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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发挥““新优势新优势””
发力发力““双循环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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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讯新华网讯】】年商埠汕头因侨而立、因
侨而兴。从远赴重洋、艰苦创业到回报乡
梓、投资兴业，潮汕华侨华人在汕头经济特
区发展中功不可没。

迈入新时代，汕头扛起改革开放重要窗
口、试验平台、开拓者、实干家的职责使命，以
开展“引侨、联侨、惠侨、聚侨”行动，做好新时
代“侨”的文章，将交流的大门越开越大，携手
侨胞再出发。

““侨侨””文化赋能城市新活力文化赋能城市新活力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的樟林古港旧址，

停泊着供游客参观的一艘仿古红头船。它船
头漆成朱红，船侧画以大眼。一百多年前，类
似这样的红头船曾无数次扬帆远航，运载往
来货物，搭乘成千上万的潮汕华侨出海谋生。

彼时的樟林古港是粤东第一大港，拥有
“八街六社”，商贾云集、货栈成行。岸上的永
定楼，原是商人洽谈和船工休闲之地，后为汇
款、家书同体的侨批互通节点，如今被改造成
一家镇级侨批展览馆，上百件侨批承载了华
侨的奋斗心路与家国情怀。

红头船和侨批都是汕头因侨而立、因侨
而兴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现有约1500万
潮汕籍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分布在海外。从
远赴重洋、艰苦创业到回报乡梓、投资兴业，
他们及先辈在汕头经济特区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为了留住华侨华人的乡愁根脉，汕头持
续弘扬“侨”文化，推出保育活化特色古迹、建
设“最美侨村”、保护研究侨批、打造华侨华人
主题馆等系列举措。

作为百年商埠文化地标和潮人精神文化
家园，位于汕头市中心的小公园开埠区也再
现活力。围绕中山纪念亭呈散射状的骑楼街

区，分布着展览馆和商铺，融合非遗展示、文
创活化、美食体验和红色教育等元素。

在“番客村”汕头市濠江区东湖社区，1
万多名旅外乡亲累计捐资上亿元兴建当地学
校、道路、广场、自来水系统等项目。如今在
排水沟改造而成的景观水廊上，题写的“侨连
四海 情系东湖”道出深重情谊。村支部书记
林荣任说：“未来社区将依托古村和侨乡优
势，以打造‘最美侨村’为契机，推进社区旅游
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汕头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说：“汕头坚
持经济文化双向发力，通过突出侨乡特色、着
力筑巢引凤、搭建文化桥梁等形式，切实将侨
的优势转化为汕头发展优势，用心用情做好
新时代‘侨’的文章。”

““侨侨””经济撬动产业新格局经济撬动产业新格局
从汕头到加拿大，再走向世界，加拿大籍

华人郑志光投资建设汕头市奥斯博环保材料
制造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反渗透膜及纳滤
膜系列产品和膜元件等产品远销海内外，广
泛运用于工业料液分离、污水处理和海水淡
化等领域。

郑志光介绍，汕头工厂年产值超2亿元，
目前正在筹备扩建厂房，计划将产能扩大到
当前的两倍。“汕头重视并大力发展新材料产
业，国内对环保设备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
们未来三年有信心实现新突破。”

20世纪初，侨胞曾帮助汕头建立了第一
条铁路、第一个自来水厂和第一座电厂。在
20世纪30年代，潮汕地区民族工业有八成有
侨胞参与。自汕头经济特区建立以来，从工
业、服务业到金融、商贸等产业，来自华侨华
人的投资项目近 6000个，合同侨资金额约
150亿美元，华侨华人累计捐赠款物总值超

百亿元人民币。
2014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汕

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这是全国唯一
兼具“侨”和“文化”内涵的国家级平台。经过
七年发展，华侨试验区已成为汕头经济特区

“重新出发”“迎头赶上”的新动能。
在华侨试验区内，一个个工地正在紧张

施工。即将承办亚洲青年运动会的主体育场
馆已经完工，立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已
经立起施工广告牌，即将成为粤东规模最大
医院的汕头市中心医院扩建工程正加紧施工
……现在，这里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2020年和 2021年，它的GDP增速连续两年
超过20%，在粤东西北地区排在前列。

汕头提出“工业立市、产业强市”的发展
目标，并明确将“三新两特一大”，即新能源、
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玩具创
意、大健康六大产业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华侨
试验区将承担起更多使命。

“现在华侨试验区逐步成为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产业发展空间优势巨大，初步形成总
部经济、特色金融、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四
大核心产业，已经成为汕头构建发展新格局
的重要支撑。”华侨试验区管委会主任刘俊毅
说。

