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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随着 500kV 泰金Ⅰ、Ⅱ路启

动送电成功，标志着长泰—集美 500kV 线路

工程顺利投产。

长泰—集美 500kV 线路工程是福建北

电南送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 分 ，起 自 漳 州 市 长 泰 区 坂 里 乡 长 泰

1000kV 特高压变电站，止于厦门市集美区

灌口镇集美 500kV 变电站，新建铁塔 76 基、

线路 39.5km，采用同塔双回路架设。

该工程沿线多为高山峻岭，地质复杂，

交叉跨越类型众多，施工难度大。工程途经

较发达地区，沿线的青赔情况复杂烦琐，协

调难度较大。在施工高峰期，受台风“杜苏

芮”“海葵”影响，工程全线遭遇强降雨袭击，

严重制约了建设进度。

面对各种不利因素，国网福建建设公司

进一步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做实做细“党建+”

工程，充分发挥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克服工程地形条件恶劣、设计变更困难、施工

技术复杂等问题，有序推进工程各项工作，并

设置党员责任区，采用分区包段模式高效组

织流水段施工，抢抓时间节点。同时，按照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六精四化”工程建设要求，

以标准化为基础、机械化为方式、绿色化为方

向、智能化为内涵，在建设过程中实施精益化

管控；应用数字技术赋智赋能，打造以智能互

联、全面感知、数据融通、安全稳固为特征的

现代“智慧工地”平台，实现电网建设综合效

益最大化；大力实施“机械化换人”，全面应用

落地双摇臂抱杆、吊车组立等开展组塔作业，

提高建设效率和安全水平。

在建设工程中，国网福建建设公司落实

安全责任，精益求精抓安全；树立精品工程，

精雕细刻提质量；分级管控统筹，精准管控

保进度；强化绿色施工，保护好绿水青山；全

力推进工程高质量建设。“基础施工、铁塔组

立、导地线架设每项分部工程都有严谨的施

工方案；拉线的角度、规格，地锚的位置、深

度都需要严格把控验收。”项目经理邓锋华

介绍。 （邓锋华 张经纬 高艳军）□专题

攻坚克难 长泰—集美500kV线路工程顺利投产送电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2023 年海
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花卉
博览会在厦门和漳州举行，来自两岸的
1500 余家参展企业和 2300 多家采购商
共谋农业交流合作，促进产业融合。

漳州是福建省最大的花卉苗木产
区，也是大陆最大的海峡两岸花卉集散
中心和对台农业合作基地，去年花卉产
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384.15 亿元。与台湾
一水相连，漳台两地生态环境相近，花
卉合作大有可为。在 2023年海峡两岸农
博会·花博会期间，两岸 700多家花企面
对面交流，共觅美丽商机。

在“融合发展”展台，不少游客驻
足拍照留影。以好吉利、米歇尔、青梅
竹马等几十种蝴蝶兰新品种和观叶植
物为素材，宝岛台湾为前置主景观，以
福建为背景，凸显了“融合发展”的主
题。

“这盆作品叫‘两岸同根生’，大的
这棵月季象征祖国大陆，边上小的这棵
月季象征宝岛台湾，他们的根紧紧连在
一起，永不分离。”在精品花卉展区，福
州好丽来园艺有限公司展出的作品“两
岸同根生”引来许多游客的围观拍照。

“这次我们带来了数十种各具特色
的月季，希望通过花博会这个平台与台
湾花企花农对接合作。”福州好丽来园
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希说，台湾在花卉
培育、种植方面具有优势，福建正加快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面对大陆广
阔的市场，期待与台湾同行携手打造一
条月季花卉产业链。

在毗邻的插花展区，两岸花卉文化
交流共通试点作品展吸引了许多游客
的目光，两岸花艺师以枯木、竹编、铁艺
等设计创作的插花作品让人啧啧称赞。

“插花艺术是以切花花材为主要素
材，配合将其稳固的器材，经过艺术构
思加以插摆，以表现自然美的一门造型
艺术。此次作品展邀请到 5 位台湾花艺
师前来交流。”作品展负责人陈荣顺介
绍，此次作品展与插花花艺大赛同步进
行，旨在推动花卉文化交流，共同商议
中式古典插花的评定标准，促进两岸插
花设计与花卉精深加工的发展。

