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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合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省分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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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先河育英才

最早招收台湾本科学生、最早举办两
岸中医药学术研讨会、最早在大陆高等院
校单独设立台湾中医药事务办公室、收集
保存台湾中医药文献最多……福建中医药
大学始终走在对台交流合作的最前沿，并
与台湾同行共同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为

“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早在唐、宋时期，福建先民就将中医

中药带入台湾，清代以来，闽台中医药更
是相融互汇，中药材贸易热络，互通有无。
中医药的根脉在大陆，所以两岸交流的大
门 一 打 开 ，从 台 湾 来 报 考 福 建 中 医 学 院

（福建中医药大学前身）的学生就接踵而
来。”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长李灿东是名中
医，也是福建中医药大学开展对台教育的
见证者。他告诉记者，1987 年，两岸开启交
流。同年，福建中医药大学即开办对台中
医药培训班，次年又试招台湾本科生，开
启 了 大 陆 对 台 中 医 药 教 育 的 先 河 。1988
年，福建中医药大学招收的第一个台湾本
科学生叫庄继志。台湾《中国时报》专门报
道了此事，后被《参考消息》转载，成为两
岸交流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

1989 年 2 月，福建中医药大学首次举
办了面向台胞的中医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仅两个月时间，报名者就达 300 多人。李灿
东说，当时，台湾只有一家医药学院开设有
中医专业，但是招收人数很少，每 5 年才招
收 50 个学生。因此，台湾学生“登陆”求学
的热情高涨，出现兄弟姐妹甚至一家三口
同班学习的盛况。

由于两岸学历采认的问题，福建中医
学 院 特 别 根 据 台 生 回 台 后 需 要 参 加“ 检
考”“特考”（台湾中医资质考试）的情况，特
增设了《内经》《医宗金鉴》《本草备要》等十
三门课程，方便台湾学生回台考取行医资
格。同时，还开设了《现代名医名方》《中医
传统文化》等专业特色课程，受到台生的热
烈欢迎。

“闽台地气、天气等条件相近，因此用
药方法也很相近。”李灿东举例，比如中医
有句话叫“细辛（一种中药材）江南不过七

（七分，即两克）”，意为细辛在长江以南的
用量一次不超过七分。很多东西台湾学生
在福建学完，回去立刻就能用得上。

台生学有所成回台后，多从事中医药
临床或教学、科研工作，成为行业精英：林
文泉现任台湾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林展弘
曾任台北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蔡三郎曾
任新北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还有部

分台湾学生毕业后留在大陆，继续深造、
行医、经商、投资等，融入大陆的大发展潮
流之中。

台生台师之家

从 1988 年招收第一个台湾学生至今，
福建中医药大学已培养了 822 名台湾毕业
生，单独办班和插班学习并行，构建了本硕
博全覆盖的培养体系。李灿东告诉记者，学
校教书与育人并重，台生陆生同等待遇，许
多台湾同学与学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两年前入学的台生吴若谷属中年“半路
出家”。2008 年，他从美国加州大学取得材
料工程学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后又赴日
创业，2021 年，完成工作交接后决定进入福
建中医药大学学习，为开启新的创业旅程
做准备。他表示，在福建中医药大学学习，
如同回家一般温暖。太太带孩子来学校看
他，班上同学会围上来陪小朋友丢球嬉戏，
其乐融融。家里有事，他请了三周假，学校
专门派了老师对他进行一对一补课赶进
度。“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的校训也随着学
习的深入而根植于心，吴若谷打算毕业后
利用所学，在大陆创办一所医院，让病患得
到专业的服务和关爱。

2019 年，台生杨杰的创业项目“杏术芯
灸推拿养生馆”作为唯一的在校大学生项
目，成功入选当年福建省“101 台湾青年创
业扶持计划”项目。学校不仅为其创业团队
免费提供了一个 40 多平方米的创业实践
场地，还免去了水电费。

