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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声明：刘昌龙的房屋坐落在福州市晋

安区新店镇坂中村，原房屋产权未登记。

2017 年由福州闽桥房屋征收工程处与其

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安置于福州

市晋安区新店镇战坂路 97 号世茂坂中新

苑(世茂云图三期)3#楼 1003单元。现刘昌

龙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

议，请于 30 日内向拆迁单位提出，逾期按

规定办理。声明人：刘昌龙

声明：王雨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江

边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于 2018 年列

入江边村旧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征收期

间认定我户成员王雨、唐文惠、王嘉奕，共

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2018 年 6 月

2 日签订编号：JBJG-010932《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105㎡，安置于

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原

江边洲路以南、美墩路以东）金辉澜林轩

（三区）C6#楼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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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以王雨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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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并提起诉讼。

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

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出异议并提起诉

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

登记。声明人:王雨

声明：卢明雄房屋坐落于亭江镇亭头

村团结路 16 号，未办理产权。2017 年由马

尾区城建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并安置于

马尾区亭江镇亭江路 36号西亭佳园(亭江

棚屋区安置房工程(西亭康城)A 标段)1#
楼 2401 单元、1#楼 2501 单元。现申请办

理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

之日起 30 天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出，逾

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卢明雄

声明：卢明雄房屋坐落于郊区亭江镇

亭头村团结路 14 号，未办理产权。2017 年

由马尾区城建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并安

置于马尾区亭江镇亭江路 36 号西亭佳园

(亭江棚屋区安置房工程(西亭康城)A 标

段)9#楼 2201 单元、9#楼 2407 单元。现申

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

登报之日起 30 天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

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卢明雄

近年来，南安市加强禁毒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先进
技术装备、科学方法手段的建设应用，为掌握辖区毒
情、打击毒品犯罪提供强大技术支撑，有力提升禁毒实
战化效能。一是组建毒品实验室，服务缉毒发挥功效。
筹建毒品实验室，占地 120 平方米，投入资金约 290 万
元，实验室配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气相色谱仪等进
口仪器设备。二是开展污水和毛发毒品监测工作，提供
强大数据支撑。与福建警察学院签订“毒品犯罪监测技
术服务项目”合同，推进毒情监测体系建设。三是建设
岸海一体化防控网络，严堵海上外流通道。在石井镇投
入资金 300 万建设海上毒品查缉站，提高海上毒品犯
罪打击能力。 （戴娇娥）□专题

南安用科技力量提升禁毒实战效能

“在税惠政策的助力下，我们已引
进多家上下游集成电路企业入驻平
潭，进一步完善产业链，这也更坚定了
我们扎根平潭发展的信心。”近日，台
商、宗仁科技（平潭）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孟邦说。

作为平潭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宗仁科技（平潭）股份有限公司得
以不断发展壮大，离不开完善的税务政
策与暖心的服务。仅2022年，享受科技
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100%加计扣除
150余万元，同时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

惠政策，共减免企业所得税45万余元。
据了解，近年来，平潭税务部门充

分发挥税收职能，为企业送上“定制
化”税收政策大礼包和精细化的“一对
一”辅导课，以真诚高效的纳税服务推
动企业加快发展，为“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送去一阵阵“税惠”春风。

此外，还构建协管共扶的“清单
式”服务模式，建立“专精特新”企业涉
税诉求快速响应机制，结合企业实际
需求，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切实为企业
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 □专题

平潭税务部门：税惠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加速跑

“吃螃蟹者”

11 日，一年一度的“双 11”购物节
如期而至。

在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附近，台胞
江彦纬的仓库一片忙碌景象：仓内，分
拣员往来穿梭，备货、打包、分拣……各
条流水线运转不停；仓外，数辆卡车排
队，运载着小家电、工艺品等商品，抵达
10分钟车程远的平潭金井港区。

