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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旅菲爱国侨领戴宏达博士于 2023 年 5 月 7 日在菲
律宾溘然辞世，享年 73岁。

戴宏达博士祖籍福建南安码头，全国政协第十一届海
外列席代表、中国侨联委员、世界南安同乡联谊会第六届主
席、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七届会长、原菲华各界联
合会主席、原菲律宾南安公会会长、菲律宾宏亚集团董事局
主席、闽南科技学院董事长。戴宏达博士情系桑梓、乐善好
施，是爱国爱乡的实业家、慈善家，常年奔波在中菲两国之
间，致力于推动中菲友好事业，是鼓励海内外华人精诚团
结、助推家乡发展的指导者与引路人。

对戴宏达博士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哀悼！
兹定于 2023 年 5 月 14 日（星期日）8:00—20:00 在闽南

科技学院康美校区图书馆一楼设灵堂接受各界人士吊唁；5
月 15 日（星期一）10:00 在闽南科技学院康美校区图书馆一
楼举办戴宏达博士追思大会。凡有关团体和个人致唁电、唁
函、花圈、挽联或参加吊唁，请与戴宏达博士治丧委员会办
公室联系，电话：0595-26551551（苏老师）、18016655139（张
老师），邮箱：bgs@mku.edu.cn，传真：0595-86654241。

谨此讣告

戴宏达博士治丧委员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讣 告

本报讯（记者 张颖）《福建省“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
修复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公布，《方案》提出通过“十四五”期
间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推进敖江流域建材矿山、闽江上游煤铁矿
山等 8个集中区的修复，力争完成修复任务 10万亩。

针对矿山生态问题和立地条件，《方案》提出因地制宜采取
工程修复、人工辅助、自然恢复、转型利用等多种模式实施修复，
优先开展自然保护地、居民集中区、“三区两线”敏感区域，以及

“六江两溪”重要流域等可视范围内矿山的生态修复。主要集中
于对受损山体实施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重现、生
物重组，旨在有效解决省内重点区域、重要流域内历史遗留矿山
生态破坏问题，改善矿山周边人居环境，提升废弃土地综合利用
水平，逐步恢复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资金筹措方面，《方案》明确通过产权激励、资源利用等方
式，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此外，《方
案》还将修复目标任务纳入各地年度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
标责任书考核。

“十四五”我省力争修复
10万亩历史遗留矿山

本报讯（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陈容） 8 日，宁德市在微信
端推出“我在宁德有亩田服务平台”，提供良田挑选、认领付款、订
单查询、配送到家、售后服务等一站式服务，方便各界人士认领。

“我在宁德有亩田服务平台”依托“山海交响”商城定制开
发，整合宁德 9 个县（市、区）5 万多亩可认领农田资源，搭建“政
府管理+企业经营+市民认领”三端融合的多商户系统，打通数
据联通壁垒，为农田认领、监管和决策服务提供支撑。宁德各县

（市、区）指定国有企业依托微信应用开设自营店铺，上架本辖区
内可认领农田的详情，并以视频等形式发布阶段性农田动态。认
领人可以“掌上认领”“线上拼单”，完成心仪农田认领，成为“宁
德田主”，委托农户代耕代种，随时查看认领农田情况，参与“插
秧节”“开镰节”“摄影节”等农旅融合活动，并可享受宁德相关旅
游景点和“0593宁德号”农产品优惠。

“我在宁德有亩田”
官方认领平台上线

本报讯（记者 肖榕） 9 日，在韩国晋州举行的举重亚锦赛
女子 71 公斤级的比赛中，来自福建的廖桂芳凭借绝对实力，包
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并打破两项世界纪录。

在这场奥运会正式比赛级别的冠军争夺中，廖桂芳的实力
超群。在抓举比赛中，开把重量为 110 公斤的廖桂芳在所有选手
中最后一个登场，并成功试举成功，锁定金牌。在随后的两次试
举中，廖桂芳先后举起了 110 公斤和 120 公斤，打破了罗马尼亚
选手托马去年 12月在哥伦比亚世锦赛上刚刚创造的 119公斤的
世界纪录。

