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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根据 2023 年 6 月 1 日股东会决议，福建联迪星科技有

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 6500 万元人民币减少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883320121 联系人：陈欣怡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A 区

3A号楼 5—6层
福建联迪星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3日

5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龙海区税务局组织青年干部开

展“我用故事来说廉，龙税青年当清廉”主题分享会，通过交流书中

的廉洁典型和先进事迹，进一步强化税务青年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的意识，扣好廉洁从税“第一粒扣子”。图为龙海区税务局青年干

部分享廉洁从税的心得体会。 （图/戴智强 文/邵俊菁）□专题

““我用故事来说廉我用故事来说廉，，龙税青年当清廉龙税青年当清廉””

10 年前，一支名为“心手相连，心有阳
光”的导盲志愿服务队在福州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成立。志愿者们常态化开展各种导
盲助盲活动，为盲人朋友送去关爱，帮助他
们更好融入社会。

助盲期间，该志愿服务队推出“盲道优
化改造家”项目，通过调研发现问题盲道，
并运用专业软件进行优化设计，提升视障
人士的出行体验。截至今年，志愿者们实地
调查超 45 公里盲道，记录超 500 处盲道问
题，生成盲道调研系列报告、设计图纸逾
800 张、优化方案 50 份，其中 38 份已被采
纳。

在今春举行的第六届福建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中，该项目
荣获银奖。

发挥专业优势，助盲行动升级

作为“盲道优化改造家 ”团队指导老
师，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团委副书记江
小敏见证了团队的发展历程。她介绍，2013
年 9 月，为帮助视力障碍残疾人，该学院成
立“心手相连，心有阳光”导盲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们联合福州市橄榄树公益服务中心
助盲公益团队，多次开展诸如协助盲人日
常出行、采购生活用品、进行健康检查、参
加联欢晚会和趣味运动会等活动，为盲人
送去社会关爱，鼓励他们走出户外、分享才
艺、展示自我。

团队成立三四年后，导盲志愿服务团
队产生了进一步思考：“这些以人文关怀
为 主 的 助 盲 活 动 人 人 都 能 做 ，土 木 工 程
专 业 的 大 学 生 们 能 否 多 做 点 什 么 ，既 能
用 到 所 学 知 识 ，又 可 以 帮 助 盲 人 朋 友 解

决实际需求？”
而在此前的助盲活动以及奔赴各地参

加社会实践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引起了志愿者们的注意——由于行动不便
及安全隐患等问题，大多数盲人的户外活
动范围局限于小区门口；与之相伴的是，城
市里的盲道现状堪忧，要么设计、施工不合
理，要么遭破坏、被占用，能发挥的作用十
分有限。

盲道被形象地称为“盲人出行的扶杖
和眼睛”，是现代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志 。盲 道 好 不 好 用 与 盲 人 的 生 活 息 息 相
关，高质量的盲道系统是他们能够顺利出
行的关键。

“盲人的内心世界是希望独立自主的，
不用时时刻刻都依赖他人。从助人自助的
角度来说，我们的志愿者能为他们做的更
重要的事情，就是优化盲道，满足他们的基

本生活需求。”江小敏说。从 2017 年开始，学
生们将志愿服务重点转向盲道优化改造，
发现、汇总不能正常使用的盲道，结合土木
工程专业中常用的 AutoCAD 等软件，进行
优化改造设计，为盲人朋友带去更多福音。

“盲道优化改造家”志愿服务团队现有
核心成员 45 人，他们接受过多次培训，包括
专业助盲人士的导盲技能培训、绘图软件
培训、勘测规划设计研究单位的盲道设计
规范培训，随后立足学校所在地福州开展
盲道优化改造服务。

既发现问题也提出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首先要发现问题 ，我们定
期 通 过 电 话 、面 谈 等 方 式 与 盲 人 朋 友 交
流，倾听问题和想法，并联合福州市橄榄
树公益服务中心开展线上线下问卷调查

