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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迎峰度夏供电可靠，国网
华安县供电公司结合山区雷雨季节故
障多发的特点，提前谋划、精心部署，组
织开展供电可靠性攻坚春季专项行动。

期间，该公司完成辖区所有配网
线路共计 89条的巡视检查，清理砍伐
1014 处杆端树障；通过组建无人机、
大二次柔性团队，组织师带徒签约和
集中培训，积极培养无人机飞手；完
成近三年配网故障溯源分析，统筹历

史故障类、隐患缺陷类、网架类负面
清单“一本账”，提报设备负面清单
253 条，精准调整工单周期；完成近两
年配网故障处置分析，故障处置时长
比降 30%，强化春季制茶期间供电质
量管控，重过载配变和频停用户分别
比降 72.22%、67.17%；完成标准自动
化馈线建设 7 条、整改大支线 3 条，开
展线路综合检修 4 条，治理完成 2 条
高故障线路。 □专题

华安完成供电可靠性攻坚春季行动
助力迎峰度夏

福建榕能集团：

配网施工现场作业向机械化转型升级

近日，在福州市 220kV馈线改造施工现

场，福建榕能集团所属亿力配电分公司采用

配网机械化施工一体机，实现一人一机完成

钻孔、运杆、立杆等全流程作业。原本需要 2
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序，现在不到40分钟就

可以将一根15米杆“拔地而起”，大幅提升施

工作业效率。此外，为增强迎峰度夏期间配

网供电可靠性，该公司深入开展机械化作业

新装备的应用，如无人机辅助牵引放线作

业、多功能综合车、电动叉车等，使配网升级

改造、电力线路迁改等工作提速增效。

2023 年，福建榕能集团全力推动“两化

一力”活动落地做实，积极推进配网工程施

工转型升级行动，持续增强电力施工机械

化、数字化作业能力，努力打造具有独特、

领先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以“创新争效”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林如辉 林佳男 江楠）□专题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下午 3:30 在福州五四路 243 号福建银河花园大饭店

四楼会议室公开拍卖：福州三威橡塑化工有限公司、福州天降电子有限公司2户的债权项
目 组 合 。截 至 基 准 日 2023 年 3 月 30 日 债 权 包 本 息 合 计 176658497.69 元 ，其 中 本 金
164405355.29 元 ，利 息 12253142.4 元 ，不 含 基 准 日 后 的 代 垫 费 用 424195 元 。起 拍 价
108228100 元。有意竞买者应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 10:00 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指定账户（以
到账为准）并带齐有效证件到我司办妥竞买登记手续。看样时间：即日起至 6 月 21 日工作
时间，看样地点：福州市八一七中路 103 号厦门银行福州分行（顺丰楼办公区），联系电话：
0591-87534343、15605910866，公司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8号环球广场 816室。备注：凡具
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需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但不得为下列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厦门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
信贷资产债权转让的厦门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参加
信贷资产债权转让人员。 福建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5日

（上接第六版）
（四）议案的提出和审议。一是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进一步明

确提议案的主体（修订草案第十九条）。二是为了给专门委员会和工
作委员会预留必要的工作时间，对议案的提交时限作出规定，要求应
当在会议召开十五日前提交（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三是总结实践
中由主任会议委托常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起草议案草案并向会
议作说明的制度，将其固化到法规中（修订草案第二十二条）。四是为
优化相关程序，提高会议效率，规定内容相关联的议案可以合并说明

（修订草案第二十四条）。五是为了加强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衔接，对审
议法规案、人事任免、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规定转致条款（修订草案

第三十一条）。
（五）听取和审议报告。一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总结实践做

法，对常委会听取报告的范围进行完善（修订草案第三十二条），
对 报 告 的 提 交 时 限 作 出 规 定 ，要 求 应 当 在 会 议 召 开 十 日 前 提 交

（修订草案第三十三条）。二是根据常委会履职实践，对各类报告
的报告人进行明确（修订草案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条），同时
明确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报告不满意时的处理程序（修订草案第三
十八条）。

（六）询问、质询和特定问题调查。一是完善询问制度，将实践
中比较成熟的专题询问制度总结固化到法规中（修订草案第四十

一条）。二是根据地方组织法有关规定，就专门委员会开展调研询
问的制度进行明确（修订草案第四十二条）。三是保留原法规中的
质询和特定问题调查相关内容，并根据实际重新梳理完善（修订草
案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条）。

