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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理想城（云锦公馆）调整安置地块（现房）选房通知
三江理想城（云锦公馆）A 区安商房 12 栋楼 1584 套约

14.8 万㎡，已对接安置 1040 套约 9.1 万㎡。此次调整安置地
块（现房）选房共涉及 26 个项目 340 套：1.胪雷河 2#支流；2.
马尾大桥以北、福厦高速连接线以东项目一补征地块；3.厚
峰收储地块一；4.厚峰收储地块二；5.厚峰收储地块三；6.轨
道交通 4 号线一期工程螺州车辆段；7. 胪雷河一支流排坞；
8. 螺福路道路工程；9. 福泉高速公路连接线拓宽改造工程

（A 段）；10. 福州市梁厝南片区道路；11. 梁福小区；12. 环岛
路沿线未征收地块；13.下洋收储地块一；14.下洋收储地块
二；15. 下洋收储地块三；16. 三江口片区纵二路、纵三路道
路工程 (含区间桥梁)；17. 下洋南片区道路工程二期；18. 福
州市仓山会展中心片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清富河）；19.福

厦客专福州南站土地综合开发用地地块三项目（04、06、07、
09 地块）；20.清富变电站；21.清富片棚户区改造项目一；22.
清富片棚户区改造项目四；23. 马尾大桥以北、福厦高速连
接线以东项目一（二）；24. 樟岚收储地块一、二、三项目；25.
福乐新苑项目一、二项目；26.潘墩一二期项目。三江理想城

（云锦公馆）调整安置地块（现房）选房具体事项安排如下：
一、选房时间：2023 年 8 月 12 日参加选房号码：1 号-70

号（9：00开始）。2023年 8月 13日参加选房号码：71号-165号
（9：00 开始）。2023 年 8 月 14 日参加选房号码：166 号-270 号
（9：00 开始）。2023 年 8 月 15 日参加选房号码：271 号-373 号
（9：00开始）。二、选房地点：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政府文化站。
三、选房时被征收人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原件、三江理想城（云锦公馆）调整安置地块抽
签顺序号、选房顺序号结果单原件、回迁安置决算单原件、《商
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原产权人已故的需提交继承公证书原
件，若本人无法前来，可委托他人代选，受托人还必须另外携
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具有法律效力的关系证明、委托书原
件。四、如被征收人未按公告时间到场选房，也未委托他人代
理选房的，或者到场后拒绝参加选房的视同就地安置。（具体
事宜请参见现场《具体事宜请参见选房现场《回迁选房方
案》）。请各位被征收户互相转告，准时到场参加！特此通知。

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2023年8月8日

仙游县公安局枫亭派出所：

做好“三类场所”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为进一步推进以流动人口三类场所大排查为主题的集中

清查行动，仙游县公安局枫亭派出所坚持“服务管理并重、排
查整治并举”理念，深入用人单位、出租房屋、宗教活动场所等

“三类场所”，宣传场所主动申报的义务、渠道和内容，督促其
积极主动申报流动人口信息，对不依法履行法定申报义务、不
及时报送流动人口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及时依法查处，压实“三
类场所”主体责任，全面摸清“三类场所”实际人员底数，做到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针对流动人口的矛盾纠纷，推动
落实分流转办、多元化解，分类施策、闭环调处，全力维护辖区
和谐稳定。 （黄晶 陈晓娣） □专题

“要 5 毛给 100，‘亲生’的就是不一样！”上
周，台湾岛内“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以下简称

“前瞻计划”）第三期 5358 亿元（新台币，下同）
特别预算审核报告出炉，民进党当局赤裸裸的
不公之举引发各界强烈抨击。

从报告看，在岛内各县市中，绿营执政的
高雄市人口仅占台湾的九分之一，此次却独得
1265 亿元补助，所占份额居首；而蓝营执政的
台中、台北两个大都市，仅获得 228 亿元和 184
亿元补助，不及高雄的四分之一。

对此，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新闻网等岛
内媒体发表评论指出，“前瞻计划”原本是用来
兴建基础设施的，属于重大经济建设，然而，如
今却沦为民进党当局拼政治、捞选票的工具，
如此“沾钱”不顾后的做法，不仅会债留子孙，
而且会加剧社会分裂。

