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戴敏 通讯员
陈天长） 近日，我省各地城隍庙文化
交流团与台湾花莲城隍文化交流团
欢聚长汀县城隍庙，共同举办以“汀
台城隍 祈福平安”为主题的文化交
流活动。

其间，海峡两岸城隍文化交流团

通过参观汀州试院、卧龙书院，两岸书
画名家现场创作，夜游汀江等活动，进
一步促进海峡两岸城隍文化交流。

始建于唐大历年间的汀州府城
隍 庙 是 当 地 最 古 老 的 寺 庙 之 一 ，已
有 1200 多 年 历 史 ，也 是 我 省 现 存 规
模最大的城隍庙。

城隍文化交流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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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2018 年，浦城县牛鼻山探沟出土

了大量农耕生产用具，并出土了部分

谷粒标本，经鉴定为距今 5300 年的谷

粒遗存，是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水稻

标本之一，证明了浦城县牛鼻山是闽

北农耕文化起源地之一。清乾隆嘉庆

间，九牧镇黄碧洋的汪处村种植的浦

城当地品种“清流早”粒大、韧性强、味

香，曾被选为贡米。

以 浦 城 大 米 为 食 材 加 工 制 作 的

小吃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有珍珠粿、

灯盏糕、临江大饼、铁炉粉干等具有

乡村特色的美食和风味小吃，让人回

味无穷的“小密包酒”的原材料也是

浦城大米。

稻科技为稻产业赋能

为确保粮食安全，提高农民种粮

积极性，浦城县从“增产增收”“提质

增效”两方面发力。实施粮食生产功

能性建设，从创新轮作模式、推广再

生 稻 全 程 机 械 化 上 提 高 产 能 ；从 品

种选育、品质提升、品牌创建上提质

增效。

培育精选种源，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 。引 进 福 建 双 海 种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等 24 家 种 子 企 业 ，实 现 制 种 面 积

3.85 万 亩 。经 多 年 试 验 示 范 ，筛 选 出

“ 福 香 占 ”“ 明 1 优 臻 占 ”等 优 质 稻 品

种进行推广种植。目前，全县良种覆

盖 率 达 98% 以 上 、优 质 率 达 82% 以

上 ，为 申 报 创 建 国 家 级 制 种 大 县 奠

定基础。

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浦

城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

已经完成 39.45 万亩高标准农田基础

上，集中连片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

并对中、低产田按缺什么补什么进行

提质增效改造。以入选全国整区域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县为契机，进

一步完善农田建设工作机制，加快推

进灌排化、机械化、田园化、生态化、

数字化。力争在全国实现整区域推进

永久性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全面提升农田机械化程度。至目

前 ，全 县 农 田 流 转 率 达 50.30%，机 械

化程度达 81.47%。

大力推广再生稻种植。浦城种植

再生稻有 30 多年历史，长期开展再生

稻集成技术的攻关探索，再生稻种植

水平国内领先，主要集成技术于 2016
年在 CCTV-7 播出向全国推广，近年

来再生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2022 年

种植 6 万亩，面积居全省首位。为发挥

优势，大力推广再生稻产业发展的模

式和集成技术，全面释放和挖掘再生

稻扩种面积潜力，推动再生稻绿色高

质量发展，编制《浦城县再生稻高质

量发展白皮书》准备发布。大力推广

再生稻全程机械化“三保两促一攻”