在挺举比赛中，廖桂芳的发挥同样出色。在第一次成功举起
140 公斤之后，廖桂芳已经锁定了挺举和总成绩的金牌，在随后
的第二次试举中，廖桂芳举起了 148 公斤，将总成绩定格为 268
公斤。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中国选手张旺丽在 2019 年福州世界杯
上创造的 267公斤的世界纪录。

举重亚锦赛女子71公斤级

闽将廖桂芳包揽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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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山 种 植 ，不 仅 要
完善水肥一体化设施，还
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这
样才能提高淮山的品质，
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近日，在德化县雷峰镇焦
溪村淮山种植基地，当地
举办了一堂农村党员“入
党月”培训课，泉州市农
科 所 的 科 技 特 派 员 黄 枝
英 在 田 间 为 农 村 党 员 讲
解淮山种植知识。

据悉，焦溪村有许多
村民种植淮山，但去年收
益不甚理想，急需技术帮
助。当前正值德化春耕备
耕的关键时期，雷峰镇成
立党员志愿服务队，进村
入 户 了 解 党 员 及 群 众 需
求 。了 解 到 焦 溪 村 情 况
后，该镇结合 4 月份农村
党员“入党月”培训活动，
邀 请 科 技 特 派 员 走 进 田
间地头，讲解淮山种植技
术 要 点 ，并 在 焦 溪 片 区

“党建+”邻里中心进行系
统培训。

农 村 党 员 是 乡 村 振
兴主力军，德化县把农村
党 员 的 教 育 培 训 摆 在 重
要 位 置 ，制 定 出 台 党 员

“ 入 党 月 ”集 中 培 训 实 施
方案，组织同一月份入党
的 农 村 党 员 在“ 入 党 月 ”
进行集中培训。

按 照“ 干 什 么 学 什
么 ，缺 什 么 补 什 么 ”的 原
则，德化县对农村党员开
展培训需求调研，把组织

需求与党员需求紧密结合，制定“学习菜单”，实现
党员教育内容精准供给。综合运用理论教学、现场
教学、互动教学、案例教学、演绎式教学、研讨交流
等模式，使培训更加鲜活、更接地气。

三班镇结合“茶具特色小镇”特色，邀请经验
丰富的网络主播开展电商运营技术培训。春美乡
挖掘本土红色遗迹作为教学资源，以家乡人文为
培训内容，引导农村党员深入了解家乡历史文化，
推动党员教育走深走实。葛坑镇以龙塔畲族村“党
建+”邻里中心为培训阵地，依托畲族民俗文化展
览馆、畲医畲药馆等，引导农村党员学习了解畲族
民俗文化。

德化还实施“跨镇联建”工作机制。在德化东
部，龙门滩镇、雷峰镇、南埕镇、水口镇等抱团实行

“片区化培训”模式，4 个乡镇轮流承办“入党月”
集中培训班，每月 1 期，每期 1 个主题。截至目前，
德化全县组织开展农村党员“入党月”培训班 16
期，累计培训农村党员 1190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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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8 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
子。但对魏小燕（化名）而言，这一天格外
珍贵，因为她已经苦苦等了 35年。

当日，在古田县爱心公益联合会志
愿者及“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带领下，魏
小燕回到了古田县城西街道罗华村。

幸运的是，她终于与已经双目失明
的父亲团聚；遗憾的是，她没能见到日思
夜想的母亲。

重新踏上回家的小巷，小燕边走边
看，嘴里反复念叨着“这条路我记得，梦
里出现了无数次”。时隔 35 年，再次见到
亲生父亲，魏小燕泪如雨下。

“你可回来了啊！”魏伯在魏小燕和
丈夫一左一右搀扶下，在厅里落座，全程
都紧紧握着魏小燕的手，不愿松开。

魏小燕依稀记得，自己左手背的刀
形伤疤，是小时候和家附近的玩伴玩耍

时烫到的。被拐的那一年她 5 岁，还记得
家里当时住四合院的房子，中间是露天
的。父母经常推着木质推车沿街卖水果，
总是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她被人贩子
拐走时，就是外出去找在车站卖水果的
母亲。

