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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牵手　情暖童心  
青年志愿者为山区孩子点亮微心愿

10月23日，2020年莆田市返乡青年“种子计划”创新创业大赛启
动仪式在涵江区江口镇东大村举行，并为莆田市返乡青年创新创业实
践基地揭牌。

福州、广州、上海等地近60家团队报名。参赛选手以挖掘东大
村传统民俗、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等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资源为主，
通过整合创新创意要素，展现莆田侨乡文化。参赛选手于11月上旬向
组委会提供项目材料，届时项目评审会将评选10个项目晋级进入决赛
角逐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12月份进行项目决赛。（温露露）

莆田市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图为灵川镇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团
队及村干部，来到东海镇坪洋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蔡丽含家中，为她免
费体检、送药上门。 （许颖 陈开国 摄）

第五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即将举办，效
应叠加。湄洲岛牢记嘱托，以国际的视野，不
断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
合作，着力打造两岸同胞共同幸福家园。

第五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暨第二十二届
中国·莆田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于11月1日在
湄洲岛开幕。这些年，湄洲岛用好论坛这个国
际大平台，打好妈祖文化这张金字招牌，结合
落实强产业、兴城市“双轮”驱动战略，加快
推进湄洲岛建设成为世界妈祖文化核心区，努
力把湄洲岛打造成展示美丽中国成果的生态
岛、展示优秀传承的文化岛、展示海洋文明的
旅游岛、两岸心灵家园的智慧岛和台胞台企登
陆的第一家园“桥头堡”。

效应一：合作共赢论坛增值  助力“一
带一路”建设

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已连续在湄洲岛举办
了四届，在全球华人华侨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妈
祖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弘扬和发展，促进了妈
祖故乡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

影响范围不断增加，妈祖文化向心力更
大。已经举办的四届论坛，吸引了64个国家和
地区政府机构、学术单位和社会组织，200多
位专家学者参加，不断扩大妈祖文化在海丝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妈祖文化朋友圈越来
越大。2016年以来，妈祖文化传播分布从38个
国家和地区增加到46个。妈祖文化已成为更具
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文明交流纽带。

文化共识不断深入，妈祖文化凝聚力更
强。每届论坛，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都聚焦
论坛主题，深入开展学术研讨，形成许多共
识，发出“湄洲倡议”，深化了妈祖“立德、
行善、大爱”的精神内涵。4年来，海丝沿线
国家和地区结合论坛达成的共识，共同推动
“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等活动，合力推
进妈祖文化精神内涵挖掘，梳理完善妈祖文化
传承脉络，全力构建妈祖文化表达体系等，在

合作中实现民心相通、在交流中实现文明互
鉴。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妈祖文化影响力更
足。4年来，围绕合作共赢，论坛逐步趋向知
行合一，形成了跳出论坛办论坛，服务经济有
作为的新模式。以论坛举办为契机，推动与南
太平洋旅游组织在妈祖文化传播、品牌互动、
客源互推、信息共享、产业共赢等方面达成一
致意见，拓展了妈祖故乡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经贸文化交流合作领域。

效应二：妈祖文化作用凸显 促进两岸
融合发展

妈祖文化自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
要以来，湄洲岛作为闽台文化交流的重要桥
梁，不断发挥作用，提升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水
平，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妈
祖文化是联结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既是乡土文化也是重要旅游
资源的妈祖文化，是凝聚两岸同胞的一条纽
带，要充分发挥其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的重
要作用。”一直以来，湄洲岛以机制融合、文
化融合、生态融合、产业融合、社区融合和创
新融合“六个融合”为抓手，致力于把湄洲岛
打造成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桥头
堡”，着力深化两岸妈祖文化交流。

以妈祖文化为纽带促进两岸心灵契合。
多年来，湄洲岛持续打造了世界妈祖文化论
坛、中国·莆田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春秋妈
祖祭典、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等活动品
牌，每年来谒祖进香的台胞约30万人次，成为
大陆吸引台胞最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与台湾相关妈祖文化机构携手
举行了“天佑中华、祈福武汉”活动，吸引了
众多台胞线上线下共同参与，打破空间阻隔和
时间限制，进一步提升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水
平。按照“邀请一个团，共植一片林”的思
路，湄洲岛在湖石淉生态园开辟“两岸同愿

林”，邀请台湾地区基层代表共植同愿树100
多棵，携手建设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创共享
的幸福家园。

以妈祖文化为纽带强化两岸产业对接。
特别是近几年，湄洲岛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着力打造妈祖文化旅游品牌，推进
湄台产业深度融合。如与台湾旺旺中时集团联
合举办两岸妈祖文创节、两岸农产品交易会等
多场文创活动，和金门县签订《莆田市湄洲
岛——金门县旅游合作框架协议》，同中国台
湾地区的高雄市等10个县市达成“产品互推、
客源互送”共识，被文旅部授予“港澳台青少
年游学基地”；引进台湾青年运营两岸艺术民
宿，打造具有台湾风情、主题鲜明的台胞创业
基地，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以妈祖文化为纽带助推两岸社会融合。
持续实施《湄洲岛台胞朝圣旅游免门票优惠政
策》，实行来湄台胞直接核发“台胞居住证”
政策，赋予台胞“岛民待遇”。研究制定《湄
洲岛关于吸引台胞创业就业的工作方案》，指
导在岛台企做好驻岛台籍员工生活补贴事宜，
鼓励扶持在岛台胞台企发展壮大。与清华大
学、金门大学等5所知名大学合作举办“未来
乡村工作营”，并参与湄洲岛古村落改造和村
容村貌整治的规划设计，着力打造两岸同胞共
同幸福家园。

