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林晗）昨日上
午，中国侨智发展大会“侨智汇”竞
赛的首场无人机比赛在马尾琅岐

举行，涡喷表演赛颇具特色，共吸
引全球近 50名顶尖高手、50余架
涡喷航空模型飞机同台竞技。

旋转、冲高、横滚……比赛现
场，一架“歼 10”航模飞机从跑道
起飞，在空中翻转腾挪，上演各种

高难度动作，令人目不暇接，赢得
全场的掌声和欢呼。

涡喷表演赛的看点在哪里？
据西安航空学院教师梁毅辰介绍，
涡轮喷气式航模飞机是最高级、最
昂贵的航模飞机，其空气动力特性
和发出的呼啸声与真飞机类似。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竞赛的大多
是战斗机仿真机型，既有俄罗斯的

“苏-30”，也有中国的“歼-10”，都
是与真实飞机按比例制作而成，动
力足、速度快，表演精彩刺激，极具
观赏性。

“本次比赛，要求‘飞手’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起飞、横滚、内筋斗、
爬升、古巴八字、低空通场航线、着
陆等 8个规定动作。”梁毅辰说，涡
喷表演赛主要考察“飞手”的基本
功，“像考驾照一样”。

比赛开始后，国内外“飞手”依
次上场，他们冷静地将“钢铁侠”送
上天空，在空中一次次上演高难度
动作。

据介绍，此次比赛分为两轮飞
行，每轮飞行之后，由专业裁判组

根据各队表现和成绩进行打分。
最终，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蔡佳晟
以稳定的动作取得最高分，获得

“最佳飞手”称号。
“这次比赛是一个展现自我的

机会。”蔡佳晟虽然只有 19岁，但
已经多次在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
上取得好成绩。这次比赛，他带着
新战机“枭龙”鏖战蓝天，“和国内
外高手同场竞技，是一个很棒的学
习机会，可以开拓眼界”。

“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惊
喜。希望福州多承办这样的高水
平赛事，让更多国内外优秀‘飞手’
齐聚福州。”本土“飞手”林森充满
期待。

中国侨智发展大会举办期间，
我市将举办 6场无人机比赛。中
国侨智发展大会“侨智汇”赛事组
委会成员贾博群表示，马尾琅岐具
有得天独厚的涡喷飞行条件，未来
计划在此定期办赛，实现以赛聚
才、以情留才、以才促产，在琅岐打
造以涡喷为主的无人机产业基地，
促进福州无人机产业发展。

“侨智汇”首场无人机比赛在琅岐举行

顶尖涡喷“飞手”逐梦蓝天

涡喷航模飞机在比赛中展示飞行技巧。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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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林玉和 阮冠
达）第一届中国侨智发展大会召开
在即，18日上午，福州启动侨智发
展大会全要素演练，检验大会总体
筹备工作情况，为盛会召开做好万
全准备。

“开幕式暨主论坛流程演练
开始！”对讲机里一发出命令，主
会场内，一队队志愿者在长椅上
落座，以嘉宾角色参与主会场全
流程，会场后方工作人员则实时
检查手机信号，确保会场内手机
信号全覆盖；会场主席台上，开幕
式流程演练有条不紊，主持人和
演讲嘉宾扮演者按流程进行相关
操作，大家声音洪亮，一丝不苟，
控台技术人员全程配合，不时切
换台上视频画面。

“我们从前天开始，已经组织
志愿者模拟嘉宾，进行了多轮演
练，每一次演练都邀请各方面专家

来到现场，为我们找细节漏洞，看
看有没有可以改进和提升的地方，
确保正式开幕时完美呈现。”开幕
式暨主论坛演练现场负责人说。

一楼大厅内，“侨智荟萃 时代
新章——新侨科技创新成就展”已
布置完毕，长长廊道旁，集中展示
了近年来获得“侨界贡献奖”的优
秀人才成果。生命科学、化工科
学、尖端材料……一连串高科技成
果，尽显侨界智慧风采。

展览区内，讲解员带领嘉宾漫
步其间，一一讲解成就展上的侨界
代表事迹。队伍后方，福州大学大
四学生叶智媛及其同学看得认真，
记得仔细。

“我们负责过好几个展会的
讲解，但这么大的展会还是头一
次。”叶智媛向记者展示了她的笔
记本，上面的讲稿满满当当地布
满了标记与修改内容。“今天听了

专业讲解员的讲解，好好学习一
下，争取正式展出后为市民送上
精彩的讲解。”大会开幕后，叶智
媛和其他 7名同学将组成志愿者
讲解团队，为参观市民讲解新侨
科技创新成就展。

