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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智慧成色”
绘就基层治理“幸福底色”

作为综合警务机制改革试点单位，南安市公安局省新
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探索科技融合治理模式。今年来，省
新派出所按照公安部关于“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总体部
署，扎实推进“两队一室”勤务运行机制改革，紧扣“人、地、
事、物、组织、网”六大核心要素，将数字科技最大限度赋能
基层警务，全面整合警务资源、再造警务流程、创新警务模
式，推动警务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
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在“主动警务、预防警务”中彰显
智慧派出所活力和战斗力。省新派出所的创新之举，是省
新“智慧公安”建设的突破，也是提升省新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和安全感的有力举措。 （缪莹莹 黄安琪） □专题

上杭县临城镇：以“人大代表联系月”为抓手，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履职活动

上杭县临城镇以“人大代表联系月”为抓手，积极组织
人大代表们通过接待日、走访选民、视察重点项目、助力创
城工作、座谈会等形式，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人大代表
以“走基层、访民情、促履职、办实事”为主题，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履职活动，进一步增强人大工作整体实效。

据了解，今年的“人大代表联系月”活动期间，临城镇辖区
内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参与此次活动共 107人，代表参与
走访率达100%，联系群众代表163人、收集建议意见53件，为
群众办实事 19条。该镇人大主席团负责人表示，对于人大代
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将认真交办，并将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给
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专题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拟对福建恒得利无
纺布业有限公司项目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
为 2617.63 万元,其中本金为 1953 万元。债务人位于福建省泉州晋江市，
该债权由晋江恒达陶瓷有限公司、江西恒达利陶瓷建材有限公司、许荣
鑫、黄进治、黄金针、黄家洞提供连带清偿责任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
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
誉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
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
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该项目债权预计于 2023 年 9 月—2023 年 12 月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债务重
组、通过淘宝或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公开竞价、通过（委托）金融资产交易
所或其他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委托拍卖机构在福州公开拍卖等方式进
行处置。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

异议请与福建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591-87801517
电子邮件：wuyongzh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37号信和广场 10、11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91-87802956；对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shenzhengma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2023年9月7日

资产处置公告

旗帜领航
国网闽清电力全力做好台风“海葵”灾后抢修

9 月 6 日上午，受台风“海葵”的影响，闽清县多处

10 千伏线路受损，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集结了 13 支

抢修队伍开展灾后抢修工作，第一时间组建防抗台风

保供党员突击队 89 人，集结国家电网福建电力双满意

(闽清红色榕光）共产党员服务队 108 人，开展抢修复

电工作。

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面对战台风、抗暴雨的艰

巨任务，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把抗击台风“海葵”作为

实施“旗帜领航·新时代红色堡垒工程”的“练兵场”，

聚焦攻坚克难，全面打响山区灾后抢修战役，深化“双

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党员责任区示范岗建设。据统

计，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当天抢修任务已全部完成，

完成辖区内 8 条线路故障抢修任务，已恢复 100%用户

供电。

（唐宇航 赵旭威） □专题

本报讯（记者 游笑春） 5 日，厦门市银行业保险业台胞
台企服务站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在厦门集美举办。活动现场，
厦门银行发布了大陆首款台胞专属线上自动化审批的信用消
费贷款产品——“台 e贷”。

“不需要抵押，不用到网点，在手机银行上就可以直接申
请，当天就出结果，真的很方便！”家住集美的厦门市台商协会
副会长范姜锋是“台 e 贷”的首位用户，他表示，“申请到额度
之后不提用是不收费的，这对台青群体帮助很大。”

据介绍，台胞在大陆申办消费贷款时，大多需要抵押品，
不少台胞为此犯难。为了解决台胞的痛点，厦门银行推出了针
对台胞用户的纯信用贷款产品，通过标准化评分卡模型，综合
台胞个人信用、还款能力等各类信息，多维度科学审慎评估客
户信用水平，实现系统自动审批。台胞只需持有厦门银行Ⅰ类
卡并开通手机银行，即可凭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全程线上自助申请，无须提供其他材料，最高可获
得 30万元信用贷款。

当天还举行了厦门市银行业保险业台胞台企服务站成立
两周年活动。据介绍，服务站通过设立服务专窗和人员驻点的
方式，为台胞台企提供银行保险金融服务和咨询宣传等便民
功能。