（七）发言和表决。一是规范会议秩序，对出列席人员在全体会
议、联组会议、分组会议上的发言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修订草案第四
十七、四十八条）。二是严肃会议表决，强调组成人员应当参加表决、
及时按表决器，服从依法表决的结果；同时，根据特殊情况下的不同
出席方式，规定采用举手方式或者由主任会议决定的其他方式表决

（修订草案第五十一条）。

（八）议定事项的办理。一是完善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处理程序（修订草案第五十二、五十三条）。二是为
进一步增强会议公开性，继续规定会议通过的各个事项应当及时在
常委会公报和媒体上刊载；同时，根据立法法的修改，对地方性法规
及其附属文件的公布进行规范（修订草案第五十四条）。

（九）体现机构改革成果。根据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和地方组织法、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对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列席会
议、向会议作专项工作报告、到会听取意见、接受询问、质询等内容作
出规定（修订草案第十、三十二、三十五条、第五章）。

修订草案及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2023 年 5 月 30 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

议了《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以下
简称修订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修订草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体现了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议事规则的修订，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适应常委会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健全

完善常委会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对于提高常委会审议质量和效率，
具有重要意义。修订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
议。法工委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见，会同办公厅、代表工委等部门对

修订草案进行了个别文字修改。5 月 31 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法制委
第四次会议进行统一审议，形成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福建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修改稿）》。

修订草案修改稿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议。

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2023年5月31日在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福建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翁祖根

本报记者 (廖丽萍 黄鑫 通讯员 周莹 林婧 洪
晓东) 近日，两岸行业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在厦门正
式上线，将为两岸产学研机构、企业提供涵盖行业
标准资讯、标准大数据查询、标准技术咨询、标准比
对、标准研究等功能的“一站式”综合服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二级巡视员
姬二明表示，该平台的上线，将助力解决因两岸标准
差异产生的贸易往来及市场监管等难题，促进两岸
经贸合作畅通，探索两岸标准化机制衔接路径，为两
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

两岸行业标准共通服务平台由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委）指导，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和厦门台港澳
办共同牵头，联合相关部门，依托台湾地区标准化

（厦门）研究中心建设。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试运行，
目前，平台已汇集两岸各类标准 25 万多份，涵盖两
岸贸易往来中的重点领域、重要产品相关政策措
施、标准化动态、市场准入等信息。

平台拥有专业从事两岸标准咨询服务的标准
化专家，可为台湾企业开展产品和服务标准与大陆
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比对，为台湾企业的产
品和服务进入大陆市场提供标准化技术解决方案。

为方便两岸企业及民众快速查询两岸农食品
安全指标差异，平台还上线两岸农食品安全指标智
能比对功能，实现对两岸农药残留限量的智能化精
准比对，后续还将陆续推出两岸食品添加剂使用要
求智能化精准比对等功能模块。

此外，平台还探索试行台湾企业标准声明公开
制度。在台湾地区登记的生产经营企业可根据自身
需要，自愿将符合大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
产品或服务标准，在平台上进行符合性声明，并向
社会公开，公开的标准将先行在厦门市域范围内作
为有关部门的监管依据。

“对台湾企业试行企业标准自我符合性声明公
开制度，是服务台胞台企打造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
的创新举措和有益探索。”台湾地区标准化（厦门）
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刘姗姗表示，该项政策旨在为
台湾企业提供企业标准声明公开的同等待遇。

一直以来，两岸行业标准难以互通，以及两岸
企业标准监管模式存在差异等问题，给两岸贸易带
来诸多不便。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现有的两岸行业标准信
息提供和服务渠道分散，不利于两岸行业间的互通
互动。因此，亟须一个能够提供两岸相关标准、政
策、规则的一站式信息查询及标准化技术服务平
台。”刘姗姗说，特别是对于希望来大陆发展的中小
微台湾企业和台青来说，平台的建立有助于消除他
们因不清楚大陆相关政策、法规、标准产生的迷茫
和困扰，更利于他们在大陆落地生根。

来自台湾的曾明宝目前担任百利种苗（厦门）
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长期扎根两岸农产品技术经
验分享的一线。他对于此次两岸行业标准共通服务
平台的上线颇有感触。“就拿两岸农食品安全指标
智能比对功能来说，过去，相关农残标准要一条一
条地查询，现在平台就能智能化比对，将给企业带
来很大便利。”曾明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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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峡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
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海峡
论坛即将在福建登场。