夜色中，万吨级货物滚装船“台北
快轮”解缆徐徐起航，它将在 9 小时后
抵达台北港。

今 年 45 岁 的 江 彦 纬 来 自 台 湾 台
北。十年前他带着梦想第一次踏上平潭
这片热土。“当时看到有关平潭发展的
新闻，加上朋友们的推荐，就过来了。”
江彦纬说，因为他看中的是“对台海运
快件”。

彼时，这尚属于新兴产业。
“新”在哪儿？首先，2013 年正值大

陆电商发展之初，而台湾的电商发展还
处于更“原始”的状态。“我在台湾就是
做电商这一块的。”江彦纬说，当时台湾
有“PChome”“雅虎奇摩”等网购网站，
他在上面经营一些网店。“跟大陆便捷
的移动支付模式相比，台湾的网络支付
还处于‘信用卡网络支付’或者‘网银支
付’甚至‘邮局汇款’的阶段。”其次，往
返于平潭—台湾的“海峡号”和“丽娜
轮”刚刚运行，在两岸电商发展初期，这
两艘以载客为主的客滚轮，附带承担了
少量的载货业务，可以满足日常货物运
输之需。

由于工作关系，江彦纬经常往来两
岸。在看到大陆电商迅猛发展的势头
后，他相信两岸海运快件将来一定大有
可为。

相距仅 68 海里，平潭是大陆距离
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何不在此开辟一
番新事业？说干就干，江彦纬不久便成
立了亚乐购（平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在平潭布局对台海运邮包及转口业务，

成为首批“吃螃蟹者”之一。这也是平潭
第一家与台湾电商头部平台虾皮网合
作开展对台海快物流的公司。

赶上好时机

从来到平潭发展的那一天起，江彦
纬的命运就与这座城市紧紧相连。

一方面，依托海空联运，他将桃园
机场作为“平潭—全球”的中转站；另一
方面，瞄准跨境电商市场，他第一时间
开展对台海快业务，以“海运成本、空运
速度”闯出大陆到台湾岛内的新干线。

彼时，在许多人的惯性思维里，物
流业要快就得走空运，但费用居高不
下；要便宜一般选海运，可是时间通常
需要十天半个月。“而对台海运快运航
线在当时并不稳定，没人敢保证不会有
风险。”江彦纬解释道。

2014 年 6 月，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
意在平潭试点开展对台海运快件业务。
10 个月后，寄往台湾的 167 件海运快件
由平潭海关完成审单、查验、放行，这是
大陆首单对台出口海运快件。平潭发展
两岸海运的速度优势进一步突显。

也是在这一年，江彦纬公司的第一

批对台海运快件成功从平潭运至台北，
他成为首批在大陆发展该项业务的台
商之一。

2015 年底，平潭获批跨境电商保
税进口试点城市，试点开展跨境电商保
税进口、一般出口、直购进口等业务。

平潭也相继出台了《关于航运物流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航运
物流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从政策层面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电商与国际快件的
完整产业链企业的入驻保障。

“那时，围绕平潭物流产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不断出台，让两岸物流业者和
厂商都看到了平潭发展对台贸易的决
心。”江彦纬说。

2017 年 12 月，船长 167 米、总吨位
1.8万吨的集装箱货船“台北快轮”首航
台北港，海峡两岸间成本最低、通关最
便捷、交货最准时的货运滚装航线正式
开通。“从平潭至台北港只要 5 个半小
时，真正实现了‘空运速度、海运成本’。”
江彦纬当初期待的“既便宜，又便捷”的
对台海上快运实现了。

2018 年，江彦纬又向前迈出了一
大步——与大陆一家顶尖物流企业合
作，每个月数万单的货物通过江彦纬公

司的海上快件服务从平潭运至台湾，再
通过台湾转运至世界各地。

2019 年，平潭跨境电商迎来风口
期，阿里巴巴、京东等龙头企业纷纷落子
平潭。平潭对外贸易规模突破100亿元，
成为实验区第二个达百亿规模的产业。

“这里是最有前景的地方”

“Hello，老乡好啊！刚才表现不错
哦！”海峡飘移邀请赛 12 日在平潭落
幕，6 辆来自台湾的赛车运抵平潭，作
为社交达人，江彦纬也到现场，与台湾
车手聊了起来。

