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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两会正在举行，来自泉州企业界的代表委员关注多个领域。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关注领域涵盖提振消费、产学研融合、体育

赛事经济、青少年身心健康以及传统产业升级等。
全国人大代表、盼盼食品集团总裁蔡金钗关注的领域涵盖推进药食同源产业健康发展，支持以泉州南翼高

新区为核心区建设两岸（厦泉金）合作发展区等。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为赓续炎黄血脉，传承中华
文明，助力南洋华裔跨越山
海寻根脉、连乡情，3 月 5
日，记者从泉州有关部门获
悉，“一键寻根”智慧服务平
台在网络平台上线，只要点
击“一键寻根”，即可开启

“归乡之旅”。
据介绍，这个承载着乡

愁记忆的数字桥梁，共划分
六大功能专区、十八项智慧
模块，在这里市民群众只要
轻触即可溯源姓氏脉络，在

线修谱联结血脉亲情。
“一键寻根”是平台的

核心功能。记者打开该平
台见到，该功能融合姓氏文
化、谱牒方志、地名碑名、海
内外侨情、重点侨村影像、
侨谱档案等寻根相关数据，
实现数据关联。平台对收
集到的所有内容提供了全
文检索，包括普通搜索和高
级搜索功能。

基于寻根数据库资源，
平台还提供综合寻根服务，
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

工智能算法，可快速搜索定
位族谱、汇总展示各类信
息，系统展示上下五代和全
系族谱关系树架构。同时，
可以查看数字化族谱，并定
位到搜索人物在族谱中的
具体世系、人物信息，展示
相关信息，比如文献、家乡
村落等综合信息等，也将检
索并展示出来。

寻根申请模块，则是对
于海外华侨华人、归侨侨眷
等用户有寻根需求的，提供
了线上寻根申请功能，并提

供专业化的线下寻亲服
务。“若在网站上查询不到
自己的相关信息，可在网站
上发起寻根申请，并可实时
关注寻根进度，工作人员在
确认寻根真实性后，将协助
寻根人员进行线上线下寻
根。”泉州市侨联相关负责
人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互动体
验区，由寻根故事、族谱查
阅、个人空间、姓氏空间、
寻亲园地、在线修谱、研究
文献组成。该区域给用户

提供了门户的高频互动功
能，用户可以快捷进入各
自功能，进行个人与家族
成员的互动交流。其中，
在线修谱平台可以为注册
用户提供专业的修谱系
统，家族或宗亲组织可以
通过该系统在线进行家族
族谱的编纂。研究文献为
用户提供平台文献的查阅
和浏览，助力寻根服务和
地方文化推广。

而文献数字馆区，则
集中展示了泉州地区可公

开的部分数字化族谱信
息，并供注册用户查询和
阅览。另外，还有新闻资
讯区，主要展示最新的侨
界资讯、涉侨法规、捐赠信
息，方便海内外侨胞了解
相关政策法规和家乡资
讯。

招商引资区，则对接泉
州市商务局与泉州市招商
办，提供泉州地区投资指
南、政策汇编、招商项目、投
资咨询等服务，吸引海外侨
胞返乡投资、创业。

泉州企业界代表委员关注多个领域
全国政协常委丁世忠关注提振消费、体育赛事经济等；全国人大代表蔡金钗关注推进

药食同源产业健康发展，支持以泉州南翼高新区为核心区建设两岸（厦泉金）合作发展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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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一键寻根”开启“归乡之旅”
“一键寻根”智慧服务平台上线，可发起寻根申请，实时关注进度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
重视药食同源产业的发
展，特别是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深入实
施，国民健康意识显著增
强，对药食同源产品的需
求日益增长。

药食同源产业蓬勃发
展的同时，仍然存在诸多
困难和挑战，比如，基础研
究不足、消费认知不清等
问题。为此，蔡金钗代表
建议：一是鼓励产学研平
台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二是完善监管体系，保
障行业有序发展；三是加
强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健
康素养。

