展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筹建中华文
明武夷研究院等，努力寻找自身文化之于福建、中国、
全世界的独特性。

“对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发展就是要实现‘两个结
合’。”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品端介绍，近年
来，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建立了藏书近万册的文献资料
室和朱子书院，从学术研究、中外合作、学科建设、服务
地方文化发展等方面发力，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
进校园、浸润社会，为新时代提供新滋养新能量。

闽北，还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南平正全力推进科技

助力乡村振兴，让广大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
大地上。

目前，南平探索出高端“引”、机关“派”、基层“培”、
社会“聘”并举的方式，已经对接中科院、中国工程院、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300 多家知名高校、科研单位，
引进高层次科特派 2000 多人次。南平还实施“才聚武
夷”行动计划，建立常态化招才引智工作机制。

“论文”正不断产出效益。白羽肉鸡育种、杉木育
种、杂交水稻育种、百合种球培育等耳熟能详的关键核
心技术，在闽北获得突破。目前南平科技特派员累计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 1.8 万项次，设立了 21 个科特派院士
专家工作站，还建设了全国首家骨干科技特派员培训
基地，把创新经验传到全国各地。

如何把人才用好，南平还在继续探索。
去年底，南平市为了破解“企业找不到专家、成果

找不到转化”的难题，打造了绿色产业创新中心。当地
引进了浙江大学潘云鹤院士团队，建设“南平绿色产业
创新平台”，梳理出科技特派员和本地人才 1998 人、人
才需求 599 个、匹配人才推荐 4459 人，让产业破瓶颈，
让人才有发挥才干的平台。

郑明月就是提供科技服务的一员。
周末的机场大厅里，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全部的

行李是一个双肩包。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担任南平市政府副秘书长、

南平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的他，带领团队成功申报
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碳排放监测数据质量控制关
键测量技术及标准研究，是“十四五”期间科技部国拨
资金最多的一个重点研发计划，还推动了国家碳计量
中心（福建）落地南平。

在他看来，闽北人尊崇自然、呵护山水理念，崇文
重教的传统深入人心，是“双碳”人才能在这里聚集，绿
色产业在这里开花结果的“营养土”：“这里不但能让人
才走进来，还能留下来；让院士指导、博士研发、硕士做
产业，大家都有事业可奋斗、有目标可拼搏。想在大地

‘写论文’的人才，在这里都能找到广阔平台。”
2024年伊始，工业园区又迎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

中国计量大学的2位教授和10余名研究生；中科院空天
院池天河教授团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团队先后入驻。

高端人才在此安家“筑巢”，发光发热，也在续写名
仕出武夷的历史故事。

上图为上图为：：武夷风光武夷风光 彭善安彭善安 摄摄

何 以 名 仕 出 武 夷
□本报记者 吴旭涛 姚雨欣

本报讯 （记者 林清智） 12
日，福建省推进社科强省建设名人
名家座谈会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张彦出
席并讲话。

与会专家在发言中指出，福建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拥有
悠久的学术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资源丰富、基
础坚实。张彦强调，建设社科强省，
是打造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高地、
传播高地、人才高地的必然要求，也
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闽派
学术的现实需要。要加快编制社科
强省建设规划，完善顶层设计，明晰

路径目标，提升福建哲学社会科学
的学科竞争力、学术原创力、传播影
响力。发挥优势学科带动作用，加快
重点学科、交叉学科、冷门绝学学科
建设，构建具有福建鲜明辨识度的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携手省内外社科名家大
师共谋发展，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
出更多高质量理论成果。注重人才
引育，强化要素保障，营造良好学术
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
践提供强有力支撑。

会上，林毅夫、葛剑雄、李景源、
严 书 翰 、周 程 、黄 文 艺 、袁 志 刚 、
喻 阳等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
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推进福建社
科强省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福建省推进社科强省建设
名人名家座谈会召开

（上接第一版）
“2019 年，我们刚落地厦门时，

储能行业还是一个蓝海市场，但厦
门基于对世界能源结构改变的判
断 ，非 常 坚 定 地 支 持 企 业 发 展 。”
王鹏程说。

新能源产业是推动能源变革、
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产业。在转
型发展过程中，厦门将目光瞄向锂
电池，超前谋划，招大引强。

锚定方位，众志成城。得益于厦
门打造新能源创新之城的雄心和行
动，在厦门时代、中创新航、海辰储
能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下，产业链上
游企业都聚集在方圆 5 公里之内的
土地上，逐渐形成高效协同的产业
链和供应链。

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快速崛
起，在厦门这片热土，一个“绿色经
济”新增长极迅速出圈。统计显示，
2023 年 1—11 月，厦门新能源产业
累计工业总产值比 2022 年同期增
长 32.2%，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增长 2.2个百分点，成为对厦
门工业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

创新驱动下，新能源产业得以
“强链聚变”，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则厚积薄发。

全球最大的钨丝生产基地、全
球第三大（中国最大）薄规格铝箔生
产商、全球现有最大的 BOPA 膜材
生产基地……多年来，以厦钨新能
源、厦顺铝箔、长塑实业、当盛新材
料等龙头企业为引领，厦门新材料
产业链集群态势初步显现，形成特
种金属及功能材料、光电信息材料、
先进高分子及复合材料、新能源材
料、先进碳材料五大特色产业集聚
发展的产业格局，多项产品技术在
世界新材料产业舞台上绽放光彩。