集美是我省唯一的以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县域集
成改革试点区。在集美区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的台胞服务驿站，
以“台胞服务台胞”模式，招募台青服务专员引导台胞台企办
事，被称为“阿集驿站”。台胞服务驿站首批推出 26 项“一件事
一次办”套餐，提供“无障碍式”帮办代办服务、银行绿色通道
服务，已累计服务台胞 5220多人次。

大陆首款台胞线上信用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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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海岛

初秋时节，在平潭金井片区澳尾村的闽
台澳美农业融合示范基地，记者看到一株株
齐人高的火龙果树整齐排列，红彤彤的火龙
果挂满枝头，一红一绿煞是好看。

眼 下 正 值 火 龙 果 丰 收 季 ，基 地 里 的
火 龙 果 陆 续 进 入 采 摘 期 。修 枝 、剪 果 、装
筐 ……田垄间，闽台澳美农业发展（平潭）
有限公司总经理、63 岁的台胞林素芳来回
穿梭，忙碌不停。“这是红心火龙果，肉满汁
多，很受消费者欢迎。”林素芳一边介绍，一
边摘下一颗鲜果递给记者。剥开果皮，咬上
一口，饱满香甜的汁水丝滑入喉，令人回味
无穷。

林素芳来自台湾高雄，是一名农学博
士，曾在高校教学多年。2018 年底，她看好福
建农业的发展前景，跨海来到南平成立了一
家农业公司，做起了农业科技研究，并打造
出“特色南瓜园”，在当地小有名气。

两年多后，林素芳受邀来到澳尾村考
察农业项目。第一次来平潭的她欣喜地发
现，这座海岛与台湾一水相连，一栋栋独具
特色的石头厝与自己家乡渔村的建筑非常
相似。

经过一番实地调研，林素芳敏锐地捕捉
到了创业良机。“平潭的农田以沙地为主，这
里常年风大、雨少，种植瓜果可谓困难重重。
尽管如此，这里却是种植火龙果的好地方。”
她告诉记者，火龙果属仙人掌科，这种水果
耐旱、耐高温、喜光，是在沙地里生存的“佼
佼者”。而澳尾村村委会也有意开发一片 70
亩的闲置农地，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壮大村
集体经济。

说干就干，林素芳与澳尾村村委会共同
成立了闽台澳美农业发展（平潭）有限公司。
公司的基地集种植、观光、采摘、田园生活体
验于一体，发展种植及休闲旅游观光产业，
实现四季见花、四季有果。

精耕细作

2022 年初春，闽台澳美农业融合示范基
地的整地工作甫一完成，林素芳便马不停蹄
地引进了 10 万多株台湾火龙果苗。“与市面
上普通的火龙果相比，台湾火龙果个头更
大、甜度更高、香味更浓。”林素芳解释道。

无论是种植果苗，抑或对接物资，林素
芳凡事亲力亲为，忙得不可开交。在林素芳
眼 中 ，农 作 物 就 像 是 一 个 个“ 诚 实 的 老 朋
友”，“只要你善加管理、精心耕作，农作物的
产量、质量自然会有保障”。

“生态环保是台湾精致农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比如，我们采取绿色种植模式，花大力
气自制‘环保酵素肥’，并用地膜覆盖取代除
草剂，这样不仅能促进植物健康生长，还能
够改善土壤。”谈及“绿色农耕”，林素芳滔滔
不绝地说，“现在这片火龙果基本一个月就
能结一次果，今年的产量预计达 350 吨。而

且，可以连续挂果整整 15年呢！”
林素芳的事业如同她种植的火龙果一样

红红火火。为了让当地村民有更多务工的机
会，林素芳雇佣他们负责种植、除草、浇水等
日常管护工作。林素芳还毫无保留地将种植
管理技术一一传授给村民，让更多人加入团
队。“在家门口上班，一个月还能收入约 4000
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村民刘兴妹笑着说。

为了发展休闲观光业，林素芳配套建设
了灯光长廊等景观设施。每到夜晚，基地内大
片的 LED照明灯渐次亮起，连成一片迷人的

“灯海”，引来一拨又一拨市民游客观光采摘。
“多亏了林博士，让咱们村也走上了既卖水果
也‘卖风景’的道路。”看着丰收的果园，澳尾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金龙连连称赞。