效应三：生态样板逐步成型 强化保护
好湄洲岛

牢记使命拓新篇。湄洲岛保护与发展翻
开了崭新的一页。

湄洲岛及时成立高规格保护好湄洲岛工
作领导小组，细化具体实施方案，实行高效落
实机制，形成全市“一盘棋”“保护好湄洲
岛”的强大合力，在生态、文化保护及开发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

始 终 坚 持 强 化 保 护 好 湄 洲 岛 的 具 体 载
体。按照高品质、高颜值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定
位，近3年，湄洲岛累计投资75.44亿元，全力

建设妈祖文化特色小镇、“一贯四片区”风貌
整治、环岛路新开路段、渔港码头、零排放智
慧出行工程、全岛污水管网全覆盖等一批重点
项目，编制实施全省首个海岛造林绿化提升规
划，全力推进“花样湄洲”和“点亮湄洲”行
动，新建一批绿道、口袋公园、滴灌系统和主
干道、主要景观节点的夜景照明工程，打造夜
游湄洲打卡点。

始终坚持全力激活保护好湄洲岛的生态
效益。多年来，全岛上下始终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湄洲岛生态环境。主动要求立法保护，推动
《莆田市湄洲岛保护管理条例》于2019年10月
1日起正式施行，为系统、全面保护好湄洲岛
提供了法规保障。同时，大力推进治水、治
土、治气、护沙等工作，实现全岛垃圾分类全
覆盖，污水收集管网全覆盖、餐饮油烟治理全
覆盖，绿化覆盖率提升至58.3%；常态化开展
打击非法盗采砂巡逻巡查和岸线修复保护工
程，天更蓝、水更清、岸更绿、沙更厚、云更
美的海岛生态样板逐步成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论效益在湄洲岛逐步转化为经
济和社会效益，“生态美”成为湄洲岛最亮丽
的底色。

始终坚持致力守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高地。近年来，湄洲岛积极推动妈祖文化
“引进来”和“走出去”，连续成功举办中国
·莆田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海峡论坛·妈祖
文化活动周等节会活动，湄洲岛已经成为世界
妈祖敬仰者的精神家园。以开展“妈祖下南洋
·重走海丝路”活动为载体，先后组织湄洲妈
祖巡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海
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吸引当地华人、华侨和妈
祖敬仰者近千万人次参与，成为妈祖文化对外
交流交往新的里程碑。

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的效应不断释放，秀
出“国际范”。美丽湄洲岛，未来可期。（吴
伟锋 许双萍 林春盛）　　

一份想送给妈妈的礼物，一
本喜欢的图书，一个崭新的书包
……近日，莆田移动公司团委联
合 仙 游 移 动 公 司 组 织 青 年 志 愿
者，到仙游县书峰学校开展“青
春情暖 圆梦微心愿”爱心志愿活

动，为山区留守孩子送去了他们
企盼已久的心愿礼物。

当天，活动主办方为孩子们
送 上 书 包 、 彩 笔 、 自 行 车 等 学
习、生活用品（如图）。收到心
愿礼物后，孩子们脸上露出开心

的笑容。志愿者还给每位孩子分
发小蛋糕，与孩子们互动游戏，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该校校长谢
金雄表示，希望更多的爱心单位
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关爱山区留
守孩子，护佑他们健康成长。

为动员社会力量关心、关爱
留守困境儿童，仙游县团委、妇
联、民政等部门联合县教育局持
续多年开展留守儿童“微心愿”
圆梦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仙游龙华中学、城东中心小
学 为 留 守 儿 童 设 立 “ 亲 情 驿
站”，开通亲情电话，组织留守
儿童“集体过生日”等，有针对
性地开展各类关爱活动。

下一步，该县团委还将联合
妇联等部门在青春助力脱贫攻坚
中通过走访、调查进一步收集留
守孩子的微心愿，牵线发动各青
年文明号单位，帮助更多的留守
儿童圆梦。（陈国孟 林标）

记者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
泉州市新增省级国际标准农产品示范基地7
家，其中，蔬菜3家、茶叶3家、油茶1家，
基地建设面积达1.7万余亩，2019年出口创
汇2378万美元。

近 年 来 ， 泉 州 市 围 绕 培 育 茶 叶 、 蔬
菜、水果、食用菌和水产品等优势特色产
业，推动农业向国际化、标准化、规模化
发展，重点建设产业特色明显、生产管理

规范、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国际标准农产品
示范基地。

目前，全市已有从事粮油、水果、蔬
菜、茶叶、水产品等农产品出口的生产企
业15家，年出口创汇2.5亿美元。永春县创
建绿色食品（茶叶）原料生产基地11万
亩，绿色食品（芦柑）原料生产基地15万

亩。（许雅玲 林荣义）

红旗瓷厂凝聚德化人的陶瓷记忆 （黄谷莹/摄）

返乡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莆田深入实施健康扶贫

中烯新材料产业项目开工

世界妈祖文化论永久会址静待各方宾朋前来论道。 经过整治的湖石淉生态公园碧波荡漾、绿意盎然。 “两岸同愿林”见证了海峡两岸同胞交流持续深化、融合。

    效应叠加秀出“国际范”
    ——湄洲岛用好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平台不断发力建设“一区三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