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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薇在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樟岚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2016 年 10
月列入南台岛东部樟岚村片区项目二项目四征收范围。征收期间认定我

户成员张薇 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2016 年 10 月张薇签订编号 ZLC-
1049《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30+15㎡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

湖滨北苑东侧安平佳园(原湖滨北苑东侧地块)1#楼 1104。现安置房已具备

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现张薇申报安置房权属。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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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薇

声

明

21日下午，在晋江崎山公园，“健康徒

步 共话安全”——2023 年晋江（科工杯）

安全生产徒步行活动精彩上演，200 余名

参赛者共同参与了这场公园徒步大会。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主办，晋江市应急管理局、晋江市林业和

园林绿化局、西园街道办协办，福建省晋江

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建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活动围绕2023年第22
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

急”展开。

除了各单位派员参加外，活动吸引了

不少市民，大润发更是组织50位员工参加。

沿途设有“我为安全代言”“森林防火，人人

有责”等互动补给点。参与者既可在这里补

充能量，又可参与互动点的安全生产月知识

抢答和互动游戏，获胜者可获得各种礼品。

晋江市中医院120急救车全程保障。

主办方表示，此次活动旨在传播安全

文化，倡导安全生产，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努力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关爱生命”

的浓厚社会氛围。 （黄枫）□专题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晋江举办 2023年（科工杯）安全生产徒步行活动

声 明
王良辉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

镇 东 兴 村 自 建 房 屋 一 幢 无 产 权

2016 年 9 月列入海峡体育中心项

目周边地块五项目征收范围。王良

辉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

他住房 2016年 11月王良辉签订编

号 ZBDK5 壹-0465《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王良辉 1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45㎡增房 30㎡
安置 75㎡户型 1 套。后安置于仓山

区盖山镇东岭路 2 号(原东岭路东

侧)瑧茂公馆一区 A21#楼 1303 单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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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以王良辉作为权利人申请办

理安置房权属登记。如有异议者可

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

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

限公司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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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辉

“小吴，端午节快到了，社区能否
组织一场包粽子活动，大伙都来热闹
热闹。”“放心吧，袁叔，我们回去就准
备。”……

81 岁的袁绍家住厦门市同安区滨
海社区，6 月初，滨海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志愿者吴妙清来到家里看望时，
袁绍提出了他的“微心愿”。6 月 22 日
至 24 日，一场以“浓情端午粽飘香·暖
心滨海享安康”为主题的端午节赏民
俗、包粽子、送爱心活动在滨海社区举
行，参与人数达 200余人。

据了解，厦门市同安区滨海社区
以保障性住房小区为主，其中不少老
人存在行动不便、独居孤独、缺乏归属
感等问题。滨海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志愿者主动了解老人需求，链接社会
资源，充分使用“互联网+”技术，为社
区所有孤寡独居老人配置应急呼叫智
能“平安铃”设备，为老人提供远程健

康监测、护理照料、紧急救助等全方位
的线上与线下服务。

社区通过“点单”“派单”“接单”
“评单”相贯通的工作模式，针对群众
的需求，由社区引导社会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共同参与志愿服务，让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更加贴近群众的实际
需求。

事实上，滨海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根据社区特点，打造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正是同
安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同安区致力于将文明实
践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把推动新时代
文 明 实 践 在 基 层 生 根 发 芽 作 为 主 攻
点，围绕全域推进、就近就便原则，全
面建成 1 个中心、11 个实践所、142 个
实践站三级阵地，延伸设立各类“阵地
岗”1182 个、“实践岗”3587 个，在榕树

下办读报点、公园里开讲古场、广场内
设驿站、社区中辟朗读亭、高山上建
党校。

同时，通过智慧云平台推行“百姓
点单、中心派单、队伍接单、百姓评单”
扁平化闭合服务，实现志愿服务对接
精准化、便捷化。群众可通过智慧云平
台“点单”，提出希望实践所（站）开展
的活动类型，由各志愿服务队“接单”，
开展相应的志愿服务活动。据悉，自智
慧云平台上线至今，同安区已发布文
明 实 践 活 动 、志 愿 服 务 项 目 1.2 万
多个。

据了解，志愿服务团队也能够根
据志愿者服务意向，随时调整“服务菜
单”，提供更精准的活动。通过智慧云
平台发布活动，满足群众需求，以无缝
式服务增强实践活动的影响力，吸引
更多群众参与到文明实践中来。