主会场四周，在一个个看不见
的角落，全要素演练也在全面推
进。大门前，志愿者们扮演嘉宾，
演练“刷脸”进入会场；新闻中心
内，一排排电脑准备就绪，媒体记
者们坐在电脑前，测试电脑和网络
的流畅度；嘉宾下榻的聚春园会展
酒店前，志愿者们一丝不苟，演练
嘉宾入住时的各项流程……

本次演练对大会涉及的所有
环节进行演练，分为临会演练、嘉
宾入场演练、领导巡展路线演练、
开幕式暨主论坛演练、论坛会议演
练、“双创”大赛总决赛演练、产业
对接演练、新闻中心运营演练、网

络安全应急演练、突发应急处置演
练和场馆保障演练等 11大环节，

通过演练磨合各项流程，确保侨智
发展大会顺利举办。

全要素演练磨合各项流程

侨智发展大会，福州准备好了！

第一届中国侨智发展大会将
于20日至22日在榕举办。盛会为
何花落福州？新时代如何发挥侨
资侨智优势，助力福州加快建设现
代化国际城市？近日，福建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国务院侨办咨询专
家、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李鸿
阶接受记者采访，分享了侨力量助
力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实
践成果和思考。

“福州侨底蕴深厚、侨实力雄
厚、侨优势明显是盛会落地福州的
重要原因。”李鸿阶说。

福州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从昙
石山文化开始，福州人向海洋进发
的步伐就没有停止。近代以来，福
州海外移民数量激增。据不完全统
计，如今有 430多万榕籍乡亲分布
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

些侨胞不仅在海外大力宣传福州，
还积极支持家乡的发展建设。

福州拥有一大批经济上有实
力、政治上有影响、学术上有造诣
的“老侨”，比如“面粉大王”“丁香
大王”林绍良、“船王”“木材之王”
黄双安、“世界糖王”“酒店大王”郭
鹤年等。改革开放后，增加了一大
批“新侨”，他们的足迹从东南亚拓
展至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改变
了华侨华人在世界的分布格局。

“新侨”也是干劲十足，经济活动以
经营金融、房地产、酒店、商贸、旅
游、通信、出版为主，经营范围逐步
向多元化、多层次发展。

“‘老侨’和‘新侨’都是侨乡的
重要资源和发展优势。”李鸿阶认
为，长期以来，福州围绕集聚侨资、
侨智、侨力，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

动“大侨务”观念变成生动实践。
尤其是在产业方面，20世纪 90年
代起，福州引进了一批侨资企业，
打造了一批侨办工业园区、工业
村；2022年以来，福州累计引进落
地 17个侨资项目，合同外资共计
5.31亿美元；今年 1月，中印尼“两
国双园”获得国家政策支持，中方
园区以福州元洪投资区为核心，成
为福州集聚侨资、侨智、侨力的示
范项目。

在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
城市进程中，要充分发挥侨优势，
汇聚侨资、侨智、侨力。

“海外华侨主要从事第一、第
三产业，比如种植业、房地产业、酒
店业、旅游业等，因此在吸引侨资
上应该‘对症下药’。”李鸿阶说。

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海

外华侨华人中约有 70%从事商业
经营活动，遍布世界各地，拥有庞
大的商业网络，活跃于中外贸易等
领域，能够为福州企业‘走出去’、
开展经贸合作牵线搭桥。”李鸿阶
认为，可以整合共享华商网络资
源，创建跨区域华商联盟，拓宽海
外市场，同时加强华商企业和福州
企业的联系，促进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

另外，要把握好“新侨”优势。
据统计，全球华侨华人数量约为
6000万，总资产达到 5万亿美金，
其中科技人员约有 400万人。“新
时期，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结构发生
了新的变化，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有
了很大提高。”李鸿阶说，甚至有一
批是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高科技
领域中深耕的中青年科技人才。

据估算，福州“新侨”有 200万
人左右，约占中国大陆“新侨”总数
的六分之一。福州“新侨”人数在
全国位居前列，大多工作在重点领
域、跨国企业和国外重要科研单位
等。“他们回乡带来的不仅是资金，
还有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高新科
技和发展理念等。”李鸿阶说，要做
好“新侨”工作，让侨智为福州加快
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添砖加瓦。

