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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声明：郭珊在福州市仓山区盖

山镇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2018 年
列入郭宅周边旧村改造一期项目征
收范围。郭珊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
围内无其他住房2018年6月郭珊签
订编号 GZJA-30340《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郭珊 1 口
人享受购房指标 45㎡后安置于仓
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 号贸悦花园
7#1107。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
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协商，同
意以郭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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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珊

声明：林杰在福州市仓山区城
门镇樟岚村樟岚 65 号自建房屋一
幢无产权，2017 年列入东部新城 2
号农民新村地块项目征收范围。征
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林杰、钟丽、林
炜程、林奕熹，共计 4口人可享受保
基本政策。2017 年 8 月林杰签订编
号DBXC-4161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书,安置面积 120㎡安置仓山区
城门镇万仁路 1 号嘉岚华庭(中建·
香樟南岸)2#902。现已具备申报不
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
协商，以林杰名义申报安置房权属。
如有异议者可在见报之日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
收有限公司提出。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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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杰

声明：洪书尧在福州市仓山区
城门镇樟岚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于 2017年列入东部新城 2号农
民新村地块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
权建筑面积54.47㎡。洪书尧于2017
年 9 月签订编号:DBXC-1201《房
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75㎡安置仓山区城门镇彭岐二巷 1
号 (原鼓岐二巷东侧 (福泉高速北
侧))弘儒公馆(三江·岚隽)2#305。现
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
件,声明人申请安置房权属登记至
洪书尧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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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书尧

声明：李泽岚在福州市仓山区
城门镇樟岚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2017 年列入东部新城 2 号农民
新村地块项目征收范围。征收期间

认定我户成员李泽岚 1口人可享受
保基本政策。2017 年 8 月李泽岚签
订编号DBXC-3117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60㎡安置仓
山区城门镇万仁路 1 号嘉岚华庭
(中建·香樟南岸)8#1806。现已具备
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家庭内部
协商以李泽岚名义申报安置房权
属。如有异议者可在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
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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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岚

声明：严秋英(已故)在福州市
仓山区城门镇樟岚村彭岐村自建
房屋一幢(无产权)，于 2017 年列入
南台岛东部樟岚村片区项目二、项
目四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52.41㎡。严秋英于 2017 年元月签

订编号:ZLC-2133《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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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07。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
权证条件,其外孙王旭代为申请办
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严秋英
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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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

声明：王伙英在福州市仓山区
城门镇樟岚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
权)于 2019 年列入东部新城 2 号农
民新村地块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
权 建 筑 面 积 95.92㎡ 。王 伙 英 于
2019 年 4 月签订编号:DBXC-3340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

面积 60㎡，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彭
岐二巷 1 号(原鼓岐二巷东侧(福泉
高速北侧))弘儒公馆 (三江·岚隽)
1#203。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
产权证条件,声明人申请安置房权
属登记至王伙英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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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伙英

声明：郭春在福州市仓山区盖
山镇跃进村山南岭自建房屋一幢
(无产权)，于 2018 年列入郭宅周边
旧村改造一期项目征收范围,房屋
确权建筑面积61.08㎡。郭春于2018
年 5 月签订编号:GZJA-10630《房
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105㎡,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二环

路南侧融创公馆(四区)D7#1001。现
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
件,声明人申请安置房权属登记至
郭春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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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

声明：刘永镜(已故)原房屋坐
落于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观音弄
24号，产权未登记，经(2023)闽 0104
民初 3213号，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一条，以刘
永镜为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
福州市台江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
理局、房屋实施单位福州市土地房
屋征收工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书》(安置地点为首山丽
景一期 36 号楼 506 单元)项下的权

利和义务由原告刘德秋享有并承
受 ，并 经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地 产 管 理