和实地走访，结合之前的统计资料，生成
盲 道 调 研 系 列 报 告 。”项 目 负 责 人 、福 州
大 学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本 科 生 刘 怡 宁 介 绍 ，
他 们 通 过 调 研 发 现 了 盲 道 位 置 刁 钻 、不
笔 直 、指 向 错 误 ，盲 道 破 碎 、磨 损 、错 位 ，
盲 道 间 断 、未 设 置 等 问 题 ，涵 盖 设 计 、施
工、管理等方面，“比如说，有的盲道条形
方向引路砖与带有圆点的提示砖没有按
照 实 际 路 况 铺 设 ，有 的 盲 道 上 则 堆 放 了
垃 圾 桶 或 者 成 了 停 车 场 等 ，这 样 的 盲 道
都是没法使用的。”

志愿者们累计调查超 45 公里盲道，记
录超 500 处盲道问题，累计绘制盲道优化图
纸逾 800 张，生成交通信号灯、交叉路口、公
交车站盲道 NFC 感应设计等 50 份盲道优
化方案，并联合规划设计单位开展座谈会，
以提升方案可行性。如今，这些方案中的 38
份已被采纳。

盲道优化改造完成后，志愿者会带领
盲人到现场实地体验。“到目前为止，我们
已经解决超 100处盲道问题，优化盲道 10公
里，收到了 1000 位盲人朋友的正面反馈。”
刘怡宁表示，除此之外，他们还推出“我是
盲道清道夫”行动，清扫占用盲道的可移动
障碍物，进一步助力盲人出行。

在努力提升盲道体验感、破解盲人出
行困境过程中，志愿者们不断思考、探索，
希望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让盲道更
智能。

“目前，盲人使用盲道基本上靠导盲犬
和自己的脚感，如果能够融合智能语音、感
应信号、多媒体等技术创设‘智能盲道’，就
可以让视障人士通过佩戴的手环或手握的
智能盲杖，激活助盲指引系统，开启盲道导
航功能，对脚下有没有盲道、前方有没有障
碍物、是否偏航都能发出提示音。当然这需
要跨学科的合作，并建立在盲道系统健全
的基础上。”谈及未来，江小敏说，接下来她
将带着团队继续用专业知识助盲。

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导盲志愿服务队，发挥专业优势，帮助视障人群缓解“行路难”——

助盲10年，成就“盲道优化改造家”
□本报记者 林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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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们在市区测量盲道，发现问题。（采访对象供图）

连日来，连城县气温攀升至 35℃以上，
地表温度接近 50℃。高温“烤”问着公路守护
人，他们坚守在农村生产生活畅通的一线。

5 月 31 日，53 岁的养护工黄财元，工作
服被汗水浸湿，泛着白色盐渍，袖子成了擦
汗的“抹布”。“养护农村公路，没办法躲在阴
凉处，穿着长袖长裤，戴着帽子，浑身好像在
蒸桑拿。虽然辛苦，但是看到进出山村的车
辆平平安安，我心里是甜的。”他说。

6 月 1 日，在连城县 X659 隔庙线 K5+
100 的县道路面修补现场，养护工人冒着酷
暑对破损路面打碎、开槽，在挖好的坑槽底
部刷上沥青油，最后由机械和人工共同完成
沥青的摊铺。作业现场，养护工小张说：“气
温越高，沥青摊铺的效果越好。高温下作业
虽然艰辛，但我们更希望修补好每一处路
面，让群众开车不遇到坑。”

6 月 2 日，养护工江波在连城县北片区

清除排水洞垃圾。他对笔者说，高温下，工友
们用两天时间清理完了四堡通往腊坑、珊坑
的村道上 5 处小溜方 80 多立方土石，保障

“交通毛细血管”畅通。
闽西水果重镇四堡镇路长办负责人介

绍，全镇现有 7 条乡道、16 条村道，路网里程
60 多公里。眼下，全镇 2.1 万余亩芙蓉李、油
柰、水蜜桃等水果陆续开采，预计总产值将
突破 2.5亿元，正需要交通路网的支持。