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同样从一张
白纸起步，历经 20 年的培育渐成规
模。全市集聚 1400 多家生物医药与
健康领域企业，到 2025 年，生物医
药产业规模将力争突破 1500亿元。

如今，翻开厦门产业图谱，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文旅创意四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强劲韧性
跃然纸上，引领作用益发凸显，正逐
步形成厦门经济的新增长点、新增
长极。据统计，2023 年，厦门生物医
药、新材料和新能源 3 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 2649.1 亿元，占厦门工
业总产值 31.3%。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新旧动能转换关口，厦门精准把握

“时”与“势”，提出构建“4+4+6”现
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将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育为产业新支柱，有效引导
社会资源向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聚
集 。截 至 目 前 ，厦 门 已 拥 有 165 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它
们掌握“独门绝技”，贡献了关键技
术和产品，成为厦门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主阵地。

谋新：
未来产业加速布局抢先机

不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厦门如今的特色优势，都
得益于前瞻布局的战略眼光。在科
技创新的竞逐中，厦门着力谋划“超
前一步”，向“未来”要“空间”。

早 在 2019 年 ，厦 门 就 前 瞻 布
局，启动未来产业培育工程。当前，
围绕“4+4+6”现代化产业体系，厦
门正积极培育第三代半导体、未来
网络、前沿战略材料、氢能与储能、
基因与生物技术、深海空天开发 6
个未来产业，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源
源不断的动能。

被誉为“21 世纪终极能源”的
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
用广泛的二次能源，也是全球能源
技术革命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然而，过去由于制氢环境条件要求
苛刻，需要稀缺的贵金属材料，装备
制造成本高昂。

明确产业化目标，聚力科研攻
关，嘉庚创新实验室自主研发的高
性能兆瓦级 PEM（质子交换膜）制
氢装备新产品去年成功问世，成为
制氢技术领域的一大突破。

“PEM 电解水制氢行业的国产
化、自主化非常关键，如果我们的仪
器和核心材料不能自主生产，成本
就很难下降，就会被‘卡脖子’。”嘉
庚创新实验室 PEM 制氢项目负责
人、鹭岛氢能（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陶华冰介绍。

这一科研成果落地孵化的鹭岛
氢 能（厦 门）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主 攻
PEM 电解水制氢领域，让制氢生产
成本快速下降，效率进一步提升。目
前，其技术能力和产品关键指标已
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谁能抢占未来产业，就能赢得
发展先机。”在厦门市科技局局长孔
曙光看来，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的
未来产业，一头连着高校等科研院
所，一头对接企业和市场需求，既能
锻造产业优势，提升国际化竞争力，
也能激活民营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据 统 计 ，嘉 庚 创 新 实 验 室 自
2019 年成立以来，攻克碱性电解水
制氢等 20 项关键技术，转化专利 32
项，还自主孵化创办华商厦庚等 15
家科技型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深
度融合。

一年前，“厦门科技壹号”卫星成
功发射，与此前成功入轨的“厦门·天
卫科技壹号”先导星形成有效组网，
意味着厦门在航天遥感应用领域商
业化、产业化发展迈出坚实一步。如
今，卫星“天眼”已广泛应用于智慧海
洋、智慧农业、应急管理等领域，为智
慧厦门提供海量遥感数据服务。

“在海洋海事领域，卫星遥感能
够对海洋测绘、海洋赤潮、海洋溢
油、船只等进行监测评估。而在农业
领域，高光谱卫星能够更加精细地
划分种植物的种类，实现周期性监
测。”厦门天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游琴娓娓道来。

今年 4 月初，天卫科技还将发
射天卫“03 星”，形成从“一”到“多”
的卫星组网，进一步助力智慧城市
建设。以航天技术创新为驱动，目
前，天卫科技已筹建卫星工厂，预计
年产卫星 100颗。

一组组数据振奋人心，一系列创
新催人奋进。“新”潮澎湃，蓄势破题，
作为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厦门正
抢机遇、强优势、挖潜力，扎实推进高
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奋
力打造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塑造
创新发展的新优势。

鼓浪波头逐“新”篇

（上接第一版）
据了解，青年科学基金新设优

青项目资助 20 万元/项，杰青项目
资助上限 40 万元/项，首次设立 100
万元/项的攻青项目，加大力度支
持优秀青年科技人员围绕相关领
域方向科学技术问题，以用为导向
开展前瞻、集成、创新性基础研究
攻关。

同时，重视女性青年科技人才

发展。青年科学基金将放宽部分项
目女性申请年龄限制，创青、优青、
杰青项目对女性申请人均放宽 3 周
岁，为女性青年科技人员获得项目
资助提供更多机会，支持更多女性
青年科技人员从事基础研究。

此外，我省还将鼓励台湾青年
科技人员参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研究，落实“两个同等待遇”政策，
推进闽台融合发展。

我省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