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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
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说，“我最大
的心愿，就是大家都能欢欢喜喜过好年”。

过去的贫困村有变化吗？昔日的贫困
户怎么过年？

19 日，记者驱车从清流县城出发，顺
着蜿蜒的山路来到嵩口镇沧龙村，脱贫户
李永生一家正忙着贴春联、做豆腐，小院
里年味浓浓。

“ 脱 贫 致 富 不 忘 党 水 美 鱼 肥 奔 小
康”大门上，一副火红的对联格外亮眼；
拉 开 冰 箱 ，鸡、鸭、鱼、猪 脚 …… 年 货 满

满当当。
老李说，这副对联是他们一家的心里话。

“以前过年，肉都吃不上，现在天天都
是过年。”脱贫后，李永生家购买了液晶电
视和双开门的大冰箱。今年 50 岁的李永
生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母亲患有严重的
腰椎间盘突出，父亲有前列腺病，全家的
生计只靠几亩水稻。

“过去因为家人生病，欠下十几万元
的 外 债 ，又 没 有 固 定 收 入 ，生 活 非 常 艰
难。”李永生说，自己时刻都想改变现状，
可是找不到办法。

2016 年，脱贫攻坚战役打响，李永生
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干部不仅
给他带来了好政策，还帮助他重新树立对
生活的信心。

得益于好政策，沧龙村的渔业产业不
断发展壮大。通过“大户带小户”“党员带
贫困户”等途径，共带动渔业养殖户 174
户，养殖面积 3500亩，产值 3500万元。

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就在这一
年，李永生养了 6 亩的鱼塘，同时还在村
里做保洁员，每月有固定的 1000 元收入，
申请下来的特殊病种补助、5 万元贴息贷

款、帮扶基金……一项项扶贫政策帮助这
个困难的家庭走出了贫困。

当记者问起脱贫后的日子，李永生打
开了话匣子：“多亏政府的扶持，日子越来
越好。现在，孩子在读大专，比较懂事，家
里该有的都有了，生活更有了奔头。”

李 永 生 家 的 变 迁 仅 是 缩 影 。据 悉 ，
2022 年 度 ，清 流 县 全 县 脱 贫 户（含 监 测
户）为 950 户 2992 人，人均收入比 2021 年
增长 12.04%。溪鱼、鲜切花、豆腐皮等特
色产业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产业抓手。

老区生活 更有奔头
□本报记者 方炜杭 通讯员 杨颖

除夕清晨，虽然飘起小雨，弥漫着一
丝寒意，但是在厦创业的台青邱政芬和丈
夫魏腾还是起了个大早。7 点搭上地铁，
十几分钟后，他们和朋友来到了厦门最具
人气的海鲜市场——八市。

“在台湾过年时，除夕我们会到庙里
拜拜抢头香。今年留厦过年，我们也想体
验一下当地的年味。听说八市很有名，所
以决定来逛逛，也为晚上的年夜饭准备食
材。”邱政芬说。

去年 7 月，在朋友的推荐下，邱政芬
夫妇在鹭岛厦门注册了设计公司，入驻湖
里汇元台青基地，开启了大陆创业梦想。
今年春节，也是夫妻二人在大陆度过的第
一个春节。

“虽然离开家乡，却不觉得孤单，这里
的年味和台湾很像。”一走进八市，邱政芬
就被这里浓浓的烟火气和喜庆的节日氛
围吸引。

摆满海鲜水产的摊位前，老板讲着一
口熟悉的闽南语；琳琅满目的各色水果，
品类比台湾还要丰富；色彩艳丽的彩灯和
红红火火的春联让人眼花缭乱；香气四溢
的小食店里，既有台湾节日必备的发糕、
萝卜糕，也有独具闽南特色的五香条、花
生汤……边逛边吃，几个小时的采购，邱
政芬收获满满。