（邱赵胤 苏轩 余雪燕）

让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从“指尖”到“身边”

“大陆恢复开放释迦输入！”“苦撑 638 天，
终于恢复了！”“感动到快要落泪！”……20 日，
大陆恢复台湾地区番荔枝（又名“释迦”）输入，
台媒纷纷大篇幅报道了这一利好消息，还采访
了许多果农，他们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激动
之情。

然而，对于这件岛内民心所盼之事，民进党
当局再次颠倒黑白，大肆抹黑大陆此举是所谓

“统战”“认知作战”“政治性采购”云云。
事实上，番荔枝输入大陆之所以暂停将近

两年，主要原因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将农业问题
上升为政治问题。

2021 年 9 月 20 日，因多次从台湾番荔枝中
检出大洋臀纹粉蚧等检疫性有害生物，大陆暂
停了番荔枝的进口，并提出了整改意见。然而，
民进党当局不是检讨反思，指导果农加强管理，
反而将问题意识形态化，污蔑大陆打压，并许诺
果农会将番荔枝转销到日本市场。可是，日子一
天天过去，日本却始终未开放台湾地区的番荔
枝输入。

台东是岛内番荔枝的主要种植地。大陆暂
停输入后，番荔枝价格从每台斤（600 克）70 元

（新台币，下同）跌到 15 元，台东县产值损失近
30 亿元。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消极态度，为了自
救，台东果农联合发起了整改行动。今年 3 月，
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率团“登陆”，表示希望在

解决检验检疫问题后，台东的番荔枝能恢复输
入大陆。

不久前，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台
东县长饶庆铃跨海参会。其间，饶庆铃表示，过
去几个月来，台东县政府积极辅导果农，为改善
番荔枝质量做了许多努力，大陆市场具有运输
快、销量大等优点，希望两岸尽快重启运销合
作，以解台东果农的燃眉之急。

为了台湾同胞的福祉，同时，鉴于台东县的
积极作为，大陆决定自 6 月 20 日起恢复番荔枝
输入。

自去年 8 月以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
言多次率团来大陆交流，也不断向大陆表达台
湾农渔民和中小企业希望两岸恢复交流合作的
心声，大陆均给予了正面积极回应。此前，在确
保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大陆已恢复了台湾冰鲜
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并表示愿意与岛内有关
方面共同努力，继续为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
大陆提供帮助。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大陆始终尊重、关
爱、造福台湾同胞。而民进党当局却只会肆意污
蔑、抹黑大陆。这种不得人心之举，引发岛内各界
的强烈抨击。台东十股果菜运销合作社理事主
席江鸿牧表示，前两年释迦价格暴跌，许多果农
纠结是否要废耕，如今传来好消息，大家心里踏
实多了，希望民进党当局不要再采取敌视态度。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质问道，民进党
当 局 总 是 抹 黑 、“ 抹 红 ”大 陆 ，故 意 制 造 两 岸
对 抗 ，难 道 民 进 党 一 定 要 两 岸 交 战 、兵 戎 相
见吗？

饶庆铃表示，到大陆就是为了沟通、为了解
决问题，“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么快”，感谢大陆的
善意回应，未来会把好农产品质量关，希望两岸
继续加强沟通交流。

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指出，民进党与
其一再喷政治口水，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恢复两
岸间的对谈和交流”，不要把台湾民众当傻瓜，
企图用谎言来掩饰自己的施政无能。

数据会说话，民进党当局的施政无能在经
济方面进一步显现。上周，台经济事务主管部
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 月份台湾外销订单
金额为 456.8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17.6%，
为连续第 9 个月负增长。其中，大陆作为台湾
地区最大出口市场，更是连续 14 个月负增长。
岛内专家悲观预测，台湾全年经济将难以维持
正增长。

公道自在人心。近段时间以来，蔡英文及民
进党当局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偏绿的“台湾民意
基金会”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近半数岛内民众
不满意蔡英文的施政表现，民众对民进党的支
持度相较上月大幅下降 6.5个百分点。不让民众
过好日子，民众也不会给他们好果子。

民心不可违
一周看

本报记者专栏

本报记者 吴洪

两岸一家亲、竞渡敖水滨——18 日至
22 日，农历端午节期间，连江县群众和马祖
乡亲共同参与的首届连马龙舟友谊赛，在连
江县敖江火热登场。来自海峡两岸的 8 支龙
舟队伍、300 余名健儿，在为期 5 天的比赛中
奋勇拼搏，尽情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深化连江、马
祖同胞的友谊。