对此，魏伯至今内疚不已。他说，小
燕排行老二，当时家里还有其他三个女
儿，夫妻俩只想着多挣钱养家，每天大清
早就出门摆摊，把孩子留在家里实属无
奈。那天也以为像往常一样，孩子出去玩
了，直到大女儿告诉他找不到妹妹了，他
这才意识到孩子不见了。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还能见到女
儿……”为了找女儿，这么多年，魏伯夫
妻 俩 想 尽 了 一 切 办 法 ，去 了 无 数 个 地
方，奈何都没有结果。

刚一见面，一家人就异常熟稔，魏小

燕和丈夫细心地帮老人扣好衣服的扣
子。

魏小燕记得，她被人贩子带走后，辗
转多地，最终被莆田的养父母家收养。她
说，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虽然养
父母对自己还不错，但她想找到亲生父
母的念头一直没断过。

所幸，小燕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反
复采集了五次血样标本。前几天，好消息
传来：DNA 数据比对成功，小燕与魏伯血
缘关系为同一序列，两人符合亲缘关系。

得知母亲去年夏天不幸过世，小燕
难掩悲痛。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这也
成了她心中永远的遗憾。

小燕与父亲相拥而泣，现场的志愿
者无不为之动容。小燕则对志愿者一个
劲地道谢，她真心希望更多和自己相同
遭遇的人，能早日找到家，和亲人团聚。

苦寻35年，被拐女子回乡认亲

“这条路，梦里出现了无数次”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李国镔 蔡炜炜 詹圣

5 日，在福鼎市沙埕中心渔港，宁德海警局福鼎工作站的摩托艇正在港区巡查。今
年伏季休渔伊始，当地海警、海洋与渔业、海事等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和海上巡
查，全力维护伏季休渔期间海上安全。 谢贵明 摄影报道

跨省异地就医需要办理异地就医
备案手续，那么异地就医备案有效期是
多久？需要就诊一次就备案一次吗？这
是许多群众心中的困惑。

针对这一问题，省医保局作出了具
体解释。异地就医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跨省异地长期居住的人员，包

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
这三类人员办理登记备案后，只要没有申请变更备案信息或者
参保状态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备案长期有效，没有就诊次数限
制，在有效期内不需要隔段时间再继续办理备案。

第二种是跨省临时外出就医的人员，主要包括异地转诊就
医人员，因工作、旅游等原因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其他跨省临时
外出就医人员。其中异地转诊就医人员，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
人员办理备案登记后，备案有效期一般不超过六个月（具体时限
要看参保地规定），在有效期内可以在备案地多次就诊，并享受
医保直接结算，不需要就诊一次备案一次。因工作、旅游等原因，
异地急诊抢救人员视同已备案，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参
保人员因急诊抢救就医尚未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医疗机构按
就医地医保部门要求正确传送“急诊”标志，参保地视同已备案，
允许参保人员按参保地异地急诊抢救相关待遇标准直接结算相
关门诊、住院医疗费用。 （本报记者 张静雯 整理）

异地就医备案一次有效期是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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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巡查

后溪村全景后溪村全景 林升林升 摄摄

位于泉州市洛江区罗溪镇的后溪村，是
一个千年古村。近年来，后溪村以乡村振兴
为契机，通过溪堤整治，发展文旅产业，走出
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从“脏乱差”到“后花园”

8 日，记者驱车从泉州市区出发，沿着
万虹公路一路前行，深入泉州“后花园”——
洛江区腹地，约莫一个小时，就来到了后溪
村。在村委会，记者见到了该村发展的领路
人、村支书赖香菇。

面对记者，赖香菇谈起了后溪村的村情
往事。

后溪村，因境内有一条金溪而得名。东
与双溪村以溪为界，西靠三村村和新东村，
北靠虹山乡，南抵镇区中心，距镇政府约
600 米。全村总面积为 8.67 平方公里，其中
耕 地 面 积 613 亩 ，山 地 面 积 8500 亩 。现 有
1123户，总人口达 4098人。

走进后溪村，秦观的词作“树绕村庄，水
满陂塘”便会浮现在脑海中，用来形容眼前
的景致再合适不过。清流潺潺绕村庄，五谷
瓜果栽满沟。赖香菇领着记者沿着金溪步
行，漫步在溪边的栈道上，只见鱼儿在溪水
里穿梭，白鹭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两岸
绿意葱葱，桃红柳绿，一个美丽乡村的图景
映入眼帘。