农村公路是山区经济的“毛细血管”。据
介绍。近年来，连城县交通运输局立项25个扩
建改建农村“瓶颈路”项目，总里程80余公里，
总投资 1.4亿元。当地围绕产业发展需求，修
建了一批“产业路”“扶贫路”，助力农产品走出
大山。连城县 17个乡镇 235个建制村靠农村
公路与外界联系，公路养护里程1478.5公里，
其中乡道810.2公里，村道443.5公里。

连城县 4个片区 64名养护工人，顶着炎
炎烈日坚守岗位，开展路面保洁、路肩除草、
边沟疏通等日常养护工作，为村民出行、乡
村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交通条件。

守护乡村“毛细血管”
□本报通讯员 邹善水 张立翔 文/图

养护工人对破损路面进行沥青摊铺。

“十、九、八……发射！”5
月 29 日，随着李佶洹老师发
出的倒计时口令，宁化县第二
实验小学操场上，3 支小火箭
尾 部 骤 然 喷 出 浓 烟 ，腾 空 而
起，直指苍穹。孩子们齐齐惊
呼，仰望蓝天，追寻小火箭的
飞行轨迹。

翻 筋 斗 、横 滚 、前 进 、后
退、侧飞……活动现场，马文
祥 老 师 通 过 航 模 演 示 ，为 全
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普
课 。这 是 宁 化 县 第 二 实 验 小
学拓展课程成果展示的活动
现 场 ，各 兴 趣 小 组 及 社 团 活
动 精 彩 纷 呈 ，其 中 航 模 社 团
的 航 模 飞 行 和 火 箭 发 射 表
演 ，将 整 场 活 动 推 向 高 潮 。

“ 通 过 举 办 航 模 系 列 表 演 ，
进 一 步 普 及 航 模 科 技 知 识 ，
激发学生对航模科技实践活
动的兴趣，点燃航天梦。”校
长余洪庆说。

2016 年 9 月，宁化县第二
实验小学成立航模社团，现设
基础班、提高班各一个，共有
学员 60 多名。学校建有航天
创客实验室，下设机器人室、
科普室、航模室、车模室、建模
室，每周三开设航模课程，集
中学习航模理论知识，开展模拟飞行，
制作模型飞机。

该校配备 4 名航模教师，定期开
设航模基础知识专题讲座，向师生传
授“米奇”电动模型飞机、“小力士”模
型火箭伞降、“东风一号”模型火箭带
降、“行云 2”电容模型飞机、无人机等
项目的飞行理论知识，指导学生进行

模型调试、飞行训练、模型维
修。“让学生从中掌握组装、维
护各类航模的知识，养成克服
困难的勇气，享受航模带来的
乐趣。”航模教师王梦尼说。

航 模 社 团 备 受 师 生 青
睐 ，成 了 校 园 新 宠 。组 装 、调
试、遥控……学生分工合作，
共 同 完 成 主 机 翼 定 型 、粘 贴
垂直机翼和水平机翼等制作
工 艺 ，将 螺 旋 桨 与 尾 翼 桨 固
定 在 机 身 上 ，一 架 漂 亮 的 飞
机 模 型 就 诞 生 了 。“ 我 今 年 3
月 加 入 航 模 社 团 ，现 在 已 经
懂得了航模飞行原理及飞行
技巧，学会了组装模型，我很
喜欢上航模课。”五年级学生
张锦优说。

针 对 航 模 师 资 不 足 的 问
题，学校聘请专家进校开设航
天航空特色主题讲座，指导师
生开展航模比赛。“航天科普
与科学教育专项经费已列入
学校教育经费预算，确保航天
科学教育工作正常开展。”余
洪庆表示，航模社团助力“双
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
能力与综合素质。

多年来，该校积极组织学
生参加航天科技竞赛，连续 4

年获得三明市中小学生航空航天模
型锦标赛小学组团体奖，100 多人次
在县级以上航模比赛中获奖。在 2022
年三明市中小学航空模型锦标赛中，
该校参赛学生获航空综合团体一等
奖、现场组装无人机遥控障碍飞行团
体一等奖、P1A-1 一级牵引模型滑翔
机竞时团体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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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卞军凯） 5 月 31 日，国家
开发银行福建分行与福州市属国企左海集团
签署总额 4.88 亿元的贷款合同并全额放款，
以支持福州作为试点城市，收购存量住房用
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帮助解决市民特别是新
市民和青年人的租房难题。据悉，截至目前，
该笔贷款系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单笔
金额最大的试点城市贷款。