《房屋征收决定书》批准。由刘永镜
作为协议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书。安置于仓山区仓山镇霞湖
路 233 号(原先农路 97 号)迎霞新城
(首山丽景一期)36#楼 506 单元。现
刘德秋代为申请以刘永镜名义办
理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记。
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
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土
地房屋征收工程处反映。如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拆迁实施单位将以刘
永镜的名义办理上述安置房的不
动产权证登记。本人刘德秋声明以
上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等，
由本人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
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
方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解决，届
时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声明人:刘德秋

18日，由厦门市科协、市教育局、市
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共青团厦门市
委和市关工委联合主办的第 39 届厦门
市青少年创新大赛在厦门高新学校举
办。比赛期间，记者走进青少年科技创
新成果展示与交流现场，感受升腾在赛
场中的科学热情与梦想。

厦门高新学校体育馆内，整齐排布
着参赛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的作品，据
组委会办公室统计，今年共有参赛项目
2292 项，吸引了来自厦门市 422 所学校
超 1 万名师生参与，现场宛若一场大型
博览会。今年，金门（特邀）代表队携带 3
个项目线下参赛。

从转盘式芒果智能分级机、高精度
漏水检测装置、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扶
梯状态检测预警系统、智能护眼手机支
架、水位检测与预警装置……在展览现
场可以看到，参赛作品中人工智能、传
感器、大数据等前沿科学技术的应用比
比皆是。

不论是为路口值勤交警设计的追

光遮阳伞，为改变小朋友存储零花钱习
惯的智能零钱小魔盒，还是为解决“互
花米草”泛生、生态恢复而提出的解决
方案，本届大赛中，很多学生的研究课
题都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

来自厦门双十中学的蔡霁韬带来
的基于特征识别和膳食管理的数字化
长者健康食堂系统，灵感来源于自己的
奶奶，因患有糖尿病，在养老院期间自
行食用本不该摄入的食品。“这款产品
将被应用于养老院食堂中，系统提前录
入每位用餐者的信息，通过人脸识别和
菜品识别技术，依托自动化菜品传送操
作，实现个性化定制餐食。”蔡霁韬说，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科技创新大赛，希望
能在评选中获得好成绩。

海水退潮后海岛间的海路是渔民
出行的重要通道，“海路本身是添加钢
筋的，钢筋长期在海边容易生锈崩坏。
骨架取互花米草的中段用来制作海路，
不仅可以铲除外来物种，就地取材还可
以节省金钱，减少海路更换的次数”。本

次比赛，金门中正国小三人团队发挥思
考，将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应用到海

路建设。除用于“海路”，团队还将“互花
米草”应用于文创产品中。

“科学往往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
们鼓励学生们从生活中取材，培养观察
能力，在生活中发现问题，从中找到创
新的办法。”金门代表队领队林老师说。

厦门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每年
举办一届，是厦门规模最大、涉及学科
最多、规格最高、参赛学生人数最多的
全市性青少年科学探究和科技辅导员
创新成果集中展示的科技赛事，现今已
成为各界关注、学校重视、家长支持、中
小学生积极参与的重要全市性青少年
科技赛事。

本次大赛，各学校践行“科技创新”
教育理念，充分整合资源提高青少年科
学素养服务，周密组织，精心准备，从质
和量两方面下功夫。大赛项目涵盖数
学、物理与天文学、化学、生命科学、计
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工程学、环境科
学、行为和社会科学等 8 个学科，参赛
作品基本代表了厦门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活动的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科学
性、创新性、实用性和可展示性。

科技创新大赛及其活动平台的搭
建，为科技后备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支
撑，为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老师的梦想
插上科技的翅膀。

“大赛的目的不仅是选拔出最好的
作品，更是让学生在参与比赛的过程
中，培养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锻炼他
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动
手实践的能力。”福建卢嘉锡科学教育
基金会秘书长卢葛覃表示，基金会十分
重视人才的培养，鼓励科技创新，希望
在基金会的助推下，孩子们能一步一步
走向科学、走近科学。