（保根、保芽、保稻桩、促再生分蘖、促

熟期一致和攻亩产吨粮）绿色丰产高

效栽培技术。充分发挥谢华安院士专

家团队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再生稻科

技小院的科技引领作用，选派水稻种

植、大米加工等领域技术人才 100 多

人深入田间地头、经营主体，开展科

技服务促农耕活动，农技干部走村入

户，按种植规程要求，组织再生稻种

植、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

秸秆还田、农膜回收等技术培训，做

好科技服务。谢华安院士团队牵头组

织制定《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技术

规 程》，推 动 科 技 成 果 高 效 转 化 。同

时，为有效保障粮农利益，浦城县先

行先试，在推进水稻种植政策性保险

基础上，对再生稻生产增加 2 项叠加

保险。

稻品牌为稻产业提质

为塑造“浦城大米”品牌，浦城县

在品质管控、品牌宣介、品牌运营上下

功夫，制定严格生产标准，建立溯源防

伪追溯体系，借力省标准化研究院专

业力量，制定出台了浦城大米团体标

准，全面落实“三确一检一码”，构建从

田间地头到餐桌筷头的全过程可追溯

体系，让人们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借助“武夷山水”大平台带动，利

用央视《中国推介》、精准扶贫广告和

动车、高铁站等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渠

道，擦亮“浦城大米”品牌金名片。依托

各类博览会、展销会、推荐会，大力开

展“浦城大米”品牌推介活动。近年来，

该县先后组织参加了“2020 国际大米

品牌大会”，第十七届、第十八届“粮食

产销协作福建粮洽会”，“第十四届海

峡两岸农产品采购订货会”等活动，与

华侨大学合作举办了“浦城大米营销

策划大赛”，开展名特优产品进厦航、

进高速服务区等系列展示销售活动，

在福州、厦门、泉州及周边县市建立了

8 家“浦城大米”旗舰店，推动“浦城大

米”品牌建设发展，“浦城大米”品牌价

值达 360.52亿元。

推进农文旅融合，利用现有连片

稻田和高山梯田的生态景观，打造绚

丽多彩的田野风光。依托十里莲塘至

仙阳麒麟畈的 2 万亩稻田，建设水稻

公园、小密包酒博览园等重点项目，

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以庆丰

收文艺汇演、打谷英雄会、千人齐捕

稻花鱼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举办

“农民丰收节”，传播稻文化，提升浦

城大米品牌知名度。以绿色生产为基

础，以创意文旅为径，以健康餐饮为

形，大力发展稻田休闲旅游，结合小

密包酒、旭禾米业、闽越山水等龙头

企业文化，形成围绕粮食产业的观光

旅游农业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小小“一粒米”，垒起“大粮仓”。浦

城通过推动稻文化、稻科技、稻产业

“三稻”融合，扛稳了粮食安全的政治

责任、提高了广大粮农种粮的积极性、

擦亮了浦城大米金字招牌。据农业农

村部门介绍，近年来，全县粮食亩产平

均 递 增 3%左 右 、粮 农 平 均 收 入 提 高

8%、优质浦城大米价格实现翻番，有效

推动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王树瑜 袁野） □专题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厦门市公
安局海沧分局钟山派出所以城中村为
重点，不断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省时，更省心！”自钟山派出所将
窗口服务前移后，辖区内石塘村群众
好评不断。据介绍，石塘村拥有外来人
口 4万余人，居民们常到该所户籍室办
理居住证的申领和延期。钟山派出所
主动对接嵩屿街道，推进石塘村综治
中心试点建设和便民服务站建设，进

一步依托 e 政务自助服务终端，让群众
能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就近实现居住
证相关业务的办理。

今年春节后，辖区外来人口增加，
钟山派出所立即组织网格员、民辅警集
中入户开展反诈宣传和四实采集，主动
帮助新增外来人口梳理相关租赁合同、
身份证申请材料，并且提供代收代办上
门服务；积极引导群众利用 i 厦门 App
线上办理居住登记和延期签注，节约办
理时间；此外，为提高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能力，钟山派出所对社区网格员和房
东也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

坚持源头预防，才能完善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机制，调解“小纠纷”，构建

“大和谐”。为此，今年 2月份以来，钟山
派出所分析近两年来城中村的纠纷求
助类警情，依托警民联调室等单位，及
时介入，积极调处矛盾纠纷，将各类纠
纷消除在萌芽状态，已主动排查化解
各类纠纷十余起。

（刘晓燕 梁德超 杨珊珊）

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钟山派出所：城中村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多管齐下
春 风 十 年春 风 十 年 ，，暖 心 相暖 心 相