这些年来，许多台湾校友毕业后通过
各种方式回馈母校：捐资助教、设立贫困
学生助学金、为学校与台湾相关机构的合
作项目牵线搭桥、将遗体捐献给母校用于
医学研究……

除了台生，台湾老师也是福建中医药
大学的一大特色。2009 年，国务院通过支持
福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相关政
策，鼓励福建省在对台交流合作方面先行
先试。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的高嘉
骏也因此被福建中医药大学聘用，成为大
陆首位入编大陆事业单位的台湾同胞。

如 今 ，已 是 高 嘉 骏 任 教 的 第 14 个 年
头。这些年来，他从一名讲师晋升为副教
授，现担任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
学科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分会常
委、副秘书长，福建省中医药学会闽台中医
药文化交流学会主任委员等。他主讲的黄
帝内经课深受学生喜爱，高嘉骏还创办了
自己的工作室，坐诊治病、教书育人两不
误。“我和其他大陆同事没什么两样，有公

积金、社保账户，可以主持或参与省科技厅
及国家自然基金多项科研课题研究，并参
编了‘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内经讲义》
等。可以说福建中医药大学见证了我的成
长，在这里‘我从不是外人’。”高嘉骏说。

“走出去、请进来”

李灿东与曾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
事长、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
的陈立夫先生有三面之缘。让李灿东印象
深刻的是，1988 年 11 月恰逢福建中医药大
学 30 周年校庆，学校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
中医药学术研讨会。陈立夫先生在会议召
开时，寄来亲笔贺信及以《中医之理论基
础》为题的论文。当时，台湾中医师公会全
联会秘书长吴正雄率团 11 人参会，在海峡
两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次研讨会标志
着闽台中医药交流步入实质性合作阶段。
此后，福建中医药大学“走出去、请进来”的
两岸交流活动日益频繁。

1991 年，福建中医药大学的“台湾中医
药研究室”经批准升格为“台湾中医药研究
咨询中心”，这也是当时大陆唯一的专门研
究台湾中医药的机构。该中心收藏台湾中
医药图书 2500 多册、报刊 70 多种，并编辑
出版《台湾中医药动态》《港台医学文摘》

《馆藏台湾中医药书目》等多种刊物，在大
陆中医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年，由老校长杜建教授主编的《台湾
中医药概览》面世，这是海峡两岸第一部综
合描述台湾中医药概貌的资料性工具书。
时任台湾卫生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张博
雅亲自审核后感慨道：“此书搜罗之广泛，
实令人讶异。”次年，杜建教授应台北中医
师公会的邀请赴台访问交流，迈开了两岸
中医药界双向交流的第一步。

李灿东介绍，近几年，学校在闽台合作
办学方面也开展大量开创性工作：与台湾
元培科学技术学院合办影像学专业；与台
湾元培医事科技大学、台湾弘光科技大学
等联合办学培养人才；与台湾“中国医药大
学”结为姐妹校等。除了已经举办 14 届的
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研讨会，2010 年以来，
学校还连续举办了 14 届海峡两岸中医药
传统文化研习营，成为海峡两岸青年交流
的品牌活动。

李灿东认为，两岸中医药各有所长，
优势互补。大陆在中草药种植、药膳文化、
科研攻关等方面较为成熟，台湾在中药提
纯、放射影像、养老产业等方面优势明显。
两 岸 携 手 合 作 ，更 有 利 于 中 医 药 走 向 世
界，造福百姓。

杏苑春满杏苑春满 闽台情浓闽台情浓
——福建中医药大学对台交流纪实

□本报记者 陈梦婕

13日，第 12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在
安溪县开幕，来自印度、哈萨克斯坦、韩国、
摩洛哥、尼泊尔、荷兰、菲律宾、波兰、斯里
兰卡、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12 个国
家的艺术家与中国的艺术团体欢聚一堂，
为观众奉献了一场极具民族民间特色的视
觉盛宴。活动期间，艺术家们参加铁观音斗
茶，走进文庙、藤铁工艺陈列馆等采风，开
启了一场文明交流互鉴之旅。