今年的除夕夜，邱政芬夫妇和同在台
青基地创业的朋友们一起聚会，享受一顿

丰盛的海鲜火锅年夜饭，还要通过视频连
线与台湾的家人亲友“云拜年”。春节假
期，也安排得满满当当。“除夕前夕，我们
参加了湖里区举办的留厦过年台胞围炉
活动，和上百名台胞台青一起茶叙围炉、
喜迎新春。接下来几天，我们也想趁着春
节在厦门及周边城市多走走多看看。”邱
政芬说，厦门的鼓浪屿、沙坡尾有很多特
色小店和独特的城市风景，对于从事设计
创意行业的他们是很好的灵感素材。

大陆创业半年多时间，邱政芬和丈夫
最大的感受是，市场大、节奏快。在夫妇二
人看来，新的一年也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
一年：“入驻湖里汇元台青基地后，政府部
门给了我们很多政策和贴心的服务支持，
帮助我们链接资源、开拓市场。大陆有很
多企业，品牌意识也很强，市场机遇很多。
我们正在计划扩充团队，今年，有信心让
创业项目加速走上正轨。”

留在鹭岛过福年留在鹭岛过福年
□廖丽萍 文/图

21 日 ，农历除夕 。
晚上 7 点刚过，在位于
平 潭 苏 平 片 区 国 彩 村
的 两 岸 青 旅 ，富 贵 蹄
膀 、五 花 肉 、肚 包 鸡 等
台 湾 佳 肴 早 已 摆 满 桌
面，10 多名两岸同胞围
坐一起，觥筹交错。

台 胞 林 坤 纬 正 在
厨 房 忙 活 ，作 为 掌 勺

“大厨”，他一连准备了
十 余 道 拿 手 好 菜 。“ 准
备好好秀一手，给大家
烹 煮 一 桌‘ 岚 台 ’混 搭
年夜饭。”

林 坤 纬 来 自 台 湾
台北，这是他第五年留
岚 过 年 。如 今 ，林 坤 纬
在平潭不仅经营着 6 家
特色民宿、2 间餐饮店，
还 成 立 了 一 支 专 业 化
的民宿运营团队，广纳
两岸民宿人才，在国彩
村 等 地 打 造 两 岸 特 色
乡村民宿群，事业版图
越做越大。

来岚多年，林坤纬
对 平 潭 广 阔 的 发 展 机
遇、热情好客的百姓留
下了深刻印象，早已将
这 里 当 作 自 己 的 第 二
故 乡 。性 格 外 向 的 他 ，
还 在 平 潭 结 交 了 不 少
朋 友 。春 节 前 夕 ，当 他

得知今年有不少两岸民宿业者留在平潭过
年，便决定邀请他们共享年夜饭。

“干杯！祝愿新的一年万事如意、福气
满满！”大家聊着家常、谈着生意，共话新年
新愿景。席间，林坤纬谈起了在平潭过年的
感受：“两岸好朋友相聚一堂，有一种家的
感觉。”

饭桌那头，台胞王俊轴刚跟家人通完
视频，马上接过了话头：“这是我第一次在
平潭过年，温馨又美好，丝毫不感到孤单。”

平潭与台湾一衣带水，已成为台胞创
业、就业、生活的乐土。仅去年，新增台资企
业 111家。

夜 幕 渐 深 ，台 胞 邓 信 良 结 束 了 年 前
最 后 一 天 的 工 作 ，终 于 吃 上 了 热 腾 腾 的
团圆饭。

邓信良是台湾新北人，在平潭经营台
湾牛肉面店已近四年。“平淡、幸福”，是他
对过去一年最深刻的感受。“得益于平潭的
惠台政策，孩子可以就近入读公立学校，面
馆生意蒸蒸日上，日子越过越有‘福’。”邓
信良告诉记者，来平潭打拼是对的选择。

这个春节，邓信良选择和家人留在平
潭过年。春节期间，他还打算带着妻儿去周
边城市转一转，感受各地不同的新年氛围，
放松身心。“希望家人身体健康，面馆生意
兴隆！”说起新年愿望，邓信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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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八市，邱政芬夫妇收获满满。