乘着大陆直播经济的东风，林素芳与当
地媒体合作举办“爱心助农 火红一夏”公益
直播活动，亲自当起带货“主播”，将火龙果销
售推向“云端”。“欢迎大家来到采摘园！你们
瞧这火龙果圆乎乎的，大的一粒一斤多，肉满

汁多，吃起来口感绝佳，幸福感爆棚。”直播间
内，林素芳手捧火龙果，边试吃边讲解，与网
友们亲切互动，吸引不少人下单购买。尽管忙
得连轴转，林素芳却直言很有成就感。

憧憬未来

茶余饭后，行走在村庄中，不时与村民
热情交谈，分享种植经验；到了周末，打卡景
区小摊，吃上一口新鲜出炉的海蛎饼……如
今，林素芳与这座海岛擦出了更多火花，收
获了新的诗意生活。

在大陆多年，林素芳不仅搭上了大陆经
济发展的快车，也深切感受到政府助力台企
发展的诚意和善意。“近年来，福建出台了一
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在农业方面，为台
湾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和应
用提供补助和低息贷款，让台资农企获得更
大的发展机遇。”林素芳说。

去年 6 月，闽台澳美农业融合示范基地
成功入选闽台农业融合发展（农渔）产业园项
目，获得了一笔财政资金补助，林素芳将其用
于基地分拣中心等设施建设，这让她更加坚
定了扎根大陆发展的信心。“台湾农业精致化
程度高、品种多样、技术成熟，而大陆乡村振
兴方兴未艾，而且，大陆市场大、消费能力强，
两岸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林素芳说。

目前，林素芳正在加紧推动基地冷链仓
储、管理房等配套设施建设，还将购置选果
机、检测带等现代化农机设备。按照林素芳
的设想，未来的基地将具备蔬果清洗、筛选、
分拣等全流水线功能，有效解决农产品存
储、销售等难题。

种植火龙果，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计
划建造火龙果特色餐厅，研发火龙果酵素、
冻干等产品，推出伴手礼，塑造特色农产品
IP，多渠道增加经营收入，延伸产业链，提高
产品附加值。我还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两岸农
业的交流基地，为平潭引进更多的两岸农业
人才。”谈起未来，林素芳的眼中满是期待。

干事业，就是要红火
——记在平潭创业的台湾博士林素芳

□本报记者 张哲昊

林素芳（右）在直播带货。 本报通讯员 陈澜清 摄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针对台湾当局日前提出的“参与
联合国四大诉求”等错误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5 日表示，
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
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前，台湾当局举行新闻
说明会，提出“参与联合国四大诉求”，并称将联合“邦交国”致
函联合国秘书长，敦促联合国修正对第 2758 号决议的“错误
解释”。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与
法理，以各种方式不断歪曲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公然挑战国
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为谋求所谓“台湾独立”编织谎言，是十
分危险的“谋独”挑衅。

毛宁说，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第 2758 号决议，明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
唯一合法代表，还要求将台湾当局“代表”从其非法占据的席
位上驱逐出去。决议通过后，美国等少数国家为保留台湾在联
合国的席位而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为废纸一张。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不仅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
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且明确
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的问题。”

毛宁说，联大第 2758 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及其专门
机构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均恪守这一决议规定。世界上
182 个国家在一中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个
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
识。任何关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都必须在一
个中国原则下解决。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
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毛宁表示，两岸同属一中，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
岸虽长期政治对立，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这就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民进党当局鼓噪“参与联合国”，
本质上是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企图挑战以联合国为
核心、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试图破坏台海现状、危害台
海和平稳定的，是不断推进“渐进式台独”、大搞“去中国化”的
民进党当局，是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纵容支持“台独”
分裂活动的外部势力。他们才是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我要强调的是，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
是海峡两岸十四亿中国人自己的事。民进党当局寻求外部势
力支持，为其‘台独’分裂行径撑腰张目，注定不会得逞。联大
第 2758 号决议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历史车轮
滚滚向前，中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她说。

外交部发言人：

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
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安溪清水岩鸟瞰安溪清水岩鸟瞰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叶景灿叶景灿 摄摄