本次比赛最引人关注的，是连江妈祖
龙舟队与马祖龙舟队进行的友谊赛。敖江
上白浪滔天、鼓声震天，选手们击水奋楫、
挥桨激浪，龙舟如出水蛟龙、你追我赶……

这场龙舟交流，始于 6年前的一次约定。
这一次，马祖境天后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曾林官带领 50余名队员，如约前来参赛。

“当年，连江城关妈祖庙重建之时邀请
了马祖方代表参加，恰逢端午节期间，于是
双方共同定下举办龙舟赛的约定。”连江城
关妈祖庙管委会主任吴有锋告诉记者，连
江、马祖同根同源，赛龙舟是文化同脉相传
的见证之一。

对于这次比赛，马祖乡亲期待已久。“半年
前，我们收到邀请函后，就开始加紧备赛。”曾
林官说，为了在这场友谊赛中好好表现，他和
部分队员多次到连江县“熟悉场地”，并且积极
训练，力求为两岸民众呈现一场视觉盛宴。

为帮助马祖龙舟队参赛，连江城关妈祖
庙专门赠送马祖境天后宫一艘新龙舟。该龙
舟由杉木制成，是标准的连江传统龙舟，全
长 19.98 米、宽 1.1 米、重 500 公斤，可供 30 人
乘坐。友谊赛上，这艘凝结着两岸深厚情谊

的龙舟，代表马祖龙舟队“出战”。
此外，在连马龙舟友谊赛启动仪式上，

连江县两岸龙舟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林筱江
将《两岸龙舟画册》赠予马祖代表。林筱江
介绍，赛龙舟是两岸同胞都非常喜爱的传
统 民 俗 活 动 ，两 岸 青 年 同 舟 共 济 、乘 风 破
浪，步调一致、奋楫争先，既增进了感情，又
加深了对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记者看到，在首届连马龙舟友谊赛活动
中，两岸青年现场交流得热火朝天。“观众非
常热情，其他队伍的选手也热情地与我们交
谈、分享划龙舟经验趣事。我们不仅可以感
受到龙舟赛的独特魅力，更能感受到连马同
胞的深情厚谊。”18 岁的马祖参赛选手陈博
勋兴奋地说。

与陈博勋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同伴陈
冠衔。“第一次到连江划龙舟，也是第一次看
到那么多龙舟竞渡，感觉十分荣幸。连江马
祖同根同源，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到福州
来，通过各种赛事活动与大家交流，更好地
传承祖辈留给我们的东西。”陈冠衔说。

曾林官感慨地说：“透过龙舟友谊赛，加
深两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推动两地
民众常来常往，增进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希望今后多多举
办这样的活动。”

“马祖与连江一水相连、一脉相承。”活
动主办方、连江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举
办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增进连马两地民众
感情，在打造“福马共同家园”上走前列、作
示范。

连马龙舟赛 跨海书写“ ”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叶建隆

“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忍不住眼泪流出来，分别这四十几年
来以为不能再有你的消息，没想到能在这晚景之年收到你的来
信。”这是一封催人泪下的家书，来自台湾的一位老父亲，1988 年
时写给身在福建龙岩的儿子赵阿和。这封家书如今保存在福建
省档案馆。

这封家书的捐赠者是赵阿和的养子兰有文。他介绍说，由于
历史原因，赵阿和在 1949 年后辗转来到福建龙岩武平县谋生，与
在台湾的父亲分开一晃几十年。1987 年后，两岸恢复民间往来，赵
阿和将浓浓的思念装进信中，循着台湾家中原址寄去，终于取得
联系。

兰有文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赵阿和在生命垂危之际哽咽地说：
“我这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不能与台湾家人团圆。多么希望台湾能
够早日回归，两岸能够早日统一，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下一代重演。”

纸短情长，一封封家书在两岸历史中记录下骨肉亲情、无尽思
念。2022 年 3 月起，福建省相关部门发布征集公告，面向社会各界
广泛征集“迁台记忆”档案文献。在这过程中，一段段饱含深情的两
岸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得到征集消息的“台湾女婿”林振华，把珍藏的 73 封两岸家书
捐给福建省档案馆。这些家书是林振华、陈慧贞夫妇与台湾亲人十
多年的通信记录。

