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暖冬至”文明实践活动
为助力增强共建社区的凝聚力，弘扬睦邻友爱精神，12 月 20 日上午，漳州

高速公司联合漳州市融信社区等开展“情暖冬至、爱在融信”文明实践活动。

在活动现场，漳州高速水仙花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朋友们一起搓

汤圆、煮汤圆，志愿者们为居民群众送上热气腾腾的汤圆，并向居民群众宣传垃

圾分类、移风易俗、反诈骗、平安三率、消防安全等内容。通过开展活动，让居民

群众感受到社区的温情，融洽邻里关系，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

（吴文嘉 曾丽丹 柯浦琼） □专题

石狮市公安局锦尚派出所：多措并举助力提升反走私综治工作
近日来，石狮市公安局锦尚派出所以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为契机，立足工作实

际，持续保持反走私严打高压态势，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构建反走私立体防线，

有效提升反走私综合治理水平。该所科学统筹船管员、网格员、志愿者等社会群防

群治力量，专群结合开展岸线巡逻和视频巡查，加强对辖区海域“三无”船舶和违法

违规船舶的清理整治，强化对涉海场所、冷链仓库、寄递物流等重点部位涉私风险

隐患排查和涉海要素管控措施。同时，还组织民辅警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反

走私“主进”主题宣传活动，推行举报奖励机制，提升群众反走私意识。 □专题

声 明
王兆秋位于晋安区新店镇磐石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K 地块

扩征地一项目征收范围，总面积 384.54㎡。未办理产权，现王兆秋签订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安瑞
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
所有权人与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
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产生经济与法律责任。本声明登报 30日期满后若
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
确权并安置补偿。 声明人：王兆秋

今年初以来，仓山区卫健局结合
主题教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
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薄弱环
节，答好资源优化“系统题”、医疗发展

“必答题”、民生实事“基础题”等“三
题”，全方位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更好地满足基层群众多元化就医需
求，把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满意
清单”，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检
验主题教育成效。

答好资源优化“系统题”，加速提
质扩容夯基石。持续优化基层医疗资
源配置，仓山区医院项目启动建设，金
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升建设为
社区医院，增设住院部；三叉街、临江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城门镇卫生
院启动提升改造，改造面积达 8150 平

方 米 。13 家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投 入
1390 万元更新超声彩色多普勒诊断
仪、DR 等 26 台医疗设备。10 家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达到“优质服务基层行”基
本标准。率先制定实施“村级医疗卫生
机构提升三年行动”，全年提升改造示
范化村卫生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31家。

答好医疗发展“必答题”，深化集
成医改谋创新。积极谋划“政府组建医
疗集团+国投组建健康集团”模式，搭
建总医院组织架构，依托建新镇卫生
院新址挂牌运行，有效整合辖区优质
医疗资源，实行“五统一”管理模式，在
总医院框架内满足社会多层次健康需
求。区国投成立健康集团，按照“1+1+
N”模式，已开办 5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1家中医门诊部正在装修。区域联动更

加紧密，联合市二总医院、孟超肝胆医
院成立医养结合医联体，金山街道社
区医院与 3 家省市三甲医院开展“联
合病房”“共建病房”。

答好民生实事“基础题”，提升服
务品质惠民生。始终以“一老一小”为
重点，完善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
务体系，13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创
建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启动“仓山
区婴幼儿健康养育护航计划”，77家托
育服务机构提供托位数 4863 个，每千
人托位数达 4.12 个。全区 80%以上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家庭病床”服
务，成功建床 557人次。启动“仓山区婴
幼儿健康养育护航计划”，77家托育服
务机构提供托位数 4863 个，每千人托
位数达 4.12个。 （仓萱）

仓山：答好民生“三道题”，全力保障群众健康

为进一步推进主题教育开展，深

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20日，平潭综

合实验区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

对共建签约仪式暨“文明实践 共绘

‘岚’图”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活动日

活动，通过宣讲宣传、法律服务、卫生

环保、医疗健康、科学普及、扶贫帮困

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文明实践工作

深入人心。

现场，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

检察院、税务局等 6 个文明单位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签约结对共建，推

动加强资源共享、活动共联，开展全方

位、深层次、多样化的文明实践活动。

活动还举行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点授牌仪

式，并为先进典型颁发证书。

据悉，近年来，平潭围绕“一岛两

窗三区”战略蓝图，发挥岚台合作的窗

口作用，汇聚两岸力量，文明实践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涌现出“福建好人”25
人、“中国好人”4 人、“福建省道德模

范”9 人。实验区按照“阵地+队伍+活

动”模式，打造了两岸融合活动基地、

文明探源教育基地等 33个文明实践基

地和平潭红十字博爱驿站、爱心志愿

者驿站等 8 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点，

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基地

等阵地平台举办音乐演艺、体育赛事

等特色品牌活动，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3800 余场，惠及群众 23 万余人次，实

现了月月有活动、干群同参与。实验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以此次集中活

动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作用，发挥结对共建的聚

合作用，激发文明实践的影响力和生

命力。

此次活动以“文明实践 共绘‘岚’

图”为主题，由实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发展

部联合主办。

（郭雅莹 冯淑芳）

平潭：深化文明实践 共绘美丽“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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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斌） 22 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我
国首个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最忆船政》今日在位于福州
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城正式上演。

