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福建省人民政府官网了解到，3月 11日，福建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设置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的通知。

通知显示，教育部已研究同意设置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学校标识

码为 4135014896。通知要求福建省教育厅按照《教育部关于同

意设置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的函》要求，落实好各项工作。

冶该函件显示，福建福耀科技

大学为民办普通本科学校，定位

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紧紧围绕国

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突

出理工和科技，着重开展制造业

科技创新研究，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由福建省领导和管理。

学校专业设置按教育部有关

规定办理，教育部同意首批设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

程、车辆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四个普通本科专业。学校全日制

在校生规模暂定为 8000人。
教育部要求福建省加强对

学校的指导和支持，督促举办者

进一步加大办学投入，引导学校

按照“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

国际化”办学定位，聚焦服务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发展，大力推进产教融合、科教

融汇，集聚一流师资，打造一流

学科，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

成果，积极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

办学模式，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办学许

可证信息显示，该学校举办者为

河仁慈善基金会，学校类型为全

日制普通本科学校，办学内容为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校长由曾

担任过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的王

树国担任。

据了解，2021年 5月，福耀
集团创始人曹德旺正式宣布，计

划投资 100亿元兴建“福耀科技
大学（暂名）”，表示要办一所中

国独一无二的大学。学校选址在

福州高新区南屿流洲岛，总占地

约 1286亩，定位为聚焦制造业
高端技术短板，努力建设成为新

型应用研究型高水平大学。

2022年 5月，福耀科技大学
（暂名）获批开工。首期规划建设

34栋大楼，总建筑面积约 87万
平方米。同年 11 月 19日，福耀
科技大学（暂名）首栋楼———明

德堂及行政楼建成封顶，建筑面

积为 3.44万平方米；其余 33座

建筑随后陆续封顶。

2023年 1月，曹德旺通过《公
益时报》对社会各界关切的有关

福耀科技大学（暂名）的问题进行

了回应。在题为《正在创办的福耀

科技大学追求目标———世界一流

的理工科综合性大学》的回应文

章中，曹德旺对福耀科技大学的

战略定位、愿景与使命进行了全

面阐述。他在文章中介绍，河仁慈

善基金会负责每年给学校提供 5
亿元资金，时间为大学开办后的

第一个十年（2024年 1月至 2033
年 12月），资金来源于已捐 100
亿元基建未用完资金。

2023年 8月 9日，福耀科技

大学（筹）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并选举产生新的领导

班子。经理事会投票选举，曹德

旺当选理事长，王恩哥当选副理

事长，张福利为秘书长。同时，会

议决定聘请中国科学院梅宏院

士为福州市福耀高等研究院/福
耀科技大学（筹）校长。会议还审

议研究了《大学章程及办学方

针》《大学 2023 年 8-12 月份工
作计划》等重要议题。

2024年 3月 25日，福耀科
技大学（暂名）召开第一届理事

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同意梅宏院

士辞去福州市福耀高等研究院

院长/福耀科技大学（暂名）校长

职务，并邀请其继续担任福耀科

技大学（暂名）理事；会议同意增

补王树国、孙芳仲为福耀科技大

学（暂名）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聘

任黄绍庆担任理事会秘书长；会

议征得王树国理事同意，聘请其

担任福州市福耀高等研究院院

长/福耀科技大学（暂名）校长。
2025年 1月 13日，教育部网

站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

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福建福

耀科技大学等 14所学校。公示信
息显示，该校正式名称确定为“福

建福耀科技大学”。同月，福建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在福州召开，福建省省长赵龙作政

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2025年，
支持闽江学院更名闽江大学、福建

福耀科技大学开办招生、黎明职业

大学等高职院校升格本科。

曹德旺说，“发宏愿报国、报

恩，济世为民，这是我捐资办学

的动力基础。”事实上，企业家捐

资建大学已成为近年来的一个

现象级事件，这一方面反映了社

会发展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

极大需求，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

了企业及企业家在积累了巨大

财富后，对财富分配方式的深入

思考，其回馈社会的方式在不断

转型升级，并且在企业家群体中

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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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提出，到 2030年 15岁以上人
群吸烟率降到 20%。调查数据显
示，2022 年我国 15 岁及以上人
群吸烟率为 24.1%，这意味着，未
来 5年，吸烟率再降 4.1%。
“我们还能做什么？”近日，

在一次由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

主办的“控烟与健康”研讨会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

主任肖琳迫切提问。肖琳坦言，

“吸烟率想下降 1%，是件不容易
的事情，我们离 2030控烟行动
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关注儿