台湾人文花道创始人王国忠带来
了名为“坐看天地”的作品，只见门与占
景盘错落搭配，菊花、松柏点缀其中，寓
意天人合一。

从上世纪 80年代末初次来大陆，30
多年来，王国忠一直致力于中式插花艺
术的推广，培养出了 30 多名大陆弟子。

“中式插花艺术的根脉在于中华传统文
化，以花观心，中国花艺受到了市场关
注。两岸业者可以携手合作，共同拓展
插花市场。”王国忠说。

走进 1 号展馆洋兰展区，五颜六色
的蝴蝶兰千姿百态、美丽娇艳，让许多
游客流连忘返。

“这次我带来参展的蝴蝶兰明星
278 很出彩，获得 2023 年海峡两岸花卉
博览会农商杯蝴蝶兰竞赛银奖。”大扬
兰园负责人洪川智是一位台胞，2018 年
他来到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创业，专注
于蝴蝶兰种苗研发。

“蝴蝶兰适合在 15℃~30℃的温度
下生长，漳州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洪
川智说，他先后培育出台海彩虹、鸿运
财神等多个新品种，目前这些新品种已
在大陆市场推广销售。

和洪川智一样，台湾兰花育种者协
会名誉理事吴福顺也长期专注于蝴蝶
兰种苗研发。在吴福顺看来，人们对于
蝴蝶兰的喜好一直在发生变化，例如近
年来消费者更倾向购买小盆栽，9 厘米
盆种植的蝴蝶兰最为畅销。因此，新品
种的研发一定要聚焦市场，理解消费者
需求。未来，他希望两岸能够进一步加
强交流合作，做大蝴蝶兰产业。

蝴蝶兰产业发展只是漳州深化对
台交流合作的一个缩影。2006 年，漳浦
台湾农民创业园成立，来自台湾的黄瑞
宝在漳浦投资创业，创立漳州钜宝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主攻蝴蝶兰新品种的研
发与创新。如今，该公司拥有智能玻璃
温 室 1 万 平 方 米 、无 尘 净 化 组 培 车 间
1700 平方米，拥有 3000 多个蝴蝶兰品
种，是目前大陆最大的蝴蝶兰种苗研发
企业。

“你们看，这是采用纳米技术，结合
染色技术制作的喷绘彩色蝴蝶兰，还有
染色蝴蝶兰切花，产品更加多元化。”台
湾世贸农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泰说，此次应黄瑞宝的邀请来参加
花博会，就是想在大陆落户、寻找合作
商机。

花博会上，来自台中的兰农许传辉
带来了 7 盆国兰参展。“养兰修身养性，
这也是中国人爱养兰花的重要原因。”

12 年前，许传辉从建筑行业转行到
兰花行业，如今在漳州扎根乐业，发展
了 13个兰花种植大棚。得益于直播带货
等新媒体营销手段，他和漳州本地兰农
们的兰花畅销大江南北。

漳州市副市长兰万安对下一步合
作构想进行了推介：“我们将积极推动
更多的台湾优质花卉苗木经营主体‘在
漳州安家、在漳州立业、在漳州发展’，
漳台双向互动，共同促进花卉苗木产业

‘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在会上

介绍，在大陆 14 个省建设的 28 个国家
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中，入驻的台资企业
有 854 家，占比超过 50%，永福高山茶、
仙游甜柿、钦州大蚝等成为两岸家喻户
晓的品牌。“我们将吸纳更多台胞台企
参与，提供更好政策咨询、技术交流和
服务保障，扩展交流途径，畅通两岸长
效常态联系合作通道。”他说。