事实上，早在 2015 年，江彦纬就曾
为平潭引入数十辆台湾车辆。“我希望
台湾岛内的机车（摩托车）、私家车都可
以通过海运入境平潭，进而吸引更多台
湾朋友来岚体验自驾游的乐趣。”江彦
纬说。

“在台湾，骑机车的大多是年轻人。
来平潭的车子多了，年轻人就会跟着
来。”在江彦纬的设想中，若是能将台湾
的货车引入平潭，对台物流产业的发展
就有了更大的空间。

“这里已成为我的第二个家。”刚刚
在当地买房的江彦纬认为，平潭给了他
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舞台，他也乐当

“摆渡人”，回馈第二故乡。不久前，台湾
跆拳道教练钟宜蓁在江彦纬的陪同下来
到平潭台胞台企服务中心，在注册企业

“全程网办”中感受了一把“平潭速度”。
“持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胞在平潭注册
企业可实现自主申报、线上核验、即时审
批等一站式服务。”他向钟宜蓁介绍台胞
在平潭的各种优惠政策和便利。

“一个一个来还不够，最好一群一
群来。”在江彦纬的帮助下，许多台青跳
出小确幸，跨海来平潭追梦筑梦。

“为什么是平潭？”十年后的今天，
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江彦纬的回答没有
改变：“这里是最有前景的地方！”江彦
纬坚信，平潭的发展蕴藏着无限机遇，
属于他的舞台只会越来越广阔。

择一城 兴一业
——记在平潭创业的台胞江彦纬

□本报记者 李烈 张哲昊 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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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彦纬在查看仓库内的货物信息。 本报通讯员 雷树功 章宸睿 摄

本报记者专栏

一周看
本报记者 刘深魁

上周，岛内有识之士
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保
卫文言文”行动，矛头直
指民进党当局。

众所周知，民进党当
局为了达到“去中国化”
的险恶政治目的，不断操
弄“去古文化”教育。通过
修改课纲，大幅减少文言
文在语文教学中的比例，
边缘化中华文化基本教
材，将语文教育目标浅化
为 纯 粹 的 语 文 工 具 ，忽
视了文学、文化、思想的
多元面向。台媒评价，台
湾 的 语 文 教 育“ 越 推 越
后退”。

绿营“开倒车”，岛内
呛声一片。6 日，台湾“历
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
举行记者会，批评民进党
当局为达成不可能实现
的“ 去 中 国 化 ”政 治 目
的，进行不负责任的“去
古文化”教育，牺牲学子
人生中最重要的语文养
成 教 育 ，对 下 一 代 的 成
长 发 展 贻 害 无 穷 。台 湾
知名作家张晓风炮轰民
进党把语文学习同政治
挂 钩 ，割 裂 了 语 文 与 文
化 的 传 承 ，必 然 会 隔 断
对历史的认知。

台湾学者黄瑞彬指
出，文言文是中华文化和
人文精神的根基，民进党
当局不负责任的“去古文
化”，导致语文教育“浅碟
化”，台湾学生表达能力
退 化 、阅 读 能 力 持 续 下
降，竞争力每况愈下。

中国国民党前民代
陈学圣批评台当局在教
育、文化政策上，特别强
调日本、美国对台湾的影
响，妄图将与中华文化相
关的元素全部切掉。然而
台湾本土文化无法独立
于中华文化之外，若民进
党当局继续推行“去中国
化”，台湾下一代将失根，
年 轻 人 不 知 道 孔 子 、关
公、妈祖、开漳圣王，也不
知祖先从何而来？无法饮水思源，跟
行尸走肉有何区别？民进党别再睁
眼说瞎话，带民众蒙着眼走路。

一言成谶。民进党当局的昏招，
已然酿成苦果。近日，台湾世新大学
宣 布 ，将 于 2025 年 停 招 中 文 系 学
生，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响。分析人士
认为，世新大学中文系新生的锐减
乃至被迫停招，这固然与台湾“少子
化”有关，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民进党