““侨侨””平台推动交流新高度平台推动交流新高度
甜粿、卤鹅、猪头粽……即使相隔千万

里，家乡味道仍能勾起乡愁记忆。在汕头
的“千厨潮味·四海同享”活动中，17 段潮
菜教学短视频在线上广泛传播，观看量逾
千万人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汕头的线下对外交
流受阻，但“云端”文化交流热闹。“四海潮音·
全球潮剧票友汇”以乐会友；“中华文化大乐

园”（亚洲营）活动以文相牵；“潮州节”以情相
系……以传统文化凝聚侨心，汕头打造线上
民间交流的新路径。

在华侨试验区，这里依托国际海缆登陆
站和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抢抓
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打造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的新标杆。华侨试验区内的数
字科技产业基地约 1万平方米，配有高速专
线网络，设有直播间、产品展销区域等空间，
当前50多家企业正式入驻基地，注册资本超
过6亿元。

成立于 2016年的汕头娱加文化传媒公
司，自 2020年落户该基地后，新增的海外事
业部积极创作与推广对外短视频，反响越来
越好。比如，他们制作的十几秒的潮汕功夫
茶视频“圈粉”上万海外网友。

公司总经理张之涵说，社交电商和内容
电商是公司发展重点，一方面立足中国文化
内容与海外用户加强互动，一方面结合潮汕
的纺织服装、玩具特色传统产业，发展跨境电
商业务。“这里的发展创新平台提供了良好的
软硬件环境，我们得以有更多新尝试。”

依托侨乡优势，汕头经济特区对外交流
的大门越开越大。日前，汕头市正在全力申
办第二十二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暨第十届潮
商大会，向全球潮人发出“2024之约”，热切
邀请海内外潮汕乡亲回到祖辈出发的原点，
感受汕头活力特区、和美侨乡、粤东明珠新气
象，共商新时代潮团、潮商事业新发展。

“站在新的起点上，汕头将在全国、全省
发展大局中明确方位、找准定位，充分发挥特
区、侨乡优势，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
广东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做出积极贡
献。”汕头市委书记温湛滨说。

（（马晓澄马晓澄 丁乐丁乐 叶挺叶挺））

““引侨联侨惠侨聚侨引侨联侨惠侨聚侨””撬动发展交流新格局撬动发展交流新格局

汕头做好新时代汕头做好新时代““侨侨””的文章一线观察的文章一线观察

【【汕头日报讯汕头日报讯】】 近日，广
东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广州召
开，会上颁发了2021年度广东
省科学技术奖，其中，汕头大
学“开放式架构产品可适应设
计方法及其在典型装备中的
应用”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4月 18日，记者走访了汕
头大学机械工程系，就该项目
的创新亮点，以及对我市“三
新两特一大”产业发展的引领
推动作用进行了解。

据介绍，本次荣获广东省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开放式
架构产品可适应设计方法及
其在典型装备中的应用”项目
成果以汕头大学为第一完成
单位，由汕头大学工学院张健
教授团队完成。该项目首次
提出了开放式架构产品可适
应设计方法，研发了可适应结
构单元性能优化设计方法，开
发了可适应设计软件工具平
台，并用于薄膜吹塑成套装
备、高精密PET基材成型装备
等系列典型装备的设计研制，
加速高性能轻工装备的国产
化进程。

“项目自 2014 年启动以
来，围绕开放式架构产品的设
计方法、关键技术及其在典型
装备研发中的应用三大难点，
开展了可适应设计研究。”采
访中，张健表示，经过团队的
联合攻关，首次针对中小制造
企业装备制造的需求，提出了
开放式架构产品可适应设计
方法以及可适应结构单元性
能优化设计技术，开发了可适
应设计软件平台。

记者采访获悉，该设计共性技术成果
已成功应用于塑料成型、印刷包装、木工
五金等行业典型装备的设计研制，在原有
生产加工环境与技术条件下，关键指标
的可适应范围与性能品质均得到了显著
提升，增强了相关装备的市场竞争力。

“经专家鉴定，该成果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其中开放式架构产品可适应设
计方法为国际首创。”张健告诉记者，该
成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为
粤东乃至广东省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提供了结构可适应、单元可重
用的设计技术与软件工具。