“家中这些信件，每个字都在说‘两岸一家亲’。”林振华说。陈
慧贞的祖父曾是台湾板桥林家的管家，其祖辈从福建安溪迁往台
湾，到陈慧贞这一辈已是迁台第六代，又回到了福建。

“了却平生愿，随妻宝岛还。会亲情脉聚，祭祖血缘绵。阿里名
山翠，双潭秀水妍。遥观云散处，海峡彩虹连。”林振华 2012 年曾写
下这首诗送给台湾的亲人们。那年他和妻子首次回台湾探亲，与亲
人们欢聚一堂，圆了重逢梦。

福建省档案馆编研开发处副处长吴永宁说，截至目前，福建省
档案馆已征集到相关档案文献 1588 件，包括书信 301 封、照片 768
张，以及其他纸质、实物、录音录像档案等。征集的重点偏向民间交
流往来，内容是否公开尊重个人意愿。

“在这些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到两岸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往来
的历史。”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秘书长蔡丽华说，两岸家书承载着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深厚亲情和共同历史记忆。

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江尔雄说，两岸家书最能勾起同
胞间的情感共鸣。此前，在漳州市南靖县山城镇雁塔村徐氏村民家
中，发现保存有 20 多封百年前与台湾亲人往来书信。后来，台湾徐
氏族亲循信回到雁塔村认亲，续写了两岸血脉情缘。此类亲情故事
仍在不断上演。 （新华社福州6月24日电）

明月何曾是两乡
——两岸家书述说血脉情缘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近日，由省青联、省台联和台湾相
关机构共同主办的闽台青年乡建乡创合作交流论坛在漳州长泰
举办。

活动中，举办了央视《咱们村的新老乡》系列纪录片开播仪式。
现场还举行了闽台乡建乡创项目签约，台湾乡建乡创团队分别与
漳州 6个村庄代表签约；12名来自两岸农业、渔业的协会代表分别
结对签约。

签约仪式后，中国建筑设计院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乡土创作
中心主任郭海鞍、台湾大学经济系原主任兼所长徐世勋围绕“乡村
振兴”等议题作了主题演讲。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央视乡建乡创主题分享会。台湾青年范姜
锋、庄慈芯、陈燕儒分别讲述了他们在文创旅游、生态农业、直播带
货等乡建乡创舞台上，与大陆青年携手打拼的故事；乡村振兴观察
员林凯、王天宇也分享了他们眼中的乡村变化和发展。

闽台青年乡建乡创合作
交流论坛举办

据新华社台北电 2023（癸卯）年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
伏羲典礼 22 日在台湾新北市举行。当日，大陆公祭伏羲大典在甘
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十年跨海连线、异地同时举行祭
祀伏羲活动。

上午 9 时 50 分，祭典在新北市先啬宫正式开始。钟鼓鸣响中，
各界人士代表循古礼，向伏羲圣像敬献鲜花，叩首或鞠躬致敬，现
场庄严隆重。

担任主祭官的中国国民党前秘书长、先啬宫董事长李乾龙表
示，伏羲是华夏子孙共同敬仰的人文始祖，共祭伏羲是两岸交流的
重要一环，希望两岸能因此更加融洽和谐。

参与祭典的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陈镇湘表示，两岸都是一家
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要让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代代相
传。两岸共办伏羲祭典，可以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和平共好。

台湾中华伏羲协会理事长张馥堂曾多次赴甘肃天水交流。他
认为，守护伏羲信仰是所有中华儿女的责任，期盼伏羲文化能在两
岸发扬光大。

伏羲被称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相传伏羲诞生于天水，创制了历法、八卦，倡导男聘女嫁。祭祀伏羲
由来已久、世代传承，2014年首次实现海峡两岸共祭伏羲。

此次活动由甘肃省公祭伏羲大典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
省台办、新北市三重区先啬宫共同主办。

2023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
在台湾新北市举行

首届连马龙舟友谊赛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叶建隆 摄

方绍晃是福州市非遗方庄龙舟制造技艺（闽侯县）传承人。图为方绍晃
在查看赠送给马祖乡亲的新龙舟。 新华社 发

马祖龙舟队的青年队员们在比赛中。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叶建隆 摄

选手们击水奋楫、挥桨激浪。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叶建隆 摄

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