伴伴。。国家税务总局顺昌县国家税务总局顺昌县
税务局以税务局以““便民办税春风便民办税春风
行 动行 动 ””为 契 机为 契 机 ，，组 织 企 业组 织 企 业
服 务 特 派 员 深 入 重 点 企服 务 特 派 员 深 入 重 点 企
业开展问需调研业开展问需调研，，摸清企摸清企
业 生 产业 生 产 、、销 售 和 经 营 状销 售 和 经 营 状
况况，，建立建立““一户一档一户一档””专项专项
台账台账，，开展开展““一企一策一企一策””精精
细辅导细辅导，，形成涵盖企业诉形成涵盖企业诉
求求、、政策解读政策解读、、风险防范风险防范、、
税 务 建 议 等 内 容 的 个 性税 务 建 议 等 内 容 的 个 性
化税收服务方案化税收服务方案，，为重点为重点
企业发展注入企业发展注入““税动力税动力””。。
（（任婉虹任婉虹 文文//图图））□□专题专题

声 明
刘红霞在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霞镜村 35号自

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2013 年 9 月列入收储海峡体育
中心项目拆迁安置地（奥体 14号安置地）项目征收
范围。刘红霞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
房 2013年 11月刘红霞签订编号OT14-4111《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刘红霞 1口人享受
购房指标 45m2 后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金榕南路
754 号霞镜新城（三区）霞镜新城（海峡奥体中心
14#地）3-10#604。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
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刘红霞作为
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如有异议
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向福州金山
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
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
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

声明人：刘红霞

气清景明，芳菲始盛。近半个月来，
旅居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
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泰国、缅甸、柬
埔寨等 30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
晋江乡亲纷纷返乡。这是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海内外晋江乡亲首次大规模回乡
聚首。

见家乡人、讲家乡话、吃家乡菜、住
家乡厝……4 月的晋江，处处氤氲着游
子归乡团聚的亲切、温馨和感动。

万里情归路，只因思念故

清明最是思故人。三年疫情隔了回
乡路，但心里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却从未
隔断。疫情过去，晋江的海外游子跨越
千山万水回到故里，祭祖访亲。

“1935 年，我出生在晋江金井溜江
村，我们村很美，有着白色的沙、碧色的
海、蓝色的天。”今年 88岁的旅菲侨领陈
祖昌回忆起家乡，眼角带着泪光。

4 月 5 日，阔别三年半，陈祖昌又回
到出生的这片土地。雨中，儿时的古厝
就在眼前，陈祖昌静静地凝视许久后，
握着同行的古厝保护专家的手，反复叮
嘱：“一定要把家乡的厝保护好，留住它
的风采，留住我们的记忆。”

乡情不可名状，但乡愁很具体。4月
2日晚，走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旅菲侨
领陈凯复看到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晋
江，内心十分激动。7 岁那年，陈凯复离
开晋江。此后，他常常会想起家门口一
条窄窄的石头街，还有敲锣打鼓的高甲
戏。等他再次返乡，已经是 40多岁了。这
期间，晋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老家
的房子经历几次拆建，道路不断扩建。
陈凯复说：“我几乎寻觅不到童年记忆
的样子，但是夜幕降临，当高甲戏的声
音传来，我便知回到了故乡。”

时隔三年多，印尼晋江同乡会永远
荣誉会长许宗鸽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
刚落地，他便开始寻觅一份热腾腾的蚵
仔煎。他说，这是他心中最美的家乡味
道。“我们一家人平时都讲闽南话，也引
导儿孙从小学习闽南话，了解家乡的习
俗和中华传统文化。”许宗鸽在印尼出
生长大，但从有记忆开始，家里的长辈
就一直告诉他“我们的‘根’在晋江”。

“无论走到哪里，还是家乡最好。”
澳门安海同乡会会长苏建华儿时的记
忆深深烙印在日常生活之中，“在澳门
家里的餐桌上也常常有地瓜粥，虽然简
单，却总也吃不腻，就像我对家乡的感
情一样。”

1年、3年、5年、50年……离开家乡的
日子，海内外晋江人的乡愁具体而生动。
乡愁是雨中的古厝，是热腾腾的蚵仔煎，
是吃不腻的地瓜粥，是热闹的高甲戏，是
阿公阿嬷日日念叨的“落叶归根”……