童、青少年控烟是破题的重要方

向。可是，近年来“烟卡”、电子烟

在青少年中流行，为青少年控烟

工作增添了阻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会内外

都有关注控烟的声音。做了 16
年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全国政协

委员、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制作人刘洪悦对此感同身受：

“我们在分组讨论时，谈及青少

年健康发展，有不少委员提到了

青少年收集‘烟卡’等社会现

象。”她认为，推动中国吸烟率持

续下降，青少年是关键人群，控

烟要提升全社会的重视程度和

普及力度。

“我希望全社会能够关心这

个社会议题，守护青少年的健康

权利。”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频频认为，

社会应该倡导“吸烟行为去正常

化”。“烟草本来是有害物质，但

是现在的烟草制品的精美包装，

用色彩、图形等设计吸引消费

者，弱化了烟草制品带来的危

害，这便在无形之中大大提升了

青少年尝试吸烟的概率。”

近年来，有不少城市要求持

续加强对烟草、烟草制品及变相

烟草广告（含电子烟等新型烟草

制品广告）的监测、监管和执法。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对禁止发布烟草广告的媒体、媒

介做出了明确规定，但一些影视

作品、互联网营销内容中仍散发

着“浓浓的烟味”。

刘洪悦表示，未成年人对于

烟草的甄别意识不清，随着青少

年触网率的提升，影视剧作品或

社交媒体热搜中频繁出现社会

公众人物吸烟的画面、话题，会

对未成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负

面影响，甚至可能加剧未成年人

跟风效仿的行为。

她强烈呼吁，影视剧作品树

立正确导向，“在影视剧作品中，

是否考虑不展示吸烟镜头，或对

吸烟画面进行模糊处理。”

不仅如此，考虑到媒介传播

的“曝光效应”，刘洪悦建议加强

地铁、交通、楼宇广告等公共大

屏，以及视频平台对于控烟的宣

传力度。“可以制作有震慑力的

科普内容，像交通安全警示片一

样制作控烟主题纪录片，并在有

公信力的平台上进行展示，精准

推送，增加控烟科普频率。”刘洪

悦说，全社会应该形成常态化的

控烟科普宣传，将烟草预防的关

口前移。

结合此前的调查研究，肖琳

特别提到了电子烟带来的不利

影响。“2022年政策调整后电子
烟使用率有所下降，但青少年使

用率仍需关注。”她说。

如今，互联网上精准的烟

草营销策略正在对青少年进行

着一场无声的“入侵”。“比如，

有一些公众号打着‘希望年轻

人勇敢尝试’的口号，吸引青少

年的认同，我们应该如何应

对？”肖琳担忧。

“电子烟同样伤害身体健

康。社会和商家不要美化电子

烟，青少年在互联网上购买电子

烟是否会有严格的监管？”刘洪

悦持有同样的疑虑。

“吸烟是一种危害健康行

为，不应该用任何积极美好的词

语去粉饰。”郑频频解释，目前，

我们正在大力倡导无烟文化，把

吸烟行为去正常化。

她表示，从 2012年到 2022
年这 10年的时间，从全民健康
素养的提升，到全国各地积极推

行无烟政策的落地，公众对于吸

烟的态度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人们把不在孕妇和儿童面前吸

烟作为基本共识，控烟政策的落

地有效减少了吸烟行为，削弱了

烟草作为社交的属性。”郑频频

认为，社会各界要利用好健康教

育阵地，不断启发青少年抵制烟

草诱惑的意识，让“青春很贵

烟草不配”的无烟文化成为一种

新时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理事杨洋谈道，青少年控

烟的另一方面，要正向培养青少

年积极健康的生活习惯，让青少

年内心充实，从文艺体育等兴趣

爱好中获得快乐，而不是追求烟

草带来的感官刺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

廖艳辉表示，近期她接诊的未成

年人，吸烟的诱因都与心理健康

问题有关。“他们或多或少在生

活或学习上感到压力和不快，试

图通过吸烟找寻出口，有些人吸

烟时间不长但吸烟量大，发现身

体出现问题主动选择就诊，但大

多数未成年人是吸烟行为暴露

后被动就诊。”廖艳辉表示，大量

的研究证明，长期抽烟特别是吸

烟成瘾，会对人们的精神状态和

心理情绪造成损害。

此前有不少专家表示，在未

成年群体中，烟卡的流行有着更

为复杂的心理原因。刘洪悦特别

呼吁，消除“烟卡”行为既要有

“硬约束”，又需要“软关怀”，用

其他教育方式满足孩子们需要

关注、需要认可的心理需求。

她建议，学校可以更早地对

低年级同学开展控烟教育，设置

“小小控烟大使”“控烟宣传小标

兵”等奖项，让小朋友作为宣传

员，劝阻身边有吸烟行为的家长

戒烟或减少吸烟量，从而降低家

庭二手烟带来的危害，防止因内

外部因素导致的青少年尝试吸

烟率反弹。

“控烟传播应不拘泥于知识

的传播，而是致力于提升公众的

控烟素养和能力。”郑频频表示，

青少年应该成为无烟环境的倡

导者和无烟文化的缔造者，推动

无烟家庭的建设和无烟社会的

形成。 渊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冤

未来五年吸烟率再降 4.1%袁青少年控烟能做什么钥

2024年 3月 25日袁福耀科技大学渊暂名冤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召开袁王树国渊左冤与曹德旺握手渊图片来源院福州市福耀高等研究院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