事实上，这种担忧正在变成现实。2016 年，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在缺乏科学严谨论证的情
况下，匆忙推出“前瞻计划”，号称以举债方式 8
年拿出 8800 亿元新台币，开展轨道建设、绿能
建设、数位建设、水环境建设、城乡建设、食安
建设、少子化建设、人才培育等八大建设。然
而，七年过去，“前瞻计划”的项目不是品质不
佳就是工期延宕，均未见明显成效。以轨道建
设为例，38 项计划中，仅完成 2 项，完成率只有

5.3%；再看绿能建设，民进党当局曾声称“到
2025 年绿能占比要达到 20%”，实现“非核家
园”，如今绿能占比还不到 9%，要在 2025 年完
成目标根本不可能；在城乡建设方面，为争取
补助，各县市一窝蜂抢项目，有的项目根本不
合时宜，有的县市需自筹的经费甚至高达 5000
多亿元，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前瞻”变成了“钱
坑”。“前瞻计划”引发的乱象不断、问题重重，
再次揭露了民进党当局口惠而实不至的虚伪
面目。

有识之士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前瞻计划”
从头到尾都是政治考量，而专业评估只能靠边
站。岛内网友纷纷怒呛：“花了那么多钱，建设
在哪里？”“滥用民众的血汗钱，甚至不惜债留
子孙，对得起台湾人民吗？”

上周，距离台湾军方基隆爆炸事件不到 10
天，屏东县九鹏导弹基地再次发生爆炸燃烧，
导致 4 人严重烧伤。岛内舆论形容，台湾已变成

“火药桶”。岛内分析人士指出，两起爆炸事件
都是由于弹药处理不当所致，这暴露了在民进
党当局操纵下“台军”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的
事实。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顾民众反对，一味
讨好美国，不断提高预算向美方购买武器。近
日，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编列 2024 年台防务

部 门 预 算 ，拟 比 2023 年 增 加 300 亿 元 ，达 到
4400 亿元新台币。自蔡英文上台以来，民进党
当局逐年增加防务预算，使得岛内防务开支屡
创新高。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
揭仲指出，为了应付节节攀升的武器采购费
用，民进党当局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不断压缩
官兵训练与装备维护的费用，这不仅无法提高
军队战斗力，还将拖垮台湾的经济，损害民众
的福祉。

8月 1日，叫嚣要“走进白宫”的赖清德再遭
美方“打脸”。美国白宫发言人马修·米勒针对赖
清德的言论，向外界重申“一中政策不变”。对
此，岛内网友讽刺道，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
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各种表忠心之后，“现
在被洋主子啪啪‘打脸’，真是一场笑话”。

“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
道他是一只鸡，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
威名……”最近，大陆歌手刀郎的《罗刹海市》
火到了台湾，引起许多岛内网友的共鸣，大家
直言，台湾政坛“又鸟马户”一点都不少，《罗
刹海市》歌词“拿来骂民进党很贴切”，蔡英文
和赖清德等政客可以“对号入座”，为了一党
私利，他们可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贪得无
厌，最终只会让民众遭殃，把台湾推向黑暗的
深渊。

“前瞻”何以变“钱坑”
一周看

本报记者专栏

本报记者 吴洪

傍晚的金门，吕振益在自家牛肉面馆
里，看电视里播放的大陆新闻节目。上周他
刚从厦门买回了电视盒，过几天准备和家
人再去逛逛。喝着来自福建的清水，他和诸
多金门乡亲还期盼：跨海大桥早日成真，厦
金往来更加便利，两岸同胞越走越亲。

到今年 8 月 5 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已整
整 5 年了。由泉州到金门，供水管道所传递
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甘甜水，更是两岸同
胞之间绵绵延续的骨肉情，启示了两岸应
通尽通“融”与“荣”的无限空间。

“解渴”之后金门乡亲有更多期盼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通水 5 周年活动
4 日至 6 日在泉州举行，金门县自来水厂几
任厂长都来了。他们探访水源地山美水库、
晋江龙湖，勘察工程所用管道，表达对这项
工程从愿景变为现实的欣慰与感动，更畅
谈对早日完全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
地区“小四通”（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的
憧憬与期待。

翁自保曾担任金门县自来水厂厂长多
年，深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来之不易。1995
年启动，2015年 10月开工，2018年 8月 5日正
式通水，这项工程一路走来，凝结了两岸同胞
诸多心血，为金门乡亲带来莫大便利。

