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福建各地在推动两岸融
合发展上，不断深化细化
同等待遇政策，做出了积
极探索。与此同时，探索
中 也 难 免 遇 到 一 些 曲
折。在此次省两会期间，
福建省政协常委，民进福
建省委会委员，平潭综合
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局长
林润带来了关于引导台
胞更好融入“共同管理”
的建议。

在随访部分相关在岗
离岗台湾专才（以下简称

“专才”）后，林润委员发
现，现阶段存在四个方面
的问题：一是由于两岸成
长与教育背景差异，台胞
初入岗位适应期较长，可
能会因此对岗位及自身适
应性产生怀疑；二是由于
缺乏明确的晋升路径，台
胞担心从业多年后，是否
有利于自身职业发展；三
是部分专才可能有自己的
专长及台湾方面的业务资

源，但受工作属性和从业
规范等限制难以充分发挥
而疏废；四是部分专才既
顾虑台湾岛内政治打压风
险不敢与台胞圈过多交
流，又未能充分融入大陆
生活圈，从而影响心理健
康。

对此，林润委员提出
建议：一是引入导师制。
为帮助新入职专才快速成
长，用人单位可为其安排
为期一年的导师，并配套
年末师徒双向评价机制；
二是建立统一的台胞职称
评级机制。在全省乃至更
大范围内创建专才职称评
级与晋升机制，所评职称
全省乃至全国通用，不因
单位调整而清零重置，从
而完善编内专才职业成
长路径；三是优化人岗匹
配。为编内台胞深入调
查与建档，形成人才地图
和专才库，在此基础上优
化人岗匹配，帮助台胞

“人尽其才”。同时鼓励

专才以适当方式兼职创
业、停薪留职创业等，拓
展价值实现渠道；四是加
强人文关怀。用人单位
为专才提供心理咨询、健
康体检等，并将其纳入工
会福利范畴。定期访谈了
解专才生活情况，为其提
供必要的关怀与帮助，使
其尽快融入大陆生活圈，
让专才感受“两岸一家亲”
的正能量，形成正循环传
播效应。

海都讯（记者 林涓
陈逸之） 我省的华侨数
量众多，拥有庞大的侨亲
资源，他们在海外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领域都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历届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华侨华人
工作，注重引导发挥“侨心
侨力侨智”积极作用，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侨”的文
章。

省人大列席代表姚道
锡建议，拓展侨优势，构建
大侨务工作新格局，着力
推动构建“一盘棋”工作格
局。建议成立“福建省新
时代侨务工作发展智库”，
为侨务工作提供理论支
撑、决策参考和智力支
持。在各地的“党建+”邻
里中心设立涉侨双向服务
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加强
协作联动。引导和依托民
间社团邀请华侨华人返乡
探亲、加强联谊。引导支
持国内闽籍异地商会与海
外社团建立“友好社团”，
在可能的情况下积极申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密切乡情联谊。

着力提升城市影响力
和吸引力，站在“全力推进

‘海丝’核心区建设高质量
发展”的高度，积极争创国

家级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
验区，聚焦“‘海丝’核心区”
驱动，重点突出华侨文化，
从城市规划建设、城市设
计、遗产保护等方面，着力
打造海丝人文商贸中心，向
广大华侨华人全方位展示

“‘海丝’核心区”新形象。
健全涉侨数据库。梳

理摸清海外工商界、科技、
产业、文化等重点人士和重
点社团情况，了解掌握侨胞
投资领域、产业布局、投资
意向等，并对相关的海外侨
情进行大数据分析，为针对
性开展招商提供数据支
持。积极联系爱国爱乡的
海外侨团，为举办海外侨团
联谊恳亲大会，推动和谐侨
社建设奠定基础。

此外，姚道锡还建议，
加大人力投入，组织专门力
量收集整理散轶各地的侨
批档案资料，规范完善华侨
捐赠兴办公益事业保护工
作，健全侨捐资料库。建
议设立专项基金，在华侨
华人投资创业、子女就学
等方面予以适当“反哺”支
持。切实做好“暖侨”工
作，健全贫困归侨侨眷档
案目录，在纳入低保、病灾
救助等方面予以支持帮
助。创新海外联谊交流方

式，发挥海外联谊会、世界
青年联谊会、留学人员联
谊会等涉侨社团的桥梁作
用，与海外华人社团组织
合作搭建海外联谊新平
台，带动闽籍青年融入当
地华人社团。加强与海陆
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工商业
界在经贸、商务和投资等领
域的联系与合作。挖掘福
建宗族文化资源，积极搭建
海内外宗族文化交流平
台。鼓励相关行业协会、留
联、侨联等，协同海外闽籍
商会、社团，成立海外精英
创业联盟、世界青年联谊
会、“一带一路”海外侨商分
享会、海外高层次商界人才
促进会等平台，多机构联动
拓展联谊交流方式。

海都讯（记者 吴雪薇）
自唐宋以降，福建逐渐成为
中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我
省各地留下众多摩崖石
刻。它们留藏于八闽绝美
山色之间，蕴含丰厚的人文
底蕴，是研究我省地方史和
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富
矿。随着时代发展，如何进
一步对它们展开研究与保
护，民进福建省委会提出了
他们的建议。