一场艺术视觉盛宴

13 日晚，在安溪县影剧院内，乐声不
断、掌声如潮，艺术节开幕式演出正倾情
上演。

演出在舞蹈《有朋自远方来》中拉开
帷幕，梨园戏科步在压脚鼓的热情鼓点中

鱼贯而出，再配合高甲戏特色的表演，浓
郁的“闽南味”扑面而来，古老的海上丝绸
之路起点焕发出新的光彩，福建人民热情
欢迎来自各国的艺术家。

随后，各国民间艺术家轮番登台，各展
风采。宝莱坞舞蹈节奏明快、充满活力，展
现了印度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哈萨克
斯坦歌舞的草原生活气息浓烈，动人的旋
律和优美的舞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新疆
民族特色浓郁的歌舞，加入现代舞和鼓子
秧歌等元素，热情奔放、活力四射；波兰最
古老的民间舞蹈波罗乃兹舞庄重而优雅……
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艺术家
们，用优美的舞姿、动人的歌喉，展现出艺
术之美，给观众带来美妙的精神体验。

“今晚的演出非常精彩！一个晚上能
够欣赏到这么多中外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非常震撼、大饱眼福，对我们来说是一次
非常珍贵的体验。我每个节目都录了视
频。”音乐教师曾艳兴奋地说。

开幕式晚会总导演谢楠说：“这届民
间艺术节呈现了艺术文化多彩的一面，也
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大家收获了友
谊，真正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丰

富内涵。”
本届艺术节除了开幕式演出，还安排

了一场惠民专场演出，并组织中外艺术家
赴安溪县恒兴中学、湖头镇尚大公园开展
基层巡演交流活动。

15 日下午，安溪县湖头镇尚大公园人
山人海、掌声雷动，艺术节下基层交流演
出在这里举行。由亚非多国的留学生组成
的“一带一路”乐团演唱了《美美与共》《茉
莉花》等歌曲。“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
芳美丽满枝丫，又香又白人人夸……”《茉
莉花》作为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立
即引起了观众的大合唱。

“我们选择《茉莉花》这首歌曲，不仅
因为这首歌在中国家喻户晓，更因为这是
一首友谊之歌，表达了我们希望通过音乐
与中国观众建立友谊的心愿。”“一带一

路”乐团主唱丹尼尔说。

一次文明互鉴之旅

本届艺术节安排中外艺术家深入基
层一线、文化场馆、旅游景区等地采风，体
验中国人民的生活，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

14 日，安溪县溪禾山铁观音文化园
内，茶香四溢、气氛热烈。安溪乌龙茶（铁
观音）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安溪
铁观音大师”、“安溪铁观音名匠”等共 36
位茶人，为中外艺术家、驻华使节等 150 多
人献上一场斗茶体验活动。

民间斗茶活动让国外艺术家大开眼
界，大家分别品鉴制茶大师带来的清香
型、浓香型、陈香型三种类型的安溪铁观
音，体验铁观音“一茶三香”的不同魅力。
随后，各国艺术家品评了 2 泡品质等级不
同的清香型安溪铁观音，尝试分辨茶叶的
品质等级。

在制茶大师陈志鹏的讲解下，哈萨克
斯坦艺术家们通过揭盖闻香、分辨汤色、
舀汤品尝等环节，辨别 2 泡清香型铁观音

茶叶品质等级。“他们很厉害，超过一半的
人第一次喝就辨别出了特级与一级清香
型铁观音的不同。”陈志鹏说。

斗茶体验结束后，嘉宾们还参观、体
验摇青、杀青、揉捻、包揉等铁观音制茶
工艺，了解安溪铁观音的制作过程。菲律
宾艺术家詹妮罗斯·邦加本体验了一把
茶叶摇青技艺的乐趣后激动地说：“原本
我对茶叶并不怎么喜欢，但今天通过品
味安溪铁观音，体验制茶技艺，一下子就
喜欢上了。”