“踏上这片故乡的土地，我无法用语
言形容内心的喜悦。”近日，回安溪清水岩
进香参拜的台北市安溪同乡会会长蔡育
仁激动地说。与蔡育仁有同样感受的台湾
信众不在少数。

在安溪，有一座山峰，它海拔不过 700
余米，却是亿万信众心中的圣地，它就是
全球近 2000座清水祖师庙的祖庭、清水祖
师文化的发祥地清水岩。

清水岩为清水祖师创建。清水祖师生
于北宋年间，俗姓陈，六岁出家，法名“普
足”。一生行善弘法、利物济人，其居岩十
九载，修桥造路、祈雨驱灾、行医济困、广
植禅林，大德善举，受到百姓爱戴。公元
1101 年，普足禅师圆寂后，百姓念其功德，
塑像奉祀，尊称其为“清水祖师”。

晨钟暮鼓，佛号禅音，始建于宋元丰
六年（1083 年）的清水岩依山临壑，是全国
唯一的“帝”字形结构庙宇。山峦起伏间的
殿阁楼台，缥缈与云雾开合，宛如蓬莱仙
境。跨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 60余处古迹胜

观，历史文化厚重。
伴随着郑成功收复台湾、闽人外迁，

清水祖师信俗遍及台港澳地区，以及世界
20 多个国家。“佛是祖师，我先人已称弟
子；岩乃清水，此淡地好溯源流。”台北淡
水祖师庙的这副楹联，道出清水祖师在海
峡两岸的源流关系。台湾岛内有清水祖师
庙 500 多座，其信众 1000 多万人，影响力
巨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安溪籍台胞约
有 248万多人，占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每
年回到安溪清水岩祖庭进香朝拜的台湾
信众、游客达 10多万人次。

行走台湾，从南到北，自西至东，林立
的寺庙中，总有清水祖师庙的身影，虔诚
的香火寄托着无数华夏儿女的乡愁。据考
证，台南四鲲鯓龙山寺与彰化新兴宫是岛
内历史最为悠久的清水祖师庙，可追溯至
公元 1647 至 1661 年，是安溪早期移民垦
台的见证。而被称为大台北地区三大祖师
庙之一的三峡长福岩清水祖师庙更有着

“东方艺术殿堂”之美誉。

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安溪县以祖庭
为基地、以文化为纽带、以活动为载体，积
极推动两岸清水祖师文化交流。清水岩先
后被列为首批涉台文物保护工程、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清水祖师信俗被确定为第三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岸清水祖师
文化交流热络，台湾各地的清水祖师信众
纷纷来祖庭谒祖进香。

以清水祖师文化为纽带，两岸信众交
流不断。1999 年和 2010 年，清水岩两次组
织清水祖师金身赴台巡香，成为闽台宗教
文化交流的盛事。2014 年，海峡两岸清水
祖师文化节暨首届世界（安溪）清水祖师
文化联谊会举办，两岸及世界各地专家学
者、信众代表近 2000 人会聚安溪参加活
动。2016 年，第八届海峡论坛·千年清水祖
师两岸信众叙缘交流会举行，海峡两岸专
家学者和信众就清水祖师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展开热烈研讨。2018 年，清水祖师“谒
祖叙缘”文化交流活动得到台湾信众的积
极响应，岛内 20 座分炉 400 多名信众代表

回祖庭谒祖叙缘……
此外，海峡两岸对清水祖师信俗的研

究日益深入，举办了闽台清水祖师文化学
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闽台清水祖师文
化研究文集》等研究成果，先后在台湾设
立清水岩驻台办事处、成立台湾清水祖师
文化交流协会，推动清水祖师文化研究向
多层次拓展。

从单边到双向，从文化交流到经贸往
来，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已实现了两岸双向
互动、深化拓展和融合提升。未来，两岸将
携手共建清水祖师文化园，建设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打造清水岩特色旅游品牌，进
一步推动清水祖师文化发扬光大，为两岸
融合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一尊清水祖师，牵动两岸情缘。安溪县
有关负责人表示，清水祖师文化是联结两岸
同胞情感的精神纽带，安溪将继续发挥独特
优势，深化两岸清水祖师文化交流与合作，
努力把安溪清水岩打造成为增进两岸文化
认同、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示范窗口。

一尊清水祖师 牵动两岸情缘
□本报通讯员 张锦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