打好“侨牌”，还要打好“感情
牌”。李鸿阶认为，应以“根、魂、
梦”为导向，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力量，加深其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积极适应侨
情变化，完善、细化引才引智引资
等涉侨政策法规，不断推进华侨权
益保护，促进华侨华人事业发展与
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结合。

老侨新侨，都是发展之桥
——专家详解侨智发展大会花落福州缘由

本报记者 燕晓 实习生 傅亦静

本报讯（记者 孙漫）“这夜景太美了！”
“色彩搭配真好看！”闽江两岸的主题灯光
秀让市民游客一饱眼福，街边、水边、桥下
整洁的环境让人时时可享。一向清新宜人
的福州，以大美城市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
中国侨智发展大会。

夜幕降临，闽江两岸灯光璀璨，主题灯
光秀在高层楼宇幕墙上闪亮登场，“中国侨
智发展大会”“‘榕创汇’竞赛”等主题标语
及大会LOGO纷纷呈现，光与电的梦幻组
合，展现出福州的激情活力。

“除了海峡金融商务区楼体立面持续
上演大会主题灯光秀，南门兜、乌山西路等
20 面 LED 显示屏上都有大会的宣传海
报。”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说。

围绕“五洲聚‘福’汇侨智，同心共圆中
国梦”的大会主题，会展岛已是一片亮丽景
象。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前面的中心花
坛，超级矮牵牛、孔雀草、三角梅组成的五
片“大花瓣”鲜艳夺目。“大花瓣”代表五洲
归侨聚福州，汇集侨智、侨资、侨力，也向世
界展示中国形象、福建风采、福州魅力。

参与人员进行嘉宾入场演练参与人员进行嘉宾入场演练。。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原浩摄原浩摄

一座侨史馆 讲好侨故事
本报记者 林文婧

在连江县“云上茶乡”长龙镇华侨农
场，有个以“八国风情”为特色的侨史馆。
该馆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长龙镇华侨农场创办于 1961年，是中
国 84个华侨农场之一，安置了来自印尼、
缅甸、柬埔寨、新加坡、越南等 8个东南亚
国家的 3000多名归国华侨。他们在党和
国家的帮助下，在这里将荒芜山岭建成了
幸福侨乡。

为了传承侨文化、讲好侨胞创业故事，
从 2021年开始，长龙华侨农场精心建设侨
史馆，里面设置了发展历程、历史沿革、生
产发展、精神文化、创业历史等展区，记录
一代代归国华侨的奋进历程和美好愿景。
侨史馆还陈列了记录侨胞回国、农场生活
等各阶段的老照片和老物件，以及各国的
服饰、美食、舞蹈、乐器等，展示了富有东南
亚特色的“八国风情”华侨文化。

长龙镇有关负责人说，该镇正在积极
锻造茶叶种植、加工、销售、茶山文旅产业
链，做足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融合
文章，讲好“侨故事”；突出文旅项目开发，汇
集侨资侨力，利用闲置工区、厂房，引进茶
加工、茶园观光、农业体验等项目，并打造
归侨文化广场，提升侨史馆，开展乡村振兴
大讲堂、归侨故事演讲、民俗演艺等活动。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前面“大花瓣”引人注目。
本报记者 陈暖摄

马尾亭江
尽心尽力为侨服务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马尾亭江是
著名侨乡，为更好服务当地侨胞侨属，马尾
区公安局亭江派出所加强与社区、村委之
间的协作，为侨胞提供便捷服务，打通为侨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日前，亭江派出所接到一条求助信息，
反映长安村一位年近八十的归国华侨卧病
在床，因户口簿丢失而无法就医。核实情
况后，民警当天就将老人的户口簿打印好
并送证上门。

亭江镇有 6万多名海外华侨，这些年
不少人选择回到家乡。亭江派出所结合主
题教育，在提升侨乡业务服务水平上下功
夫。目前，分布在亭江镇的 7个驻村警务
室可以直接为侨胞办理境外人员居住登记
等业务，平日里还向侨胞普及侨务政策知
识，将服务送到侨胞家门口。

有福之州迎盛会

（上接1版）
“到 11月底，我市县级公安机关

及基层派出所改造提升项目18个，涉
及鼓楼、台江等县（市）区派出所、警
务站新址建设、修缮改造等。”市公安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同时，我市还完
成智慧安防小区建设 200个，建设覆
盖率达96.19%；完成隐患路段整治33
处，路段均未发生交通事故，整治初
见成效，基层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
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州建设持续推进。