斯里兰卡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
国家。提及刚刚品尝过的铁观音，斯里兰
卡珍宝舞蹈学院艺术团团长巴斯纳亚克
赞不绝口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喝铁观音，
口感很奇特，茶香、茶韵悠长，而且在唇齿
间萦绕缠绵，淡雅持久，展现了大自然所

赋予的最真实的本味。体验过斗茶、制茶
技艺后，我发现其内涵十分丰富，我想把
茶的奥妙分享给更多的人。”

活动期间，中外艺术家团队还走进
安溪文庙、藤铁工艺陈列馆、安溪清水岩
景区等地，了解传统历史文化，学习书法
描红、拓印艺术、竹藤编制作等中华传统
艺术。菲律宾内湖省民间艺术团一行参
观安溪文庙，详细了解中国古建筑的建
构之美，并体验毛笔描红，感受书法的魅
力；荷兰“芳名琼斯”乐团前往八马茶业
采风，闻香品茗，体验采茶、泡茶、制茶等
工艺；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团走进酒瓶盆
景艺术文化园、魏荫名茶园等地，近距离
感受酒瓶盆景艺术和制茶技艺，品味茶
乡安溪的独特魅力……

“在艺术节上，我们展现了新时代新
疆各族人民的和谐幸福生活。同时，也与
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们交流学习，建立起了
深厚的友谊。在安溪，我们了解了福建的
茶文化和布袋戏等中国传统文化，我为中
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骄傲和自豪。”
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助理买买提·
马木提说。

以艺通心，架起中外友谊之桥
——第12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侧记

□本报记者 黄琼芬 李向娟 通讯员 张锦川

手机扫码，随时随地就能借取自行车，说
走就走……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推广，城市
交通的“最后一公里”被打通。共享单车为市
民出行带来了便利，但乱停放却成了城市管
理的一大难题。

如何在享受共享单车带来便捷的同时，
也共享文明成果？以主题教育开展为契机，湖
里区城市管理局抓细抓实，通过开展深入调
查，听民声、解民忧、促实干，不断加强、优化
共享单车管理，借助数字技术提升管理质效，
更好地服务企业和保障市民出行，推动主题
教育落地见效。

听民声
主动作为为企业减负

走进位于高林中路的一处共享单车临时转
运点，工作人员正忙碌着清点、码放车辆……今
年以来，存放着上万辆共享单车的该转运点，已
成为旧损车辆“退役”和全新车辆“上市”的中转
枢纽，为共享单车企业带来不少便利。

“为了对共享单车进行置换和维护，日常
需要将车辆进行中转和停放。但运维中转站
大多位于岛外，中转和维护距离远、运营成本
高不说，效率也很低。”多家共享单车企业纷
纷反映运维遇到的难题。

面对企业共同的“烦恼”，作为主管部门
的湖里区城管局主动作为，第一时间帮助企
业寻找闲置的合适场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找

寻，锁定了高林中路五通地铁 3号口附近的一
处闲置场地，并通过沟通协调，得到了业主厦
门轨道交通发展集团的支持，免费提供该场
地作为共享单车临时中转停放点。

据介绍，该临时转运点面积 5000 多平方
米，目前服务于青桔单车、哈啰骑行、美团单
车这三家共享单车企业，每年可为企业减轻

租金负担 50 余万元，在提高湖里区共享单车
运维管理效率的同时，也能助力企业健康发
展。

“截至目前，这一临时转运点累计为企业
减轻租金负担 100 余万元。”湖里区城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深入一线，倾听民生，主动作为，为企减

负。除了协调场地外，湖里区城管局还主动规
整违规停放的共享单车。各中队结合日常市
容市貌巡查，主动为企业规整乱停放的共享
单车。今年以来，累计规整共享单车 10.3 万余
辆次，为企业减轻人力成本约 10万余元。