殷殷赤子情，衔食而反哺

8 日下午，一场“乡贤促振兴”项目
捐赠仪式在晋江市英林镇举行。劲霸集
团全资捐建英林镇中心幼儿园新园区，
投资超 1 亿元；天虹集团捐赠英林镇乡
村振兴项目孵化基金 5000万元；英林中
学 92届同学会、英林中学校友总会分别
捐赠 112 万元、100 万元，支持英林中学
三期扩建；欧阳鸿博捐赠 100 万元支持
三欧村乡村振兴建设……一个个数字
的背后，是晋江乡贤对家乡的深深眷
念，无不体现着海内外晋江人的富而有
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赤子反哺的义举纷纷上演，感召人
心。5日上午，耄耋之年的陈祖昌利用早
餐时间和助理探讨晋江市胜康水厂二期
投资项目施工方所应具备的资质和条
件；下午，陈祖昌又马不停蹄前往福州大

学晋江校区，实地走访他捐建的福州大
学晋江校区会堂。通饮水、修道路、建医
院、起学舍、兴文艺、奖学子，陈祖昌不遗
余力。“无论身处何方、走得多远，我都会
记得我是晋江人。”陈祖昌一句朴素的
话，道尽乡贤赤子衔食反哺的深情大义。

对家乡的深情，也让澳门晋江同乡
会理事长施志伴持续不断地反哺家乡。
此次回乡，施志伴第一时间回到家乡龙
湖镇埔头村。来到埔头文化广场，看着
乡亲们在广场上运动、聊天，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施志伴非常开心。2017
年，埔头村被列入晋江市“奋蹄马”治理
转化村。得知村里要进行基础设施改造
和建设，施志伴主动捐资近百万元。如
今，利用原有地貌优势资源改造成的聚
源池休闲景观已成为村民休闲漫步的
好去处。2020 年，施志伴又捐资 600 万
元建设埔头文化广场及周边公园，为村
民营造了一处休闲健身的活动空间。

有 1 块钱寄 1 块钱，有 10 块钱寄 10
块钱。改革开放前，许多在外打拼的华

侨心系家乡，侨汇成了不少晋江侨眷家
庭的主要生活来源，一封封侨批见证着
广大侨亲对家人的牵挂、对家乡的眷
恋。改革开放后，晋江从“三闲”起步、

“三来一补”过渡、“三资企业”上路，到
“产业集群”迈大步，依靠侨资侨力，经
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晋江经验”提出以
来，广大侨亲除了继续在家乡兴办实
业，更不遗余力地参与修桥铺路、办学
办医等公益慈善事业。

以侨联世界，一起向未来

7 日，晋江市举行了两场和“侨”相
关的重头活动。一场是“侨商回归 晋品
出海”——晋江市海内外商贸对接活
动，一场是晋江市海联会、侨联、世晋青
换届活动。如果说前者是搭建起晋江货
通全球的商贸合作桥梁，后者则是系上
了晋江同世界合作的“金丝带”。

“采 购 订 单 突 破 63 亿 元 ！”7 日 上
午，晋江市海内外商贸对接活动上传来

好消息。晋江市拖鞋联盟会员企业与海
外客商签订 16 亿元（2 年）的采购订单
合同；伞业行业协会会员企业与海外客
商签订 12 亿元（3 年）的采购订单合同；
泳装产业协会会员企业与海外客商签
订 15 亿元（3 年）的采购订单合同；智能
装备协会会员企业与境外客商签订 20
亿元（5年）的意向采购订单合同。

当天，菲律宾环球建材城相关负责
人上台推介菲律宾环球建材城项目，其
中包括晋江磁灶建材陶瓷销售中心专
区。“当前，正处于菲律宾城市建设的窗
口期。经过几次调研，晋江的瓷砖在菲
律宾有很大的市场，供需两端非常契
合。晋江陶瓷企业借由晋江磁灶建材陶
瓷销售中心专区这个平台‘走出去’，将
会有满满的收获。”

“看到家乡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我
深感骄傲和自豪。”陈凯复说，今年菲律
宾晋江同乡总会计划举办一场经贸文
化展，邀请世界各地的晋江企业展示优
质产品，助力晋江制造“扬帆出海”。

