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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据福建日报）
共话闽乡情，同心向未来。
11月 3日，第三届世界闽籍
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暨
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第六届
理事大会在福州开幕。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祖翼出席并讲话，省委副
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开幕
式。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
锐到会祝贺并讲话。海内
外 99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
多位嘉宾参加。

周祖翼代表省委、省政
府和 4188万福建人民向大

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大
会的各位乡亲和朋友们致
以诚挚问候。周祖翼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
务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提
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开创
了一系列重大实践，党的十
八大以来作出了一系列重
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
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福建是著名侨乡，广大
闽籍乡亲的根、魂、梦，始终
同中华大地、同家乡故土紧
密相连，不愧为推动福建经
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独

特优势、重要力量。
周祖翼充分肯定闽籍

华侨华人社团和福建省海
外联谊会作出的重要贡献，
强调，福建兼具中央赋予先
行先试政策之“天时”，独特
区位优势之“地利”，团结奋
斗、爱拼会赢之“人和”，全
省上下正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福建篇章。希望广
大闽籍乡亲传承弘扬“华侨
精神”“嘉庚精神”，主动站
位全局，充分发挥优势，努
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更大作
为、作出更大贡献。在凝聚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合力上展现更大作为，当好
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民间
大使，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
交，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在服务融入新福建建
设上展现更大作为，抓住自
贸试验区、海丝核心区及中
印尼、中菲“两国双园”建设
等机遇，积极推动更多大项
目、好项目落地福建，助力
更多优质生产要素、高层次
人才“引进来”，帮助更多福
建企业、福建商品和服务

“走出去”。在助力建设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上展现
更大作为，发挥联结两岸、
沟通海内外优势，助力闽台
各领域融合发展，推动两岸
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共同为推进祖国统一作贡
献。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上展现更大作为，
传承好中华文化的精神基
因，推动中华文化、福建文
化更好走向世界。周祖翼
指出，广大华侨华人新生代
是侨务事业的希望和未来，
希望大家持续加强海外华文
教育，不断增进年轻一代对

家乡的情感和认同，让浓浓
的乡情绵延不断、代代相传。

周祖翼强调，闽籍华侨
华人社团和海外联谊会是
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
要桥梁纽带。希望闽籍华
侨华人社团高举爱国主义
旗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最广泛地团结好、引导好、
服务好闽籍乡亲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希望省海
外联谊会引导闽籍乡亲更
好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努力
打造乡亲们可信赖的团结
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

共话闽乡情 同心向未来
第三届世界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暨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第六届理事大会

在榕开幕，周祖翼出席并讲话

海都讯（记者 周琳）
11月3日，福建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成立大会在福州
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祖翼出席并讲
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
义，坚定反“独”促统，积极
参与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
范区，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
大业、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
业贡献福建力量。中央统
战部副部长、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秘书长林锐出席。

周祖翼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福建统促会成立表示
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福建对台工作的中央统战
部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周祖翼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在福建
工作期间就提出了“闽台一
家亲”等重要理念，开创了

“小三通”破冰等重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对台工
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
成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
题的总体方略。这为我们
做好反“独”促统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福建统促会的成立，有利于
进一步唱响反“独”促统“主
旋律”、扩大反“独”促统“朋

友圈”、架宽反“独”促统“连
心桥”，对于发挥福建优势、
深化闽台融合、服务反“独”
促统大局有重要意义。

周祖翼强调，新时代新
征程，福建统促会要在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指导下，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把牢反

“独”促统正确方向。要发扬
斗争精神，勇担反“独”促统
职责使命。始终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敢于
发声亮剑，发挥港澳同胞特
殊作用，营造有利外部环境，
坚定反“独”促统信心决心，
形成反“独”促统强大声势。
要促进闽台交流交往，厚植
反“独”促统民意基础。充分

发挥民间优势和沟通两岸的
桥梁作用，在以通促融、以惠
促融、以情促融上持续发力，
推动闽台经济融合、社会融
合、情感融合，推动闽台融合
发展走深走实。要坚持守正
创新，加强反“独”促统队伍
建设。以加强自身建设为抓
手，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
干争效，提升履职能力，注重
建章立制，发挥理事作用，在
持续强会兴会中展现形象。