本届创新大赛于今年 8 月份启动，
历时 4 个月。经集中展示、选手答辩、
专家评审、项目点评等环节，将最终决
出本年度厦门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的各大奖项以及推荐省赛名单。大赛
期间还同步开展科技辅导员论坛交流
活动，交流展示优秀科技教育理念和
创新成果。

（林梓健 姚晓青 范丽辉）

大赛现场，参赛选手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参赛作品。林梓健 摄

科学点燃梦想 创新培育志向
——第39届厦门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举行

认识彼此

每 到 年 末 ，厦 门 大 学 新 闻 学 院 台
湾 教 师 黄 裕 峯 都 特 别 忙 碌 。连 续 10 年 ，
他 坚 持 把 当 年 台 湾 地 区 的 新 闻 传 播 学
研 究 文 献 作 系 统 整 理 、归 纳 分 析 ，并 被

《中 国 新 闻 传 播 学 年 鉴》收 录 。他 认 为 ，
在 中 国 新 闻 传 播 学 研 究 领 域 ，台 湾 不
能缺席。

2011 年 ，黄 裕 峯 博 士 毕 业 后 ，回 到
厦大成为编内老师，是第一位厦大自己
培 养 的 台 湾 青 年 教 师 。“ 我 的 本 科 教 育
在台湾完成，研究生和博士教育在大陆
完 成 。2017 年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新 闻 与
传 播 研 究 所 正 在 进 行 新 闻 传 播 学 的 首
次名词审定工作，希望找一位了解大陆
也 懂 得 台 湾 的 学 者 ，于 是 就 邀 我 编 制

《海 峡 两 岸 新 闻 传 播 学 名 词 对 照 表》。”
黄裕峯说，他就这样加入了全国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做些实实在在的新
闻传播研究。

黄裕峯告诉记者，台湾把“口播”叫作
“干稿”，把“受众”叫“阅听人”……种种不
同常常让两岸同行一头雾水。对照表的发
布，两岸新闻传播学者和从业人员能够更
准确地理解对方，进而推动两岸新闻传播
领域的交流发展。汉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基因，两岸的融合发展，语言的融合是其
中很重要的一方面。

几年前，黄裕峯在学校开设了一门
《台湾流行文化》选修课。没想到吸引了
1000 多名学生来抢课。除了大陆学生，连
台港澳学生都来了。黄裕峯的这门课成了
两岸学子相互交流畅所欲言的课堂。除了
两岸观众熟悉的《康熙来了》等电视节目
外，从台湾的珍珠奶茶到家喻户晓的“三
月疯妈祖”等信俗活动也成了课堂上热议
的话题。

黄裕峯介绍，妈祖生日为农历三月
廿 三 。这 个 日 子 前 后 ，台 湾 各 地 妈 祖 宫

庙都会举办热闹的绕境巡安活动，经常
出现万人空巷的场面，被人们形象地称
为“ 三 月 疯 妈 祖 ”。有 台 湾 学 生 现 场 补
充 ，在 台 湾 ，沿 途 居 民 会 热 心 为 参 与 者
提供餐饮；科技公司推出手机应用及卫
星定位服务，以便民众查询妈祖銮轿的
实时位置……这些源自大陆，又流行于
台湾的传统文化让大陆学子十分新奇。
大家在交流当中发现，不管是恭恭敬敬
地上香还是“疯妈祖”，大家拜的都是同
一尊神仙。甚至手上端的这一杯奶茶，它
的原料最早也是来自大陆，又在台湾演
绎出奶茶文化，红遍两岸。“我希望用我
的课堂搭个台，让两岸的学生充分交流，
了解彼此，认识到两岸同根同源，本就是
一家。”