以花为媒探新路
——2023年海峡两岸农博会·花博会漳州展区见闻

□本报记者 赵锦飞 萧镇平 杜正蓝 黄小英

民众在拍摄蝴蝶兰。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在水仙花展区，主播在介绍金色水仙花品种。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林公文化牵两岸，我们会让
更 多 台 湾 民 众 了 解 林 公 文 化 ，加
强两岸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初冬
时 节 ，台 湾 元 丰 传 媒 大 陆 新 闻 中
心主任林獻元等人应周宁县林公
文 化 研 究 会（筹 委 会）的 邀 请 ，深
入 周 宁 ，探 访 和 感 受 林 公 文 化 的
独特魅力。

在闽东，林公是百姓心中的平
安保护神，与妈祖、陈靖姑同为民
间神灵。据《宁德县志》记载，林公，
原名林祖亘，宋时人。生前高大勇
猛，善用草药治病救人，打虎治兽，

保护一方安宁，在民间享有崇高威
望。林公去世后，民众感其恩德，到
处 建 塔 崇 祀 。明 成 化 七 年（1471
年），当朝刑部尚书林聪听说祖亘
神事，亲赴杉溪考察，非常感慨。为
表 彰 林 祖 亘 的 事 迹 ，林 聪 奏 请 朝
廷，翌年宪宗帝敕封林祖亘为“林
公忠平王”。明正德八年（1513 年），
杉洋村村民集资兴建林公忠平王
祖殿。

500 多年来，林公忠平王祖殿
香火日盛，延续至今。2013 年，林公
忠平王祖殿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19 年，闽东林公祈福习
俗（周宁）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非遗
代表性名录。

每年正月初五至十五，都有许
多信众到林公忠平王祖殿进香朝
拜 。“ 在 民 间 ，流 传 着 林 公 相 助 郑
成 功 收 复 台 湾 的 传 说 。每 年 都 有
不 少 台 湾 信 众 前 来 拜 谒 ，还 有 很
多在福建的台商台胞也经常来拜
谒。”林公忠平王管委会主任詹兴
恕说。

今年以来，周宁县成立林公文
化研究会（筹委会），开展体验式、沉
浸式、互动式交流活动，不断扩大闽
台“朋友圈”。

“研究会的成立，将更好地联络
专家学者参与到研究林公文化的工
作上来，对林公文化的推广起到积
极作用。”周宁县林公文化研究会

（筹委会）成员陈乃钦说，今后将以
林公信俗为精神纽带，加强与台湾
信众的往来交流。

以此为契机，周宁县林公文化
研究会（筹委会）邀请台湾詹姓宗亲
会副秘书长詹儒德、厦门市詹氏宗
亲会秘书詹巧玲到该县开展林公文
化交流活动。两岸詹姓宗亲就进一
步弘扬林公文化进行深入讨论，达
成了以林公信俗为精神纽带促进两
岸民间交流的共识。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寻根谒
祖、族谱对接、文化交流等活动，共
叙‘两岸一家亲’情缘，助力两岸融
合发展。”詹兴恕说。

林公文化牵两岸
扩大闽台“朋友圈”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郑文敏日前，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举办闽海
学术讲坛，台湾成功大学副教授陈菘霖以“少儿华
语教材中的语用交际与正向心理”为题开设讲座，
从正向心理学、跨文化交流等角度，阐释了如何在
国际上推广少儿华语教育。

2014 年到 2018 年，陈菘霖在厦门大学海外教
育学院任教，主要教海外学生学习汉语。他告诉记
者，这些海外学生学成后，很多回国当公务员、中
文教师、空乘人员等，同时，也宣传福建文化、福建
的好山好水以及美食。

“现在全世界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这两年
在菲律宾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是各门外语里最多
的了。”陈菘霖说，不管是成人还是孩童汉语教学
的师资需求都在与日俱增。未来，两岸可以在师资
培养、教材编写等方面加强合作。