会上宣读了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贺信，报告了福
建统促会筹备工作情况，审
议通过了《福建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章程》和第一届理
事会成员建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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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地方中小
学生“课间 10 分钟被约
束”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
部有关负责同志。

这位负责同志表示，
教育部高度重视学生课
间休息，2021 年 9 月 1 日
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
保护规定》（教育部令第
50 号）明确，不得对学生
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
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
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
置不必要的约束。在实
际工作中，要求中小学校
每天统一安排 30 分钟的
大课间体育活动，每节课

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
适量活动和放松。

这位负责同志指出，
教育部将进一步督促地方
和学校严格落实国家有关
规定，遵循教育规律和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坚决纠
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由
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
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将
指导地方和学校科学实施
管理和安全防范措施，加
强室外场所设施排查和人
员值守，加强学生安全常
识教育，把安全事故风险
降到最低。同时，将要求
学校密切家校社协作，争
取家长理解和社会支持，
共同努力保障学生课间正
常活动。

教育部：

中小学校要确保
学生课间正常活动

福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大会在榕举行
周祖翼出席并讲话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
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
之钧在会上表示，福建省
是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和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也是全国唯一

一个同时满足水、大气、
生态环境全优以及所有地
级市人均 GDP 超过全国
平均的省份，在全国“双
碳”目标实践中走在全国
前列。

福建师范大学碳中和
研究院副院长王远介绍，
在过去 20 多年间，福建省
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
放量已从逐年增长转为趋
于平稳，但尚未出现稳定

下降趋势。从实际数据来
看 ，福 建 省 接 近 10% 的
GDP 年 均 增 速 背 后 是
7.7%的能源消费年均增长
率和 7.6%的二氧化碳排放
年均增长率。

福建省“双碳”目标及行动路线图研讨会在福州举办,研究预测显示——

我省有望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海都讯（福建日报）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布“2023年度智能制造示
范工厂揭榜单位”和“2023
年度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名单，我省十家企业入围

“2023年度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揭榜单位”，入选数量
排名全国第六。

我省入选的示范企业
及揭榜工厂分别是：福建
申远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己内酰胺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福建省闽发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铝合金型
材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福
建省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
司的“磁材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福建凤竹纺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端服
饰面料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福建良瓷科技有限公

司的“陶瓷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福州京东方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的“液晶显示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漳州
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LED照明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厦门 ABB 开
关有限公司的“中压开关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安井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速冻调制食品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友达光电（厦
门）有限公司的“显示器件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此外，我省还有杜氏
木业、金源纺织、景丰科技、
信泰科技、雪津啤酒等 28
家企业的在线运行监测、设
备故障诊断与预测、车间智
能排产、智能仓储、能耗数
据监测等场景入选“2023
年度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福建新增10个

11月3日，由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福建师范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主办，福建省能源规
划研究中心、福建省碳中和学会协办，福建省数智双碳创新研究院承办的福建省“双碳”目
标及行动路线图研讨会在福州举办。来自福建省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省内外智库和高校
的专家学者、行业组织与企业高层进行了研讨交流，同期发布了福建省能源消费和二氧化
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和趋势预测等相关研究成果。

N海都记者
马俊杰

据了解，针对福建省中
长期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
排放情况，研究团队基于近
年来福建省社会经济发展
趋势，参考现行政策内容，
设置了“低-中-高”三种发
展情景，以模拟未来二氧化

碳排放的发展趋势。预测
显示，福建省有望在 2030
年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甚
至有望提前达峰。

此外，研究发现，优化
能源结构、降低能源强度
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对二

氧化碳排放增长的抑制作
用显著。因此，福建省需
要进一步加快能源结构优
化调整步伐，大幅度提升
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清
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
代；加快绿色环保技术，特

别是低碳无碳负碳技术的
研究和应用，促进关键设
备的绿色升级和能效改
进；深化调整产业结构，构
建低碳绿色经济发展体系
等措施，将是福建省走向
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

在全国“双碳”目标实践中，我省位居前列

福建有望如期甚至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