这一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已迈入
第十五个春秋。15 年来，两岸同胞借
助这个定位于“民间性、草根性、广泛
性”的平台，相约八闽，畅叙乡情、切磋
技艺、洽谈合作，持续推进融合发展，
绘就两岸同胞最大的“同心圆”。

2009 年，首届海峡论坛在厦门、
福州、泉州、莆田四地举办，8000 多
位台湾乡亲齐聚福建，奏响了两岸交
流的华彩乐章。18 场主打活动精彩
纷呈，开启了两岸关系新格局。

第二届海峡论坛搭起了更大的
舞台。海峡两岸 62 家单位共襄盛举，
25 场主题和系列活动吸引逾万名台
胞参与，其中约有八成来自基层；涉
及界别 30个，也比首届增加 10个。

第三届海峡论坛则充满了乡土
味和人情味。从妈祖信俗到两岸“百
姓”渊源，从最具台湾特色的夜市到
两岸乡镇结对子活动……这一年，赴
台个人游开放；台湾 22 个县（市）、上
万乡亲参与各项活动，台湾少数民族
嘉宾带来的民族风情，绚丽了厦门街
头；台湾夜生活的活色生香也被拉到
厦门人的家门口……

第四届海峡论坛拿下许多“第一
次”。两岸百家不同民间信仰的宫庙代
表第一次汇聚在一起，创下两岸民间文
化交流参与宫庙最多的纪录；第一次推
出“海峡影视季”；第一次展开两岸婚姻
家庭话题的讨论；第一次召开台湾农民
创业发展研讨会；首届共同家园论坛在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举行……

第五届海峡论坛以“聚焦亲情共
圆梦想”为主题。两岸公益论坛、闽台
同名村镇续缘之旅、世界闽南文化节
等 8 项活动，成为凸现乡情延续、祖
地文化的新鲜血液。这一年发布的
31 项惠民政策，给台湾同胞带去更
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第六届海峡论坛成为两岸青年
面对面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一年，海
峡论坛创新形式，广邀两岸青年参

与，无论是海峡青年论坛，还是海峡
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文创论坛，抑或是
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处处可见洋
溢着青春气息的笑脸。

第七届海峡论坛继续推动落实
一批促进闽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带给两岸民众更多的福祉。2015 年，
大陆宣布对台胞来往大陆免予签注，
并适时实行卡式台胞证，台胞“说走
就走”的愿望就此成为现实。

第八届海峡论坛以“扩大民间交
流、促进融合发展”为主题，着重突出
两岸青年和基层间的交流，特别新增
青创先锋汇、两岸智库论坛、“闽台走
亲乡镇行”大型图片展等活动。

2017年，适逢两岸开启交流交往
30 周年。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第九届
海峡论坛突出“30 周年”和“融合发
展”两个关键词，交流界别领域更大、
体验式交流更深入、青年融合逐步接
棒等成为最大的亮点。这一年，8000
余名台湾各界人士踏浪而来，大陆继
续释放“政策大礼包”，面向台湾青年

推出了 2600 多个就业岗位、600 多个
见习岗位和3100多个创业席位。

第十届海峡论坛专门增设文化交
流板块，“海论十年、精彩无限两岸故事
汇”“中华文化发展论坛”“海峡两岸书
院论坛”等活动，突出中华文化传承和
价值引导。同时，首次举办两岸基层治
理论坛，为两岸基层治理理论与实践
的交汇、融通、互鉴开辟了新途径。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继续重点关
注并服务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新增
台湾人才登陆第一家园论坛、“两岸
一家亲·从小心连心”研学体验营、海
峡两岸电子竞技邀请赛等活动。有超
过 1 万名台湾民众报名参加，其中

“首来族”占 40%、青年占 50%。
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尽管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但依然精彩纷
呈，首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突破疫情对时空的限制，并新增卫生
防疫等议题，融入两岸同胞携手抗疫
的感人故事。

第十三届海峡论坛既聚焦民间交

流，又突出高质量发展，展现融合发展
成效。这一年，新增举办闽台科技教育
融合发展活动、两岸新媒体发展交流
论坛、闽台青商论坛等，首次运用“台
青播台货”、短视频互动、线上线下情
景剧、在线小游戏等“云交流”方式，持
续推进闽台青年深度融合。