操弄“去中国化”造成的
恶 果 ，停 招 中 文 系 不 仅
是 高 等 教 育 的 损 失 ，更
对整个台湾社会文化造
成威胁。

上台 7 年多时间，民
进 党 当 局 施 政 无 能 ，经
济 衰 退 ，万 物 皆 涨 唯 薪
资不涨，两岸关系紧张，
贪 腐 丑 闻 不 断 ，民 众 的
怒 火 正 席 卷 全 台 湾 。上
周 ，台 湾 议 题 研 究 中 心
发 布 一 项 最 新 民 调 显
示 ，民 进 党 执 政 给 台 湾
造成“十大民怨”，包括

“ 缺 蛋 与 进 口 蛋 争 议 ”
“台海和平与战争”“诈
骗猖獗与资安议题”“缺
电 、电 价 与 能 源 议 题 ”

“居住正义议题”“美猪
标示不清”“疫苗接种争
议”等等。

无独有偶，蓝营民代
赖士葆也列举了绿营酿
成的“七大民怨”。其中位
列第一的，是蔡当局操弄

“抗中保台”让两岸离战
争更近，离和平更远。此
外，食安、缺电、低薪、诈
骗、“绿色恐怖”、高房价
等问题，也让民众的痛苦
指数节节攀升。

眼 见 民 怨 四 起 、选
情 告 急 ，民 进 党 当 局 慌
忙“ 晒 政 绩 ”，使 出 往 脸
上贴金的老把戏。9 日，
台 当 局 行 政 机 构 公 布 7
年 半 的 所 谓“ 执 政 成 绩
单 ”，包 括 经 济 发 展 、社
会 福 利 等 方 面 ，声 称 民
进党让整个台湾向上提
升 ，提 醒 民 众 不 应 抹 煞
当 局 的 努 力 。绿 营 说 得
天 花 乱 坠 ，民 众 显 然 并
不买账。

事 实 胜 于 雄 辩 。在
汹 涌 的 真 实 民 意 面 前 ，

“ 讨 厌 民 进 党 ”“ 绿 营 不
倒，台湾不好”的氛围愈
演 愈 烈 ，“ 下 架 民 进 党 ”
的呼声也随着台湾地区
领导人选举的临近响彻
全台。对此，台湾地区前

领导人马英九怒呛民进党“执政”7
年实在不像话，缺电、缺蛋、缺人才
等问题频出，很难想象民进党“烂到
这个地步”，过去标榜“清廉、勤政、
爱乡土”，结果 7 年下来变成“贪污、
腐败、好财色”。高雄市前市长韩国
瑜炮轰赖清德搞“台独”害台湾，让
台湾成为“地球最危险的地区”。两
岸和平的钥匙在“九二共识”，不在

“台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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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培源 林志
伟） 为打造大师品牌，扩大泉州工艺
美 术 知 名 度 和 影 响 力 ，近 日 ，由 中 国
闽 台 缘 博 物 馆 、泉 州 市 文 联 、泉 州 市
城联社共同主办的“艺揽闽台——大
师与您面对面”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
泉州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出身泉州古城“刺绣
世家”的泉州市珠绣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陈克忍。她已有 50 多年的绣龄，擅
长珠绣、金苍绣、抽纱绣、白绣等多种绣
法技艺。

据介绍，“艺揽闽台”活动自 2019
年 9 月举办以来，已邀请 109 位工艺美

术大师、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突
出影响的民间艺术家，在中国闽台缘博
物馆进行线下线上同步作品展示、现场
创作，并与观众交流互动。参观人数累
计达 157.8 万人次，其中台胞 8.7 万人
次。今年前 10 个月，参观人数 58.6 万人
次，其中台胞近万人次。

“ 艺 揽 闽 台 ”活 动 以 技 艺 展 示 交
流 的 形 式 ，展 现 泉 州 工 艺 美 术 的 魅
力，推介闽南优秀传统技艺和传统工
艺美术精品佳作，展示的作品涵盖石
雕、木 雕、艺 术 陶 瓷、木 偶 头 雕 刻、影
雕、漆线雕、竹编、刻纸、花灯、彩扎、
金 苍 刺 绣 等 30 多 个 技 艺 品 种 ，大 部