难以想象，后溪村在当地曾是一个以“脏
乱差”闻名的村。由于金溪水流量少，岩石暴
晒裸露于阳光下，包括后溪村在内的两岸杂
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

给后溪带来变化的，正是国家的乡村振
兴战略。

近年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后溪村积
极探索乡村整治新模式，村党支部通过向上

争取资金，同时发动乡贤捐资筹集项目资金
进行溪堤整治，推进河道清淤、岸线整治、河
道综合整治、旧坝头溪堤改造等工程。与此
同时，该村还推行定点定时投放收集的“垃
圾不落地”工程，打造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

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后溪村的面貌
焕然一新。

“过去，金溪是一条臭溪，溪里到处是

垃圾，空气也不好。”在金溪一侧，正在散步
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如今这里完全不一
样，空气清新，溪水清澈，让人心旷神怡。

从空心村到文旅村

村容村貌不断优化的同时，如何提升后溪
村的“造血”功能，成为村“两委”工作的重头戏。

于是，几年来，在不断提升溪水环境的
同时，后溪村有意识地将本村文化元素融入
堤围的整治建设中，打造出一条具有闽文化

特质的生态走廊。
“独具文化韵味的生态走廊，可以聚人

气，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多元商业业态。”赖香
菇告诉记者，围绕着这条生态走廊，别具风
格的鱼鳞坝、休闲农业观光园、溪心智慧体
育公园、河长制文化公园、美食广场等，串联
起集田园生活、美食体验、休闲度假、文化体
验、观光采摘于一体的乡村休闲业态，都发

展起来了。
“金溪是东溪上游的一条溪流，而东溪流

入泉州人的‘水缸’山美水库，因此，村里发展
经济，绝对不能搞工业，我们瞄准了绿色的文
旅产业。”赖香菇对记者说。

就在几年前，后溪村还在为闲置土地、
旅游资源如何开发利用而发愁。现如今，后
溪村以项目整体打包的方式出租给第三方
旅游公司统一运营管理，灵活的租金方式加
上乡村文旅的辐射功能，既增加了村集体收
入，同时又能带动周边村民创业增收。

在外创业和发展的乡贤林金潮，看到村
里的变化后，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2021年
底，他回到后溪村，斥资 200多万元，发展水上
项目，还建起了民宿。“经过整治后，后溪村的
人气越来越旺，特别是金溪两岸，已经成为远
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回乡投资大有前途。”
林金潮告诉记者，尽管前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但是正在全面恢复，未来前景广阔。

在发展中留住乡愁

后溪村拥有后溪桥头原味绿豆汤、罗溪
“十音”铜锣、罗溪米粉等多个非遗保护产业
项目，经过了百年传承，依旧使用最古老的
手艺进行加工制作。因此，在乡村振兴中，后
溪村还十分注重传统的传承，留住乡愁。

每天凌晨 3 点，当人们还在酣睡中，后
溪村村民赖丽玉和婆婆就要起身，开始一
天 的 劳 作—— 手 工 制 作 酸 米 粉 。泡 米、磨
浆、封压发酵、搓散成条、蒸炊、制粉、晾晒
成型，几道工艺下来，便要耗费三四天的
时间。

赖丽玉说，酸米粉与普通米粉不同，酸
米粉的原材料是当地产的优质大米。如今，
在后溪村仅存几户人家还保留着这种传统
技艺制作酸米粉，常常供不应求。

另一种小吃绿豆汤。一进后溪村的隘
门，就可见桥头的老牌绿豆汤店。后溪桥头
的原味绿豆汤，选取优质绿豆作为原材料，
加上后溪村的山泉水和纯正蜂蜜，采用古法
制作，在蒸煮过程中讲究火候控制，成品清
甜爽口。喝上一碗，夏日的疲惫消失殆尽。

“这些传统的食品，一方面传统了先辈
的饮食文化，留住了后溪村的传统和乡愁；
另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品尝，传
播了后溪村的社会影响力。”赖香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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