产学研平台是推动
药食同源产品创新与产
业 化 的 重 要 载 体 。 为
此，他建议政府加大对
药食同源领域产学研平
台的支持力度，鼓励高
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
作，建立高水平、开放性
研发服务平台。通过设
立专项基金、搭建信息
共享平台等措施，激励
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加速药食同源
科 技 成 果 的 转 化 与 应
用。同时，推动建立药
食同源产品标准体系，
包括原料标准、生产工

艺标准、质量标准等，提
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
加值，为药食同源产品
的产业化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泉州市委、市政府作
出加快泉州南翼高新区开
发建设的战略部署。对
此，蔡金钗代表建议：鉴于
泉州南翼高新区优势明
显，为深化两岸（厦泉金）
合作发展区建设，落实好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建议
相关部委支持以泉州南翼
高新区为核心区建设两岸
（厦泉金）合作发展区，并
在基础设施联通、空间要
素保障、产业协同发展等
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目前，传统产业在我国
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80%，
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
主阵地，在丁世忠看来：

第一，应坚持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最
大限度地利用自身潜能和
优势，精心选择发展赛道，
实现错位发展；第二，推进

“大院大所+中试平台+应
用场景”转型；第三，坚持

发扬企业的首创精神，突
破传统观念束缚，追求突
破性创新；第四，充分利用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
希望中央出台相关政策，
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与传统

产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共同研发适用于传统产业
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解决方
案；第五，强化链主企业在
产业链协同转型升级中的
引领作用。

丁世忠：
蔡金钗：

建设产学研平台
推动药食同源产业创新

N海都记者 沈舜枝

挖掘体育流量价值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近年来，国人消费升级方兴未艾，在“晋江经验”指导下，众多国货品牌通过

科技赋能，在供给侧创新发力，承接起国人消费升级的重任。丁世忠认为应从供
需两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

第一，国货品牌要心无旁骛做好产品，主动承担起从供给侧更好满足群众消
费升级需求的重任；第二，通过政策赋能优质国货品牌的方式进一步做大做强国
内大循环，以“质价比”为抓手提升国货品牌意识，助力更多质优价实的国货品牌
成为消费者的第一选择；第三，加大市场监管特别是网络平台监管，加强知识产
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第四，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
入，加强社会保障，改善预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
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学习和落实这一精神，丁世忠认
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关键抓手，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
世界一流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针对当下产学研融合
发展现状，丁世忠的看法
是：

第一，进一步加强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顶层机制

设计，明确企业参与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的机制，形
成科技研发项目“企业出
题—政府立题—科研机构
答题—企业落地—用户满

意”的政产学研用闭环机
制；第二，国家层面尽早出
台支持创新联合体建设的
指导性文件；第三，建立高
价值科技成果评价和识别

平台；第四，行业领军企业
要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的融通创新；第五，引导
企业学会并运用 ISO创新
管理体系国际标准。

作为与中国体育产业
共同成长 30余年的长期从
业者，丁世忠认为：

第一，应进一步引进
高水准国际性体育赛事，
通过高质量比赛拉动赛事
相关经济发展，促进线下
消费，将不断增长的体育
流量变为日益升级的经济
增量；第二，鼓励各省市培

育、开发原创体育赛事 IP，
并在场馆租赁、安保协调
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支
持与协助；第三，汲取国际
大型体育赛事管理经验，
加强对大规模群众赛事的
组织管理特点与规律的研
究，建立健全我国体育赛
事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
准，有力支撑体育赛事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
研究表明，严格落实国

家关于体育课、课间活动及
课后体育运动等重要体育教
育纲要，推行幸福体育，树立
体育的幸福观，是破解青少
年学生身心健康难题的关
键。丁世忠对此的看法是：

第一，在教育体系内，
自上而下推动心理健康与

体育教育相结合；第二，在
体育教育中，推广个性化设
计运动内容；第三，在教育
考核体系中，建立定期评估
与反馈机制，使学生体验到
自身运动表现提升带来的
成就感与幸福感；第四，在
课堂教学外，倡导和鼓励家
庭、社区与学校协同合作，
共同营造积极的运动氛围。

形成科研项目政产学研用闭环机制

开发原创体育赛事IP 树立体育幸福观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

丁
世
忠
（
中
新
社
图
）

蔡金钗（企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