献给母校

2021 年，厦门大学适逢百年校庆。为
了给母校庆生，黄裕峯召集两岸大学生联
合采访厦大台湾校友并编成《我在厦大的

日子》一书。通过整理文集，他了解到，厦
大与台湾渊源深厚，是大陆最早招收台湾
学生的高校之一。1945 年台湾光复后，第
一批台湾省升学大陆大学的公费生中，选
择厦大的最多。同时，厦大毕业生也满腔
热情地赴台参与重建。1945 届至 1949 届，
厦大赴台毕业生就超过 300人。

通过多方联络，两岸大学生联合采访
小组采访了百位台湾的厦大校友，并请他
们为母校写贺词。其中有 90 多岁高龄的
老校友叶燊。1948 年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叶燊在贺词中写道：“我 96 岁，当年深受
母校专业训练，进入公路工程工作，学以
致 用 ，积 有 功 效 ！对 母 校 的 教 导 深 切 感
恩。”而 1948 年机电系毕业的台湾老校友
黄海的贺词由老伴吴炜代笔，贺词这样写
道：“目前我已不良于视、不良于行、不良
于思。可是，我还会唱厦大校歌，更以厦大
人为荣。”

“当看到台湾老校友的贺词时，他们
对母校的一片深情让人感动。”黄裕峯告
诉记者，厦大学生们的用功也让他印象深

刻，有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半工半读，成
绩依然优秀。黄裕峯担任本科生班主任期
间，曾到许多学生家里家访，足迹遍布大
江南北。他发现，大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普遍非常重视。“在华中，有家长把孩子从
小学到高中每个阶段的班主任都请来与
我交流；在西北，父母在零下十几摄氏度
的大雪天等孩子晚自习结束。所以，他们
大老远地把孩子送到厦大，我应该更用心
地培养孩子们成才，不能辜负了家长的托
付。”黄裕峯说。

放手追梦

除了日常教学，黄裕峯还把新闻传播
学研究优势向其他领域延伸。几年前，他
关注到手机成瘾现象，联合台湾高校老师
共同设计“手机成瘾云端管理系统”，并在
韩国首尔获得国际发明展金牌奖。他时刻
关注人工智能发展趋势，联合上海交通大
学开设《人工智能新闻写作》课程……目
前，他已获得“一种影片自适应播放的方
法及系统”等 6 项发明专利。“我非常感谢
厦大为台湾老师提供了宽松优良的工作
环境，放手让我们进行感兴趣的研究、实
现自己的梦想。”黄裕峯说。

今年，黄裕峯到厦门市文化和旅游
局 挂 职 。他 特 别 珍 惜 这 个 机 会 ，挂 职 期
间，协助厦门艺术学校对接台湾戏曲学
院、台湾艺术大学，并与金门方面建立了
联络窗口；推介厦门南乐团成为 2023“看
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福建行”拍摄
选题。2023 两岸青年学子文化研习营是
厦大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项目。黄裕峯全
程参与，并带领金门学子参观了中国闽
台缘博物馆、“金门供水”工程晋江市龙
湖泵站等，感受“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
水”的深厚情意。

黄裕峯告诉记者，这些年，他深切感
受到大陆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勃勃生机：
比 如 太 空 实 景 课 堂 开 设 的“ 开 学 第 一
课”、厦门图书馆的朗读 KTV、北京大兴
机场的胶囊休息舱等等。他喜欢与台湾
朋友分享大陆的所见所闻，让他们一起
来发现大陆之美。

厦门大学台湾教师黄裕峯长期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他编制《海峡两岸新闻传播学名词对照表》，助力
两岸新闻传播学融合建设；参与组织金门师生来厦参访活动，推动校地合作——

用课堂搭起两岸交流之桥
□本报记者 陈梦婕

黄裕峯（后排右）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受访者供图）

13 日至 20 日，由省侨办、省侨联共
同主办的“带你回家”首届缅侨寻根活动
举行。35 名从未回过故乡的缅甸闽籍侨
胞回到福建寻根谒祖，了解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树高千尺不离根，人行万里要归家。寻根
谒祖，共话桑梓，是海外侨胞们的共同心愿。