“大陆活水源源不断流向金门 5年了。”
翁自保说，若没有大陆供水，不知道金门怎
么应对这几年的旱灾。

金门没有高山遮蔽，年蒸发量远超降
水量。近几年气候反常，旱涝不均。2019 年，

金门曾连续百天未降雨；其后两年，降水量
连续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新低，湖库
与农塘干涸。所幸大陆清流入金，两岸共饮
一江水，解了金门民生与产业之“渴”。

作为金门酒厂（厦门）贸易有限公司董
事长，翁自保坦言，没有大陆水，将影响金
门高粱酒的水源。在他看来，金门和厦门、
泉州可做更多联结。“未来还可以通电、通
气、通桥。”他说，金门可以当厦门的“后花
园”，两地逐步“同城化”。

“水通了，就打开了一扇门。”福建省水
利厅原厅长陈国樑回顾供水工程种种不
易，更坚信两岸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民心
所向。“两岸通水，是合作起点，不是终点。”

“缘”“源”不断，力促两岸交融

“这滴水是缘，牵连两岸的晋金水缘；
更是源，映照两岸的同根之源。”福建向金
门供水工程通水 5 周年宣传片《水之缘》中
的词句，引发在场两岸同胞共鸣。

清流五年向金门，是“小四通”的重要
一步，也是两岸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
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即“新四
通”的美好缩影。

近年来，大陆方面秉持善意、积极推动，
一系列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措施不断推出：完
成福建沿海向金门马祖联网供电方案的论
证和容量准备；金马供气工程正式“云签约”；
厦金大桥开展测量地勘；厦门新机场、福州机
场二期建设分别预留金马候机区……

福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努力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截至 2022
年底，福建累计引进台资项目超2.3万个，实际
利用台资（含第三地转投）320亿美元。

“距离厦门 1.5 小时车程有座台湾农民
创业茶园，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原生态环境，
青山绿水……”几天前，台青陈耘嘉在微信
朋友圈推介他位于龙岩漳平的茶庄民宿。

客人入住，陈耘嘉总愿意和大家话家
常，分享从爷爷开始一家三代扎根当地的“茶
的故事”。“很多大陆客人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很享受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他说。

近日，在福州举行的第五届两岸融合
发展论坛上，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
院院长、台湾教师马彦彬，分享了参与福建
乡建乡创的经历和体会。

截至目前，福建累计引进上百支台湾
建筑师和文创团队，为全省 300多个村庄提
供规划设计、产业文创等陪护式服务。“政
策支持力度加大，融合效应显现。”马彦彬
说，两岸同胞在乡村振兴大舞台上不断增
进了解。

推动“互通”“共融”，深盼共同繁荣

“两岸合则两利、通则双赢，而分则两
害。金门人对此感触尤深。”在福建向金门
供水工程通水 5周年活动现场，多位金门乡
亲对记者表达心声。

新华社驻台记者日前探访金门，听到了
相同的诉求。出租车司机老纪说，疫情前每年
去厦门和泉州 10多趟，“有时只为吃个饭”。

在小金门岛的沙滩上，面朝厦门，老纪

能清晰指出厦门双子塔、会展中心的位置，
也知道大嶝岛上正建设机场。对厦门，他就
像本地人一样熟悉：“厦金本来就亲如一
家。”

潮起潮落，浅浅海峡早已不是隔绝同
胞往来的藩篱。今年 6 月，第十五届海峡论
坛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
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的好消息。

面对新愿景和新机遇，更多两岸同胞
深盼，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更好地为两岸交
流合作、携手发展增添活力动能。

“总结通水经验，两岸可探讨更多合作
模式。”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主任刘
佩怡表示，产生“共融”效果，需要两岸民众共
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学习的环境来塑造。

在金门服务过的台湾中华妇联总会主
任委员雷倩说，福建原是战争前沿，如今正
朝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方向迈进，这
极有意义。

“相信未来会有更完整的全方位的融
合计划。”雷倩说，这个融合计划也需要台
湾同胞认真思考：两岸的未来，是选择战争
还是和平，是选择繁荣还是落后，是选择融
合发展还是对立对抗？

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长
苏美祥表示，无论台海怎样“乱云飞渡”，大
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主张一以贯
之。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和平发展，是两岸
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最佳路径和
必然选择。

（据新华社福州/台北8月7日电）

清流五年向金门：启示两岸应通尽通“融”与“荣”

本报讯 （记者 游庆辉 文/图） 6
日，作为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的系列活
动之一，两岸学子第四届科举文化体验
营在福州启动。