分 作 品 以 传 统 闽 南 文 化 作 为 创 作 题
材 ，富 有 精 妙 的 构 想 和 新 颖 的 创 意 ，
既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传世佳品，
也有省、市工艺美术大师和新秀的精
品力作。

目前，“艺揽闽台”活动已成为泉州
市打造大师品牌、宣传大师业绩、推介
大师作品、发展大师经济的重要展示交
流平台，活动的持续开展有效促进了闽
台传统技艺的传承、推广与创新，同时，
通过闽台工艺美术大师之间的技艺展
示和交流合作，互相取长补短，提升创
作水平和创新能力，进一步促进两岸文
化融合发展。

“艺揽闽台”活动持续开展
泉州工艺美术“朋友圈”不断扩大

近日，海峡两岸（厦门）书画名
家交流展在厦门湖里举行，共展出
两岸 100 多名艺术家的近 300 幅书
画作品。其间，主办方还以线上直

播的方式，通过书画主播的视角，
介绍了两岸书画名家的佳作。图为
民众在观赏书画作品。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摄影报道

海峡两岸（厦门）书画名家
交流展举办

据新华社香港电 2023 年度邵逸
夫奖颁奖典礼 12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
行。包括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在内共 7 位
国际科学家分获数学科学、天文学、生
命科学与医学 3 个奖项，每项奖金为
120万美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颁奖
典礼上致辞表示，得奖科学家的成就不
仅体现他们对学术卓越的追求，也对全
球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一代
起了重要激励作用。

李家超表示，香港拥有世界顶尖的
大学和研究机构，香港优秀学者不懈努
力，在生命科学及医学、机器人、月球探
测器等不同科技领域为社会带来转变
并造福人类。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
下，香港决心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特区政府致力建立一个有利于研究发
展、科学突破以及研究成果可持续商业
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2023 年度邵逸夫数学科学奖平均
颁 予 美 国 芝 加 哥 大 学 教 授 弗 拉 基 米
尔·德林费尔德和清华大学丘成桐数
学科学中心主任丘成桐，以表彰他们

对数学物理、算术几何、微分几何和凯
勒几何的贡献。德林费尔德参与推动
了几何朗兰兹纲领，丘成桐致力于解
决广义相对论和弦理论所引起的数学
问题。

天文学奖平均颁予澳大利亚研究
委员会引力波发现卓越中心主任马修·
贝利斯、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邓
肯·洛里默和莫拉·迈克劳克林，以表彰
他们发现快速电波爆发。这种强烈的射
电爆发能够在千分之几秒内释放相当
于数天太阳辐射的能量。他们在 2007
年发表的论文中描述了快速电波爆发
的首个发现。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平均颁予德国
马克斯·普朗克多学科科学研究所分子
生物学系主任帕特里克·克拉默和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伊娃·诺加利
斯，以表彰他们在结构生物学领域的开
创性研究。他们将负责基因转录的蛋白
质机制于单个原子尺度上视觉化，揭示
了基因转录机制的步骤。

邵逸夫奖于 2002 年创立，从 2004
年开始每年颁奖一次。

丘成桐等 7 位科学家
获颁2023年度邵逸夫奖

近 日 ，“ 青 连 两 岸 闽 都 寻
福”两岸青年传统文化体验营活
动在福州举行，200 名两岸青年
学子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寿山石、漆
艺、中医药、咏春拳等非遗文化体验
项目，学子聆听观看非遗传承人的

介绍和展示，随后体验寿山石工艺
品雕刻、中草药香囊制作（如图）、学
习咏春拳等，感受闽都文化的独特
魅力。活动还设置了户外素质拓展
等活动，让两岸青年在青山绿水中
感受有福之州的生态之美。

本报记者 刘深魁 摄影报道

两岸学子体验闽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