福润万家

（上接第一版）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自

1993 年起，军门社区的爱心年夜饭已持续 30年。今年，社区还为
老人们精心准备了玉兔包，寓意兔年吉祥。

迎新春，庆团圆，一桌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消除了孤寡独
居老人的孤独感，让他们心里感觉很温暖。在军门社区，这样热
闹的活动远不只一场年夜饭。

每逢拗九节、重阳节等孝顺老人的节日，军门社区都会为老
人们专门举办庆祝活动。去年重阳节，军门社区请来酒店大厨，
为老人们现场制作特色菜肴“韭九重阳”（韭菜九层粿），还请来
福州评话伬艺传习所的艺术家现场表演，让老人们既吃了美味
大餐，又享受精神大餐。

“每次办活动，我们都会为社区 70 岁以上老人准备一份
长寿面和太平燕。有的老人从 60 多岁就开始期待，年年盼。”
谢榕说，因为对社区敬老工作非常满意，有的老人把福州人耳
熟能详的口头禅“七溜八溜，不离福州”，改成了“七溜八溜，
不离军门”。

解难题，长者食堂老有所依
居住在军门社区的老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孤寡独居的空

巢老人，“吃饭难”问题是普遍困扰他们的一件头疼事。
2009 年，军门社区就花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为部分老年人

提供助餐服务。过去，由于餐厅容量有限，只能让 80 周岁以上的
老人在这里用餐。为了服务更多老人群体，军门社区积极想办
法、找场所、扩容量。去年 8 月，升级后的社区“长者食堂·学堂”
开门营业，面积增加到 160多平方米，可以为 60周岁以上的老人
提供助餐服务。

全新升级的“长者食堂·学堂”，用餐更方便、菜品更丰盛、选
择更多样，每天中午有 100 多位老人光顾。同时，为提高场地利
用率，长者食堂在非用餐时间增加功能，兼顾老年人文体娱乐等
需求。

93 岁的独居老人林瑞珍，儿子在外省工作。每天上午，她都
会来到长者食堂，做做手指操；午饭后，玩玩福州传统的四色牌，
晚年生活有滋有味。去年，长者食堂因为疫情暂停堂食一段时
间，社区工作人员每天上门为她送上热乎乎的饭菜。“很幸福
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林瑞珍老人不时发出这样的感慨。

为老人解难题的工作，军门社区工作人员从年头忙到年
尾，天天都在做。既解决老年人的共性难题，也解决一家一户
的具体困难，让每一位老人都不为晚年生活发愁。今年“两节”
期间，军门社区扶助慰问孤寡独居老人等 163 人次，发放慰问
金 5 万余元。

家住军门社区的蔡香梅老人，在孙子 2 岁时，儿子去世、儿
媳改嫁。祖孙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军门社区积极
联系共建单位，为她的孙子提供学业资助。在社区帮助下，蔡
香梅老人坚强生活，孙子勤奋努力，去年考上了福建医科大学
研究生。

办实事，照料中心老有所乐
2009 年，军门社区率先成立福州市首个居家养老服务场

所。近年来，针对社区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特点，军门社区
将原来的场所改造提升，打造出 2000 平方米的养老服务照料中
心，不仅扩大了面积，还实现了 24小时为社区老人服务。

“老人在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活动的地方，累了有按摩椅、按
摩床，每个星期讲一次福州评话。每月的最后一天，会给老人过
集体生日，一起吃生日蛋糕、长寿面。每月的 15 日，是老人们‘吃
大餐’的日子，到聚春园酒店，吃最正宗的福州菜……”谢榕说，
军门社区为老人们办的实事，一件一件又一件。

2015 年，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如何”重要指示，林丹
在军门社区开创了每月 10 日的“居民恳谈日”，打造畅通居民诉
求的新平台。通过“居民恳谈日”听取群众意见，军门社区又办成
了老旧楼梯加装电梯、增加适老化设施等更多实事。