据介绍，目前项目提出的
设计共性技术与软件工具已在
完成单位广东金明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汕头市达诚环保精
机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
推广应用，开发出综合性能
强、适应性、可靠性好的塑料
成型和印刷包装设备，有效地
提高了装备制造企业面对市
场需求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
和性能可靠性。据透露，广东
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汕头
市达诚环保精机科技有限公
司等完成单位基于开放式架
构产品可适应设计方法和可
适应结构单元性能优化设计
方法开发的装备已在广东、福
建、浙江等多个省市企业进行
了应用与推广，经应用表明，生
产的产品加工精度高、质量稳
定、具备良好的综合性能，进一
步提高了装备应用企业的产品
核心竞争力。

张健表示，随着中国制造
业产业升级和转型的不断深
化，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
司等龙头企业的应用示范将进
一步推动该项目的关键技术在
塑料成型、印刷包装等典型行
业智能制造中的应用，推动行
业中小企业快速适应市场需求
变化，生产制造出更多更好质
优价廉的装备产品。同时，本
项目所提出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在工业领域中潜在应用十分广
泛，未来有望得到更多的推广
应用，为企业和国家创造更多

的经济社会效益。
“汕头大学一直强调产学研合作，尤

其强调要结合我市产业发展布局，促进
地方发展贡献知识与力量。虽然取得了
一些被大家认可的成绩，但是深感还需
要继续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张健说，汕
头市委、市政府推动“三新两特一大”产业
发展和“工业立市 产业强市”的发展思路，
高校将与本地企业有更多更好的合作，共
同推动产学研合作，共同为
汕头市的发展做出自己的
努力。 （（陈文惠陈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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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扫码粤核酸录
入信息，出示二维码截图，规
范佩戴口罩，保持 1米间距
……”汕头火车站出站口的
广播不断地播放着，提醒出
站旅客进行核酸检测。

初夏的午后，火车站广场
上的气温逼近30℃，站不到一
会就汗流浃背。穿着全套白
色防护服、戴着N95口罩、罩
着防护面罩，“全副武装”的
护士卢奕霓与另一位同事端
坐在用简易帐篷搭起来的核酸采样通道尽头，
迎接着从出站口涌出来的两队长长的人龙。

下午 4时多是一波抵达客流高峰期，卢奕
霓快速地撕开封袋拿出一次性棉签，抬手将棉
签伸进旅客口腔，采集咽拭子，低头又扭紧试
剂管，按下免洗洗手液进行消毒，又继续为下
一位旅客进行核酸采样。每天，她需重复着这
样的动作数千次。

“核酸采样的时候，要做到采样到位，都是要
使‘暗力’的。”在送完一波旅客的车次间隙里，卢
奕霓和同事们坐在位子上，揉揉着橡胶手套包裹
着的手指。一波操作下来，难免有点手臂酸痛，
站起来活动一下腰部，她们又细心地整理添补检
测用具，以充足的准备迎接下一波客流高峰。

卢奕霓是名“00后”，也是龙湖区人民医院

采样处汕头火车站核酸采样工
作点众多“00后”中的一员，她从
去年6月就在这里一直坚守至今。
每天分为两个班，她与同事至少要
工作7个小时。而清明节等节假日
客流量激增时，一个人每天的工作
量都要达到1300人以上。但无论
工作多忙多累，卢奕霓从未跟医
院采样处护士长李少双请假。

火车站是流动人口密集的
地方，核酸采集工作任务艰
巨。有时碰上旅客不理解的，

卢奕霓她们都是耐心地进行劝说。“绝大多数
的旅客都是支持和配合的，不少人在做完核酸
检测后，还会表示感谢。”卢奕霓笑着告诉记
者，有次帮一对母女做核酸检测后，小女孩奶
声奶气地向她说了声“谢谢姐姐”，让她的内心
倍感温暖。“既有委屈，也有暖心，这也是我们
的日常。”卢奕霓说。

防护面罩、防护帽、口罩、胶手套，卢奕霓
每天工作都穿戴繁琐的防护设备，脸上深深的
勒痕通常都是她们工作时最真实的状态。“我
们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而已。”卢奕霓平
淡地说，在这个特殊时期，她和同事们将确保
不漏检不错检，保障市民旅客安全到家，守好
进入汕头的第一道防线。

（李德鹏 柯晓陈史 摄影报道）

““００后００后””大白的疫线坚守大白的疫线坚守

严密的严密的NN9595口罩在卢奕口罩在卢奕
霓脸上勒出深深的印痕霓脸上勒出深深的印痕。。

⬅⬅卢奕霓为旅客采集咽拭子卢奕霓为旅客采集咽拭子。。

⬆⬆火车站站前广场旅客正等候测核酸火车站站前广场旅客正等候测核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