此外，在培养国际中文教师时，跨文化沟通
的技能很重要，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文化背
景，这也是陈菘霖在长期的海外汉语教学中十
分注重的。“入乡随俗才能更好地融入当地，教
世界说中国话。”他介绍，对于欧美国家的学生，
从小接受的教育通常以正向鼓励为主，并顾及
言谈中的面子问题、礼貌原则，因此，在国际中
文教师在海外教授汉语时，不宜当众批评学生。
又如贴面礼是法国的礼仪和习惯，但在北欧、亚
洲等地，人们通常是打口头招呼，在正式场合也
是以握手为主。在海外教授汉语，礼仪很重要。

2018 年陈菘霖回台在成功大学任教，不少
希望到大陆发展的台湾学生对他的大陆经历十
分好奇，纷纷来讨教“大陆究竟是什么样子”。陈
菘霖总是鼓励他们自己多去大陆走走看看，亲自
体验才能作出正确和客观的判断。“读万卷书不
如行万里路，或穿梭市井品尝人间烟火味，或深
切感受千年学府的钟灵毓秀，或与同行饮茶论
学，只有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跳出岛内的‘小确
幸’，才能认识真正的大陆，才能找到自己梦想
的舞台。”陈菘霖说。

在海外教授汉语
礼仪很重要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林公忠平王祖殿 本报通讯员 郑文敏 摄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近日，第
四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
造大赛在福州落幕，共有北斗+5G 数
字海洋综合管理服务创新项目、海洋
生物可降解蛋白项目、鲍之家项目等
22个海峡两岸职工参赛项目获奖。

本届大赛以“预见职工三创，成就
品质生活”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海峡两
岸 600 多个团队参赛，分设职工“三

创”组、就业创业组、台胞组三个组别。
大赛聚焦海洋经济、乡村振兴数字文
旅产业，重点推进职工参赛项目、创新
创业人才与重点产业的成果对接、转
化和应用。

据介绍，获奖团队将获得国有基
金投资、全国总工会职工就业创业试
点项目专项资金扶持、院士专家技术
支持等奖励。

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
创业创造大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庄严 吴洪） 近
日，2023 年福州市高素质青年农民培
训班在福建省团校举办，50 名来自海
峡两岸的乡村青年代表参加培训。

据介绍，本次培训的时间为线上
2天、线下 5天，采取理论学习、现场教
学与线上自学相结合的方式，主要内
容包括乡村振兴政策宣讲、农产品开
发模式探索、一村一品打造等。

“希望学到更多新知识、新技术、新
理论，转变以往的乡创观念。”学员们纷纷

表示，要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
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青年新农人。

主办方表示，本次培训班旨在开
拓青年学员产业发展视野、拓宽农业
知识面、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切实让青
年学员学有所获、学有所用，进一步打
牢农村产业发展基石，推动乡村发展。

本次活动由福州市农业农村局、
共青团福州市委员会联合举办，福建
省团校承办。

两岸乡村高素质青年农民培训班举办

本报讯（记者 吴洪） 2 日，“新
时代客家祖地文化学术会议”在上杭
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 70 余名客家文
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

本次会议以“新时代客家祖地与
中华文化传承”为主题，与会代表就

“客家人的移民与赴台开垦”“两岸客
家文化的源流与传承”“两岸客家族谱
对接与宗亲联谊”“两岸客家史迹与文
化遗产保护”“客家文化当代弘扬与铸
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
深入研讨、交流思想。

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两岸客家

同胞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力
量，要把握大势、坚守大义，维护祖国
统一和民族团结，汇聚起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此次会议的
举行，将进一步沟通联谊海内外客家
桑梓，特别是联结两岸客家乡亲的文
化情缘，促进两岸客家同胞共同弘扬
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推动两岸
和平统一。

本次活动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
同创新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
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福
建省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等主办。

两岸专家学者共议客家祖地文化

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近日，
《阮在泉州台商投资区》系列短视频全
网首发仪式暨两岸招商推介会在福建
省新闻发布厅举行，来自两岸的媒体
代表、大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阮在泉州台商投资区》系列报道
通过挖掘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创业就业
的台商、台胞代表，采用同一主题、多
视角叙事的方式，真实生动地展现了