新加坡晋江会馆会长张振铭上一次
回乡还是 10年前，家乡的变化让他感到
非常震撼和欣喜。“从前只知道晋江制鞋
业很发达，这次才发现，原来我们家乡还
有制伞、泳装、食品等优势产业。”

以侨为桥，海联世界。去年底以来，
晋江充分发挥 300 万海外华侨优势，实
施“聚侨力、走出去、拓市场、稳外贸”专
项行动，组团赴大湾区、东南亚等地开
展经贸对接活动，广大海内外乡贤积极
响应、迅速行动，短短时间就设立了 33
个海外仓、27个海外经贸联络处、2个海
外产业园，多渠道全方位助力晋江产品
跨境出海、货通全球。

上图：海外晋江青年参观晋江经验
馆。 王敏霞 谢佩龙 摄

下图：海外晋江青年参观梧林古村
落，了解晋江华侨史，体悟老一代华侨
的家国情怀。 王敏霞 谢佩龙 摄

清明节期间，旅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晋江乡亲纷纷返乡
祭祖访亲，这是近三年来晋江市首次迎来大规模返乡潮——

归 乡
□本报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蔡斯洵 王云霏

本报讯（记者 庄严 通讯员 颜
志凯 王倩倩） 近日，台湾农业乡村观
光发展协会、中台湾观光产业联盟协
会、台中静宜大学师生等团体到漳州
市开展闽台乡建乡创项目调研，并对
接交流台湾大学生暑期赴漳实习实训
工作事宜。

调研期间，漳州团市委与台湾参
访团就漳台青年和大学生参与闽台乡
建乡创项目、台湾大学生社会实践等
进行交流探讨。

调研期间，参访团一行先后深入
长泰区岩溪镇、坂里乡坂新村，南靖县
金山镇霞涌村，华安县华丰镇大燕村
等地，实地参观了解漳州乡村建设、历
史文化等特色亮点。参访团有关负责
人表示，漳州作为台胞重要的祖籍地，
在开展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将协助更多台湾建筑
师团队来漳州参与闽台乡建乡创项
目，引导更多台湾大学生来漳州参与
各类实习实训工作。

台湾农业乡村观光发展协会等团体
赴漳州开展调研

本报讯（记者 赖昊拓） 10 日，
武夷山·阿里山文旅融合发展交流活
动在武夷山市举行，3 项两岸文旅合
作协议在开幕式现场签订。

其 间 ，两 岸 文 旅 行 业 从 业 者 走

进 武 夷 山 国 家 公 园 、武 夷 山 朱 子 故
里 海 峡 两 岸 交 流 基 地 ，开 展 茶 文
化 、朱 子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深 化 两 地
在 文 旅 等 领 域 的 合 作 ，促 进 闽 台 融
合发展。

武夷山·阿里山文旅融合发展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文/图） 8
日，“数字时代·青年力量”在榕港澳大
学生福州新区行活动在福州举办，近
30 名来自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
港澳籍学子参加活动。

其间，港澳学子体验数字福州的
智 慧 生 活 ，感 受 滨 海 新 城 建 设 新 成
效、新变化。在滨海新城规划馆，港澳
学子通过全景环绕屏幕、全息投影和
幻影成像等先进技术，沉浸式感受滨
海新城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愿景；在商
务印书馆福州分馆，他们参观图文并
茂 的 展 览 ，体 会 中 华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八闽大地的无穷魅力；在东湖数

字小镇，他们近距离感受大数据、人
工智能、医疗大健康等数字经济产业
的蓬勃发展。在交流分享会上，长乐
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解读福州为青年
学子来榕留榕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
策和人才发展环境，港澳学子结合在
榕学习生活情况谈感想、说体会，现
场气氛热烈。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台港澳办指
导，福州市台港澳办、福州新区闽港合
作咨委会秘书处、香港特区政府驻福
建联络处等单位联合主办。

图为在榕港澳大学生参观滨海新
城规划馆。

在榕港澳大学生参访福州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