把好安全关 做强农特产
西洪路一家超市的生鲜区，各类

生鲜琳琅满目。市民吴灿扫一下猪
肉盒上的“一品一码”，养殖地、饲料
编号、屠宰场等信息一目了然。

改革开放以来，食品供给虽无数
量之忧，但存安全之虞。2001年，时
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率
先提出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
放心工程”，大力扭转这一局面。

看得见的放心背后是看不到的
坚守。福州连续23年将治理“餐桌污
染”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长抓不懈，
从农业源头到生产源头、流通关口、
行业监管，再到特殊食品监管、社会
共治，为群众严严实实守好食品安全
每一道关口。

食品安全要坚守，但绝不守旧。
创新餐饮连锁企业主体责任监管机
制、出台首部外卖领域政府规章、完
善信用监管机制……福州用创新之
举筑牢食安之基。今年截至11月底，
福州市治理“餐桌污染”五类产品主
要品种抽检合格率高于省级治理指
标要求，全市共查处食品类行政案件
2772件，破获各类涉嫌食品犯罪案件
68起，未发生一般级别以上食品安全
事故。

品质与安全始终是现代农业发

展之基。鲜橄榄、冰橄榄、橄榄汁、橄
榄露、橄榄盐……如今在闽清，小青
果接连上演“变形记”，走出了一条有
特色的橄榄产业发展之路。今年闽
清久源橄榄专业合作社的橄榄成功
申报为“二品一标”认证登记农产品
（“二品”是指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
品，“一标”是指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产品），为闽清橄榄走出山
区、打造品牌再添精彩一笔。

小小橄榄只是福州农产品绿色
发展之路的缩影。2023年，福州新增
20个“二品一标”认证登记农产品，这
离不开农民素质与专业技能的提
升。2023 年全市培训高素质农民
10000人次。截至目前，全市完成高
素质农民培训超 12000人次，守好从
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关口，让更多老
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储备活体生猪，是应对突发事
件、平抑肉价以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
手段。目前，我市已完成储备活体生
猪超 10.8万头，并加快建设科学高效
的活体生猪储备系统。

筑牢安全线 防患于未然
一座城市的公共应急能力，往往

体现在一件件民生小事上。
伴随着福州马拉松的圆满举办，

路面一个个小巧的移动公厕顺利完
成使命，又“马不停蹄”投身2023年侨
智发展大会现场保障工作，保障大会
期间特殊地段群众的如厕需求。

重大节点，人流激增，群众如厕
需求如何有效保障？2023年，福州购
置 10座防疫型移动公厕，采取“平急
两用”模式，补充重大节假日、大型体
育赛事、重要活动期间的公厕供给能

力，让特殊时期群众如厕不再难、让
“方便”更方便。

对于福州人来说，“台湾震了又
震，福州抖了又抖”并不陌生。原来，
福州位于长乐—诏安断裂带北段，东
临台湾海峡沉降带，是福建省地震活
动较活跃地区之一，经常遭受台湾强
震活动波及影响。

真的发生地震，市民去何处躲
避最安全？“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花
海公园今年就新设了一个。”家住金
辉观澜云著A区的刘大爷每天都要
在公园晨跑几圈，早就注意到了场
所建设带来的变化：应急棚宿区、应
急医疗救护、应急厕所……各项基
本生活保障设施基本能在公园内找
到。“有应急避难场所在身边，我们
比较安心。”

根据今年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

事工作要求，全市新建12处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各县（市）区至少新建 1处
达到国标《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
配套设施》（GB 21734—2008）Ⅲ类及
以上的避难场所，每处场所面积不低
于 1万平方米，新增避难面积约 80万
平方米。

“一块有效面积大于 2000 平方
米、人均居住面积应大于 1.5平方米
的地方不好找。”市防震减灾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此外场所还对地势、周
边建筑物高度、疏散道路数量、排水
情况等各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这也是一场防患于未然的“配合
战”。“物资保障、供水供电、应急医
疗、如厕需求……每一项都要商务、
电力、医疗等多个部门配合，才能为
群众铸起一道守护屏障。”上述负责
人表示，目前，全市共有202处地震应
急避难场所，全市场所总面积约 680
万平方米，根据相关标准，可容纳约
453万人临时应急避难。

细微之处着手 写好“稳”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