依托民进企业界和文
化界会员组成的调研课题
组了解到，我省摩崖石刻分
布较广且较分散，管理主体
责任不明晰，相关数据收集
良莠不齐，且石刻暴露于野
外，风化速度较快，受保护
经费和人才缺乏限制，研究
开展较少，总体基本还处于
比较低技术和低成本的保
护状态，很多摩崖石刻面临
消失的风险。

为此，课题组赴陕西
了解了该省在文物领域安
全风险定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机制及数据
库、文物保护数据云服务
平台建设方面的成效，也
实地走访了茂陵博物馆、
乾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
物院、易俗社、汉阳陵博物
馆等地，充分了解西安市
在碑刻石刻历史遗产的普
查、保护及活化利用方面
的工作经验。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
出，应从省级政府层面尽快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碑刻调
查和保护的相关文件，予以
适当的经费支持，组织各地
积极做好石刻调查和保护
工作；同时借鉴其他城市
等地方性法规，推进我省
各地市摩崖石刻管理立
法。可以启动摩崖石刻数
据信息采集工程，以福建
省考古研究院为核心，建
立摩崖石刻文献资源分类
信息库，加强摩崖石刻数
字化保护，对山石摩崖、石
刻类文物、荒野和宫庙中

的碑刻重新开展全面调
查、梳理、采集，将涉及资
料分门别类汇集成编。加
强石刻文化内涵研究，成
立福建省摩崖石刻保护专
家委员会，借鉴其他地区
石刻专项保护项目在应用
石刻微痕处理技术方面的
经验，在部分已有石刻文
档基础上，组成专家学者
开展校正补充，加强石刻
历史文化内涵研究阐释，
适时整理编撰出版相关图
书。发挥社会力量补充作
用，提高民企和私人爱好
者等对碑刻收藏与保护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面争
取民间资金对碑刻进行保
护；对于仍然散存于各地
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石
刻，鼓励石刻附近的单位
及时对石刻进行收藏保
护。多措并举，提升摩崖
石刻管理和保护水平，促
进相关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以更好保存我省优秀传统
文化与地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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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常委林润：

优化待遇政策
帮助台胞“人尽其才”

省人大列席代表姚道锡：

创新侨务工作
做好“侨”的文章

民进福建省委会：

保护摩崖石刻
留存地方记忆

海都讯（记者 林涓）
福建是著名的侨乡，拥有
丰富多彩的华侨资源。华
侨文化在福建也有着悠久
的历史，承载着华侨文化
的不仅有侨批、华侨建筑
等，还有许多著名的闽籍
华侨代表和他们为家乡
为祖国无私奉献的感人
事迹，以及千千万万普通
华侨在异乡艰苦奋斗的
故事。他们身上的坚毅、
勤劳、创新和诚实的品
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
仅要保留这些珍贵的文
化遗存，而且要深入挖掘
华侨文化的精神内涵，用
多样的文艺形式表达出
来，讲好侨乡故事、华人
故事。”福建省人大代表、
福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
席李式耀结合自身的工
作，就如何深入挖掘、发
展福建华侨文化提出了
自己的观点。

李式耀建议，首先要
深入挖掘福建华侨文化的
内涵和价值，融入艺术作
品。福建人有自己独特的
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如
语言文化、节庆习俗、宗族
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
化、妈祖民间信仰等，歌仔

戏、南音、福州评话等艺术
形式在福建华侨中也广受
欢迎，这些文化与信仰在
海外华人中得到了很好的
传承和发展，也是他们与
祖国联结的重要精神纽
带。除了文化，还有像陈
嘉庚等一批著名的海外华
侨代表人物，他们靠着自
己的勤奋和才智，不仅在
当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更是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
的经历也是福建深厚文化
的体现和中国精神的传
承。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相
关作品时要充分考虑、合
理利用这些独特的元素，
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作品
中。

其次，要通过不同的
形式和角度展现福建华
侨的历史和文化，弘扬福
建华侨精神。如歌仔戏
《侨批》获得了中宣部第
十 六 届“ 五 个 一 工 程 ”
奖，“家在福清”音乐组歌
专场晚会赴印尼演出得
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
迎。此外，还可以从文
学、美术、音乐剧、话剧、
大型户外实景演出等不
同的艺术形式来创作华

侨文化作品。
同时，要利用各种媒

体和渠道，加强对福建华
侨文化的宣传和推广，提
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通
过举办文化节、艺术展、学
术研讨会等形式，加强与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交流
与合作，共同推动华侨文
化的发展。借助国际友好
城市等平台，开展与海外
文化机构的合作，共同推
广福建华侨文化。通过设
立华侨文化传承基地、培
训课程等方式，培养一批
具有福建华侨文化知识和
技能的传承人才，为福建
华侨文化的发展提供人才
支持。

省人大代表李式耀：

深入挖掘
讲好华侨故事

姚道锡

李式耀林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