“90 后 ”青 年 张 伟 耀 是“ 缅 侨 第 三
代”。从小他的记忆里就有许多福州元
素，“爷爷奶奶说福州话，逢年过节要吃
酒糟线面和鱼丸”。

此次故乡行，张伟耀带来了族谱，带
来了长辈“寻根”的重托。他没想到省侨
办、省侨联通过详细的谱牒资料，很快帮
他找到了亲人和祖屋。

在闽侯县南通镇廷宅村，当张伟耀
走进历经一个多世纪风雨的祖屋，抚摸
一砖一木，看着爷爷奶奶当年寄回来的
全家福时激动万分。“祖屋已经被列为

‘闽侯县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当
地 政 府 和 亲 人 们 的 帮 助 下 ，保 存 得 很
好！”张伟耀言语中充满感激之情。当天，
亲人带他上山祭扫祖坟，伯母还特地为
他做了一碗热腾腾的福州肉燕。“听到熟
悉的乡音，就回想起小时候奶奶常对我
说的话，‘孩子，回家乡看看吧’。今天，我
终于回来了！”他红着眼眶说。

“新侨”带“老侨”回家，是本次活动
的一大特色。此次，由新侨组成的缅甸福
建总商会联合缅甸中华总商会、缅甸福
建同乡总会等社团，鼓励缅甸闽籍侨青
返乡寻根。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新侨们
表示，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家乡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侨有责任向海外
侨胞们展示侨乡新貌，而带他们寻根参
访是最直接最生动的方式。

旅途中，福建的绿水青山、多姿多彩的八闽文化让大家陶醉。最令
团员们动容的，莫过于赓续百年的华侨精神：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
他们聆听先辈们远渡重洋、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在省档案
馆侨批文化展示馆，他们回味“百年跨国两地书”背后的断肠离苦、家国
情怀；在福建华侨主题馆，他们感悟一代代闽籍侨胞弘扬爱国情、坚定
报国志，为祖（籍）国发展、家乡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

“80后”青年徐秉源是一名“缅侨第四代”。“太爷爷为我取名‘秉源’，
意为饮水思源。”尽管祖辈在二战前就移民缅甸，但他深知“自己的根脉
在中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陈嘉庚等爱国侨领的感人故事，第一次近
距离看到这些珍贵的华侨文物，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感受华侨精神。未来
我会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缅籍侨青听。”

缅甸福建青年联谊会副会长杨成龙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2002
年，杨成龙的爷爷去世后，骨灰送回厦门同安“落叶归根”。他一直记得爷爷
临终前的话：“一定要多回家乡看看。”如今，爷爷的叮咛犹在耳畔，故乡的
繁荣发展更让他骄傲与自豪。“回到缅甸后，我会把故乡的所见所闻分享给
其他侨胞和当地民众，积极传播中华文化，为中缅民间友谊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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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团成员在福州三坊七巷合影留念。

本报讯（记者 肖榕） 20 日，作为第十二
届海峡两岸电视艺术节的配套活动，“声耀泰
宁”第十五届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秀会在泰宁
圆满落幕。经过三轮激烈角逐，戎珈慧（上海戏
剧学院）、吴若湄（台北医学大学）、陈承（世新
大学）三名来自海峡两岸的电视主持新人获得

“最佳新秀”荣誉。
本届新秀会注重创新，新设打卡采风环

节。入围决赛的电视主持人分组前往泰宁古

城、大金湖、寨下大峡谷、上清溪进行外景探
访，深入了解泰宁的人文山水。在舞台上，主
持新秀们化身“泰宁推荐官”，结合自身经历
讲述泰宁故事。

本届新秀会共吸引海峡两岸近万名主持
新人参加。其中，台湾地区超过 1000 人报名。新
秀会为两岸荧屏新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有助于扩大两岸青年交流，共同增进情感，交
友交心。

第 十 五 届 海 峡 两 岸
电视主持新秀会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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