“森林公园的樱花开了，带我们去看花吧”“西湖公园又有菊
花展了，带我们去赏菊吧”“天气太热了，带我们去鼓岭避暑
吧”……谢榕介绍，无论是“居民恳谈日”还是平常工作中，经常
碰到老人们拉住林丹的手，向她诉说着一项又一项心愿。

老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林丹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奋
斗目标。比如，在听到老人想看樱花的愿望后，林丹多方联系，
找来两辆大巴车，组织社区志愿者全程服务，让老人们的心愿
得以实现。

老人们的福气，不只在军门社区。近年来，福州市鼓楼区聚
焦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做好助老、敬老、爱老服务，已建成
74 家“长者食堂·学堂”，在全国率先实现社区全覆盖。2023 年，
鼓楼区将加快建设“一刻钟”社区养老服务圈，提升数字服务适
老化水平,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让生活在有福之州首善之区的
老人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一桌年夜饭，温暖老人心

本报讯（记者 郑璜） 春节临近，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里一
片忙碌，百余名工作人员身着统一工服，分拣区、打包区、装运区
有条不紊，葡萄酒、化妆品、保健品等“洋年货”从这里陆续发往
国内各地，为万家增添“年味”。

“海关提前向我们了解新春促销计划和通关需求，保障年货
包裹及时快速出库，应对新春跨境电商业务高峰。”福建有好货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业务总监俞安辉预计，春节期间，平潭跨境
电商园保税进口商品出区可达 30万单，同比增长 15.4%。

这延续了 2022 年福建跨境电商健康快速发展势头。根据海
关统计数据，2022 年 1—12月，福建省经海关监管的跨境电商出
口、进口、进出口规模均实现同比 20%以上增长，均高于全国增
速。其中，出口 1286.4 亿元，同比增长 21.1%，高于全国 9.4 个百
分点，对福建外贸出口贡献度达 10.6%。进口 72.1 亿元，同比增
长 43.3%，高于全国 38.4 个百分点。进出口 1358.5 亿元，同比增
长 22.1%，高于全国 12.3个百分点。

此外，去年省内企业新增海外仓 35 万平方米，总面积超
180 万 平 方 米 ，居 全 国 前 列 ，分 布 在 35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年 配
送 跨 境 电 商 货 物 零 售 价 值 超 千 亿 元 ，成 为 我 省 跨 境 电 商 企
业 融 入 海 外 零 售 体 系 的 重 要 支 撑 。目 前 全 省 设 立 跨 境 电 商
海 关 监 管 场 所 22 个 ，面 积 近 15 万 平 方 米 ，全 省 已 建 成 各 类
跨 境 电 商 园 区 超 过 140 个 ，园 区 功 能 日 益 完 善 ，产 业 承 载 能
力持续提升。

不断完善的物流通道是跨境电商发展的支撑。目前我省多
式联运的国际物流通路已逐步贯通，“丝路海运”联盟成员已超
过 270 家。省内相继开通了至欧美主要国家的洲际货运航线，厦
门—汉堡、武夷山—阿拉木图、泉州—莫斯科中欧班列畅通亚欧
大陆。平潭台北快轮、福州对台跨境电商专线、厦门“中远之星”
实现与台北港、高雄港、台北桃园机场无缝对接，成为大陆对台
最稳定的通路。

去年福建跨境电商
增速超20%

①新春佳节，平潭通过挖掘、提炼体现“福”文化和“两岸”元素
的诗词名句，做成灯条垂挂在平潭市民广场的步道两旁，瞬间变成
特色文化景观。图为夜幕降临时，文化“福道”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纷纷来此打卡留影。 本报记者 程枝文 通讯员 念望舒 摄

②除夕，罗源县霍口畲族乡福湖村村民一起剪“福”字、贴窗花
庆新年。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黄佳文 黄益辉 摄

③21 日，漳州海警局执法员在执勤间隙，向全国人民送上新
春祝福。 本报记者 游庆辉 通讯员 蔡晓晔 摄

②②

①①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