第十四届海峡论坛继续以“扩大
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这
一年，是两岸开启交流 35 周年，论坛
新 增 举 办“35 年 心 路 ”两 岸 交 流 纪
事、“单车天使”第一家园骑行之旅、
青少年客家话演讲比赛等活动，激起

“两岸一家亲”的共鸣。
历经十五载，海峡论坛高潮迭起，

硕果累累。从基层治理探讨到青年创
业交流，从经贸合作到文化交流，海峡
论坛搭建起一个又一个平台，见证一
个又一个温暖的场景，绘成一个又一
个合作的蓝图。通过海峡论坛，两岸同
胞携手同心，共叙亲情乡谊，共话民生
福祉，共扬中华文化，共享梦想舞台，架
起了一座座跨越两岸的“连心桥”。

民间嘉年华 共叙两岸情
——历届海峡论坛回眸

□本报记者 全幸雅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14
日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
朱凤莲应询时发出“三问”：“台湾民
众参加两岸交流何罪之有？陆委会指
称海峡论坛‘反独、促融、促统’，这三
点哪一点在台湾地区现行规定禁止
之列？通过两岸各界民主协商促进两
岸关系发展、沟通解决两岸之间的问
题，陆委会有什么理由反对？”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将在福建举
办，台陆委会称禁止台湾民间团体参

与举办论坛，对台湾民众参加两岸交
流设置各种限制阻碍，并以所谓“触
法”相威胁。对此，朱凤莲提出上述疑
问，并指出：“民进党当局如此公然侵
害台湾民众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可见

‘绿色恐怖’何其嚣张！”
朱凤莲说，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

的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近走亲。
对于海峡论坛这一举办多年的两岸
民间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究竟在怕
什么、挡什么？一面口口声声宣称要

“让两岸恢复交流”，一面又公然威胁
恐吓参与筹办和参加海峡论坛的台
湾民间团体和民众，完全是说一套做
一套。

朱凤莲说，要和平、要发展，要交
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共同心声，符
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第十五届海峡
论坛的举办，得到台湾民间团体、各
界民众踊跃响应。这充分表明，顺民
意、得民心的事，民进党当局是阻挠、
打压不了的。

据介绍，第十五届海峡论坛是新
冠疫情“乙类乙管”后举办的最大规
模两岸民间交流活动，论坛大会定于
6 月 17 日在厦门举行。论坛邀请中国
国民党、新党、亲民党、无党团结联
盟、民众党等台湾政党代表、台湾主
办单位代表，以及台湾行业代表、社
团负责人和工青妇、乡镇村里、农渔
工商、民间信仰等各界嘉宾共 5000
余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应
邀率团出席。

国台办：顺民意得民心的事，民进党当局阻挠打压不了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14 日，两

岸抗战老兵后人携手传承抗日精神活动
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举行，60 余位海
峡两岸抗战老兵后人共聚一堂，缅怀抗
日先烈，铭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本次活动由台盟福建省委会、福建
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建省新四军研
究会、三山人文纪念园等联合举办。9 时
许，两岸抗战老兵后人们穿过纪念园的
英雄广场，在抗日志士纪念墙上寻找父
亲及其战友的名字，贴上一颗红色思念
星，表达思念与敬仰；他们共同点燃长
明火，英雄的名字在火光中熠熠生辉；
他们携手在纪念墙墙角种下一棵红枫
树，竖立刻着“传承”二字的石碑，象征
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将大陆抗战
老兵王玉清、台湾抗战老兵宋炯为抗日
志士纪念墙揭碑的影集和留在纪念墙
上的手模拓片，赠予两人的后代。

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通过重读
抗 战 家 书 、主 题 诗 朗 诵 等 方 式 回 望 历
史、歌颂英雄。最后，人们高唱《黄河大
合唱》，向英烈致敬献花，将纪念活动推
向高潮。

据悉，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是两岸
抗战老兵参与发起和共建的。于 2015 年
抗战胜利 70周年时落成，镌刻有 8000多
名福州籍和曾在福州生活、工作过的两
岸抗日英雄、在台坚持抗日斗争的福州
乡亲和以各种形式支持祖国抗战的福
州华侨的英名。

两岸抗战老兵后人携手传承抗日精神

一位与会的台湾代表高举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海峡职工论坛大会的场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