今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租赁住房贷款
支持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福州等 8个城市
开展试点，支持住房租赁机构批量收购存量住
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并在试点城市安排
支持贷款。

这项支持政策，对福州是重大利好。为实
现“十四五”期间“榕聚千万人口”的目标，福
州出台《“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住房保障办
法》等政策，计划为来榕年轻人提供“求职一
张床、就业一间房、成家一套房”多元化住房
保障。其中，收购城区存量房转化为保障性租
赁住房，是保障“成家一套房”的重要内容。

然而，将空置的存量房变成来榕年轻人
“拎包入住”的新家，需要启动资金收购、盘活
房源。“以市区的存量安置房为例，受限于地
段、户型、竣工年限、售价等原因，要转换成保
障性租赁住房，需要对房屋进行改造提升，并
纳入精细化、智慧化的管理系统。”福州市住
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承接支持政策落地，今年初以来，福州
的准备工作快马加鞭。3 月底，福州在相关意
见中明确提出“探索开展市场化批量收购存
量住房扩大租赁住房供给”，制定出台《福州
市市场化批量收购存量住房扩大租赁供给试
点工作方案》，确定由国企统一收购、盘活、运
营 相 关 存 量 房 源 ，计 划 今 年 盘 活 、转 化 近
8000套空置存量房。

挑起担子的左海集团，迅速成立工作专
班，在福州市政府指导和中国人民银行福州
中心支行、福州市房管局支持下，充分梳理存
量房源，成功争取到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支
持，获得了收购空置存量房并转化为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资金。

运营租赁住房，左海集团颇有经验，其打造的“U厝”长租公寓
是福州住房租赁市场的领军品牌。目前，“U厝”战峰店为年轻人提
供了 400多套温馨时尚的租赁房。“这里家具齐全，并使用智能家
居，还有洗衣房、健身室、茶室等公共空间，能交到不少年轻朋友，
住进来后给我很多惊喜！”在“U厝”战峰店安家的刘先生说。

目前，左海集团已成立福州安住发展有限公司，专业化运营
管理租赁住房。“我们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依托‘U 厝’品牌优
势，做好存量住房向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盘活、转化工作，帮助更多
年轻人在福州安家。”福州左海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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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6月 1日，我
省正式实施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首日，首对

“跨省通办”新人在宁德市蕉城区完成登记。
一大早，来自山东的王先生和吕女士早早地来到宁德市蕉

城区婚姻登记处。“我们俩户籍都是山东的，有宁德蕉城区的居
住证，了解到婚姻登记可以‘跨省通办’，过来很快就办理成功
了，不用在老家和宁德之间来回奔波，真方便！”吕女士说。

据统计，“跨省通办”试点工作首日，我省共办理了“跨省通
办”结婚登记 25 对，其中厦门 8 对、泉州 7 对、福州 5 对、宁德 2
对、漳州 1对、莆田 1对、平潭 1对；离婚申请登记 5对。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打破婚姻登记户籍界限，为
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群众节约时间成本和经济开支，提供更加
优质、便捷、高效、温馨的婚姻登记服务。”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为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民政部门提前做好系统升级准
备，指导各地加强培训、调试设备、多渠道宣传，提高群众对相关
政策的知晓率。

我省首例“跨省通办”婚姻登记
在宁德市办理

5 月 30 日，闽侯县举办“春风助企百局行”政策宣讲活动，福
州市商务局、闽侯县商务局、闽侯县税务局、福建中信保公司联
合组成宣讲团，为当地 200 多家外贸企业提供政策辅导。图为宣
讲团成员细心解答企业疑问。 金孟光 摄

▼ 学生遥控航模“愤怒的小鸟”。

◀ 马文祥老师指导学生正确投
掷“米奇”电动飞机。

▶ 学生们围观小火箭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