他们在当地追梦、筑梦、圆梦的故事。
据介绍，泉州台商投资区于 2010

年正式挂牌成立，目前拥有国家级台
商投资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 4 个国字号招牌。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为更多落
地台胞台企提供了良好的创业投资
环境。

《阮在泉州台商投资区》系列短视频
在榕发布

本报讯 （记者 陈梦婕） 2 日 ，
“ 阳 光 成 长 共 赢 未 来 ”台 港 澳 侨 学
子 备 考 心 理 减 压 公 益 讲 座 在 福 州
市 职 工 创 新 创 业 创 造 中 心 举 行 ，
200 名 左 右 的 台 港 澳 侨 备 考 高 中 学
子参加。

活动现场邀请到了高级心理咨询
师李玉萍老师作为主讲。李老师从备

考学子的情绪管理、时间管理、生涯规
划和学态学法等多角度切入，为备考
学子深度剖析备考期间常见的心理问
题，为台港澳侨的学子们打了一剂减
压的心理预防针。

活动由福州市青年联合会指导，
福州市职工创客工会联合会、两岸职
工（福州）会客厅共同主办。

台港澳侨学子心理减压讲座举办

新华社香港12月2日电 香港科
学馆“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展”的展厅人流如织。在宽阔
的展厅里，共计约 30 组展品亮相。参
观者不仅可以看到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返回舱实物、中国空间站模型、不同
类型运载火箭模型等，还可以看到舱
内航天服、空间冷原子微波钟、环控生
保设备等。

本次展览分为两大展区，在香港
科学馆和香港历史博物馆同步举行。
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展区以中国载人航
天发展史为主轴，香港科学馆的展区
则展示工程方面的成就，以及对未来
发展的展望。

香港科学馆馆长殷翠荷表示，这
是香港科学馆第四次举办载人航天工
程展览，也是首次与香港历史博物馆
合作举办展览。本次展览是历届展览
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部分展品更
是首度展出，希望达到历史和科学方
面的协同效应，吸引更多市民关注国
家航天历史和最新发展。

在香港科学馆展区，一件件大型
实物展品分布在展厅各处，参观者仿
佛置身“太空家园”。

展厅里，神舟十三号返回舱前围
满了参观者，他们在斑驳发黄的返回
舱前驻足、拍照，不时与身边的人交
流：“这竟然是实物，不可思议！”

将这些展品运送来港，并非易事。
殷翠荷向记者透露，神舟十三号返回
舱实物约 3 吨，在展品到港前，特意请
专业人士做了详细计算，同时将地面
进行加固。在正式搬运之前，也做了多
次排练，确保展品能完美展出。

在展厅的另一侧，互动展品“空间

站交会对接”项目前大排长龙，参观者
们可以通过操纵杆模拟航天员控制神
舟载人飞船与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

青衣商会小学的学生王芷瑶和朋
友尝试三次后，终于完成对接。“看起
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后发现真的不
容易，每一步都要非常精准，才能完成
对接。”王芷瑶说。

整个展览既包括“大物件”，也有
“小细节”，“人”的参与贯穿始终，处处
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在香港历史
博物馆展区，香港青少年写给航天员
的信及航天员的回信、航天员摄影作
品等在这里展出。

香港市民姜先生和女儿都是“航
天迷”，每次举办航天工程展都到场参
观。在展览现场，他们一边参观，一边
交流。“这次展览不仅看到大型装置，
还有航天员的太空生活用品，极大地
满足了好奇心。希望未来能够多举办
这类展览，市民也可以近距离感受国
家的航天力量。”姜先生说。

“太空照相馆”也是本次展览的大
热项目，参观者站在镜头前，屏幕就会
显示自己穿上虚拟航天服，变身“航天
员”，站在空间站舱内和舱外合影留念。

此次展览面向港澳地区全体民众
免费开放，展期至 2024 年 2 月 18 日，
预计可以吸引 26万人次参与。

看完展览后，香港理工大学的学
生王雯艺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倍感
骄傲。她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
精神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路漫漫
其修远兮，太空探索永无止境，我也会
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将个人梦想融入
祖国发展中。”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展
引香港市民参观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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