解民忧
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共享单车的出现，为市民群众的出行带
来了便利，是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的有力补
充。然而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在城区内也存在
部分城中村、偏远地段的共享单车车辆不足，
一车难求的情况。

家住南山路禹州新村的龚女士就遇到了
这样的“尴尬”。“从小区到最近的地铁站，步
行大概需要 15 分钟，如果骑车的话，不到 5 分
钟。”龚女士说，这样的距离共享单车是最好
的选择，然而小区附近几乎没有共享单车的
设置点，让家门口的“最后一公里”成了小区
住户的出行难题。

“在前期我们与共享单车企业的摸底调查
中发现，与龚女士有着同样需求的市民和企业

不在少数。”湖里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湖里区城管局积极

协调和支持共享单车企业开展摸排，挑选南
山路沿线、寨上村口等共享单车少、交通方式
单一的典型写字楼、景点、城中村及小区 6处，
作为首批预投车点位，计划在每个点位投放
适量车辆供居民上下班通勤和外出使用。针
对新增点位的停车管理问题，城管部门也将
携手共享单车企业，通过增派人手、上线语音
提示及车挂等形式加强规范停放的宣传引导
和有效管理。

此外，湖里区城管局进一步加大非机动
车停车框的施划力度和规范化管理，“一点一
策”进行规划和设置，解决群众停车难和乱停
放问题。今年以来，按照“应划尽划”的原则，
解决了重要节点停车难问题。目前，湖里区共
享 7765 个共享单车停车框，线上 P 点 1 万余
个，能够满足 3万辆的停放需求。

提质效
数字化赋能智慧管理

早晨 7点，正是一天中城市交通出行的高

峰期。“数字湖里公共管理集成平台”收到预
警，在 BRT 双十中学站附近出现共享单车扎
堆停放的情况，工作人员立即将相关问题告
知运营商。运营商第一时间反应并迅速抵达
现场，30 分钟内将多余的车辆清运至其他停
放点。

快速高效的管理处置，得益于背后的“湖
里城市大脑”。湖里区城管局通过建成共享单
车监管平台，制定《湖里区城市管理局共享单
车企业绩效考核细则》，打造共享单车智慧管
理模式。该模式以“数字湖里公共管理集成平
台”为依托，共享单车监管平台自动识别并派
发淤积、框外停车、散落车辆等乱象，通过视
频识别并发出调度指令，第三方巡查并发出
运维指令，实现数字化考核，提升管理成效。

“以学促干，关键是落地见效。”湖里区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湖里区，有 4 万余辆
共享单车活跃在辖区五个街道，“车辆数量
大、运行范围广、清运任务重”，给管理部门带
来不小压力。数字赋能，不仅提升了共享单车
的管理质效，也进一步助力城市治理升级。

基于湖里城市大脑和政企联动的工作机
制，湖里区城管局牵头建立了“共享单车执法
协调群”，形成“5分钟响应，30分钟规整到位”
的快速处置机制。同时，从细节出发，有完善
健全的应急保障机制，在遇到紧急问题时，及
时启动企业包片街道划分，安排企业为 59 个
社区提供应急车辆，方便社区应急出行。

（廖丽萍 李勇辉 林元华）

厦门市湖里区城管局抓细抓实，推动主题教育落地见效

优化共享单车管理 保障市民便捷出行

湖里区城管局各中队结合日常市容市貌巡查湖里区城管局各中队结合日常市容市貌巡查，，主动为企业规整乱停放的共享单车主动为企业规整乱停放的共享单车。。（（湖里区城管局供图湖里区城管局供图））

从1988年招收第一个台湾学生，开大陆对台中医药教育先河
至今，福建中医药大学利用自身优势，弘扬中医药文化，在两岸交流
交往中创下了诸多第一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乐团演唱歌曲乐团演唱歌曲《《茉莉花茉莉花》。》。 黄琼芬黄琼芬 梁嘉鸿梁嘉鸿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