此次活动以“文脉流长、金榜题名”
为主题，由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台联、
福州市台联共同主办。在启动仪式上，
营员们身着汉服肃整衣冠，行敬拜先师
之礼，齐诵朱子家训，正式开启为期 6 天
的“科举文化之旅”。

活动期间，营员们将参观中国船政
文化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等，追忆闽
台“共同家园 共同记忆”；游览故宫、孔
庙、国子监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动以当代两岸青年的视角，追寻先贤
的记忆，感受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
的血脉亲情，传递“两岸一家亲”的共同
心声。

图为台湾学生代表向至圣先师孔
子像敬茶。

两岸学子科举文化
体验营在福州启动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 20周年，也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 10 周
年。6日，由中国-东盟中心、福建省外
办、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中
国-东盟周”系列活动在福州开幕。

活动为期一周，邀请东盟国家
政要、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中外媒体
代表以及企业与留学生代表近 200
人齐聚福州。其间将举行经贸合作
论坛、电影周、青年论坛、美食嘉年
华、中医研讨会、八闽行等系列活
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展示中
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关系。

开幕式当天，举办了“面向新时
代 的 中 国 -东 盟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主题论坛及中国（福建）-东盟
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外交部部长助
理农融在致辞时表示，东南亚朋友
常说“水涨荷花高”。中方将始终秉
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愿同东盟坚持合作共赢，携手构建
更 为 紧 密 的 中 国 -东 盟 命 运 共 同
体，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地区长期和
平、稳定与繁荣。中国-东盟中心自
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自身桥梁、纽带
和平台优势，为促进中国-东盟务
实合作和民心相通作出重要贡献。

中老两国致力于加强区域一体
化和互联互通，中老铁路就是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重要项目。老挝国会副主
席宋玛·奔舍那表示，农业是老挝经
济的重要支柱，但老挝农业以自给自
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中老铁路推动老
挝与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互联互通，
自此“山不再高、路不再长”，为老挝
农业在技术、投资、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带来许多发展机遇，有
效促进了老挝农业的转型与发展。

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
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凯鲁·菲
道斯表示，马中旅游合作优势互补，人文交流成果丰硕，未来将与
中国开展更多文化交流项目，共同促进双方文化繁荣与发展。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年
提出以来，已从理念发展成为新时代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并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自 2013年以来，中国连续 10年成为泰国第一大
贸易伙伴，去年泰中双边贸易额约为 1350 亿美元；2022 年，中国还
是泰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国。阿塔育·习萨目表示，旅游和商
业部门的双向交流，将成为未来几年泰中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表示，长期以来，新加坡与中国保持着
密切的经贸关系。自 2013年起，中国连续 9年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
伙伴，新加坡则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新增投资来源国。他坚信未
来两国将深化合作，在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绿色经济、生物科技等
方面展开更多合作，为地区稳定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表示，希望通过举办“中国-东
盟周”系列活动，持续巩固双方友谊，促进实现双方共同目标，推动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领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 2022 年初正式生效以来，为该
地区的 15 个成员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
资环境，加强了经济一体化和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与东盟国家的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升级，福建
与东盟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东盟已成为福建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
对外投资目的地和利用外资重要来源地。2022年，福建对东盟进出口
4226.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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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在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通水五周年之际，由福建人民艺
术剧院创作的大型原创话剧《共饮一江水》在福州上演。《共饮一江
水》通过讲述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中的关键事件，展现“两岸一家
亲，共饮一江水”的动人故事。图为《共饮一江水》演职人员在演出
结束后谢幕。 本报记者 郭斌 摄影报道

原创话剧《共饮一江水》上演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近日，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
在厦门举办。活动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曲艺家协
会、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本届欢乐汇共有 3 场曲艺展演，40 多名两岸曲艺名家新秀表
演了相声、京韵大鼓、南音、快板、福州伬艺、四川清音等经典节目。
厦门市南乐团献上南音专场《文姬归汉》。

相比往届，本届欢乐汇在活动内容上进行创新，主办方于 7 月
中旬在北京举办了“海宝欢乐行——台湾青少年曲艺研学活动”，30
多名来自台湾的青少年在北京参访学习。在快板、相声课程和现场
教学等活动中领略曲艺艺术的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欢乐汇自 2011 年举办以来，已连续在福建和台湾成功举办 12
届，由最初的展演、研讨会逐步拓展为包括展览、演出、研讨会、讲
座、采风创作、曲艺研学等在内的品牌活动，是两岸曲艺文化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

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