《最忆船政》演艺项目自 2023 年 1 月正式启动，是国内
首台船政历史题材立体演艺秀。项目选址中国船政文化城
造船厂片区原机修车间内，根据机修车间自身的特点，结合
多媒体数字艺术虚拟及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高科技手段应
用，打造成全国首个折叠渐进式剧场。

《最忆船政》全篇共分为《少年歌声》《孜孜以求》《制器
救国》《战火忠魂》《血脉相承》《航向光明》《折叠时光》《向海
图强》八幕。与常规演出的固定观看模式不同，演出利用原
有的机修车间内部空间和车间通向江边码头的外部空间，
形成“内+外+内”的全新观演路线，观演时长约 80 分钟。观
众入场后坐于可渐进移动的观众席上，跟随观众席的移动
进行观演。整场演出运用超过 300 台（套）独立机械设备，50
多种不同形式的折叠动作，有伸缩、升降、移动、翻转旋转及
联动小机关等多重变化。

该剧总导演黄辉表示，剧中让当代的一群十几岁中学
生的时空和 157 年前的第一批十几岁船政学员的时空，在
船政发祥地平行交织，在同一个工业遗存的折叠渐进式剧
场中，形成了精神的传承和跨时空的呼应。

据悉，自 10 月份开始，《最忆船政》陆续进行了内测演
出，受到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中国侨智发展大会等与会嘉
宾、专家学者的肯定。

我国首个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
《最忆船政》今起公演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22 日，在第四届全国民营剧
团优秀剧目展演期间，闽台木偶戏艺术研讨会在晋江市博
物馆举行。

活动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晋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推动两岸同
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
创新发展，深化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搭建海峡两岸民营剧团
交流展示平台。

来自海峡两岸的 4个木偶戏院团进行现场展示后，在场
的海峡两岸木偶戏表演艺术家和戏剧专家就两岸木偶戏的
表演综合艺术流衍渊源和文化交流经历进行研讨。台湾高
雄市天宏园掌中剧团艺术家代表与来自漳州市布袋木偶传
承保护中心、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惠安县掌
中木偶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艺术家进行了现场交流。

闽台木偶戏艺术研讨会在晋江举行

22 日，由省新闻出版局、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福建省
“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省级示范活动
走进福安市溪潭镇洪口村。活动现场举行了书籍捐赠和文
艺演出，还开展了扎染、造纸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活
动。据了解，福建省农家书屋建设自 2007 年开始试点，目前
累计在全省所有建制村建成农家书屋 14433 家。图为学生
在体验扎染技艺。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陈雅芳 摄

40年后的自白

如果说，动植物标本是生命的定格，土壤标本则是历
史的浓缩。从中，我们可以追溯宏观的自然演变，也能够
窥见微观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挖掘土壤剖面，制作土壤标本，是土壤普查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

“首先要挖开一个长 1米、宽 1米、深 1.2米的土坑，修
整和削平纵向切面，套上特制的土壤剖面框。”省农科院资
源环境与土壤肥料研究所，是此次土壤普查的技术承担单
位之一。该所副研究员李清华说，剖面框是一个长 1米、宽
20厘米、高 4厘米的不锈钢容器。现场技术人员用木板贴
住框背，以铁锤敲打，使框体完全嵌入土体，再小心剥离。
到了实验室，水平削去多余土壤，晾至微干时，倒入环氧树
脂，为标本定型。充分晾干后，一份土壤标本就完工了。

它会告诉我们哪些秘密呢？以采集自浦城县石陂镇
碓下村的水稻土标本为例，听一听它的内心独白——

70厘米至1米区间是母质层。作为自然风化与搬运作用的
产物，它是从岩石到土壤的中间地带，决定了土壤的“体质”。

27厘米至70厘米为渗育层、潴育层。它的存在，表明这
片水稻土排水与灌溉条件良好，地下水位在这里能上能下。

19 厘米以上为耕作层, 19 厘米至 27 厘米为犁底层，
它们共同构成了水稻土的表土层。前者是养分最集中的
地方，也是植物根系生长之所；后者则是长期耕作挤压而
成的紧实土层，负责托水托肥。

逐层拆解，这片土壤的身份便一目了然——潴育型
水稻土。这种水稻土能灌能排，适合机械化操作，属中高
产田。但 40 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调取第二次全
国土壤普查数据发现，其周边是大面积的潜育型水稻土。

“排水不畅，地下水位高，土壤软烂，不仅机械下不去，人
站上去，也会下陷到膝盖位置。”朴正标是碓下村这片耕地的
承包者。他所说的“下不去的田”，有个形象的名字，即潜育型
水稻土的一个分支——深脚烂泥田，是典型的低产田。

40多年间，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们通过田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

护与生态环境、农田土输配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力提
升工程，逐步将分散、高低落差大、耕作条件差的田块，建
设成‘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机好耕’
的高标准农田。”浦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少华说，全
县已建设高标准农田超 30 万亩，占耕地面积超 60%。纵
观全省，这一数字达到了 960万亩，占耕地面积 68.7%。

得益于此，适度规模化生产、机械化作业成为可能，
耕地地力显著提升。反映到剖面上，由于灌排条件改善，
低产的潜育型水稻土出现了明显的潴育层，逐渐向更高
产的潴育型水稻土转变。

2012 年，朴正标在碓下村流转 400 多亩耕地，成为村
里的种粮大户。现在，他拥有 40 多台（套）农机具，可实现
从工厂化育秧，到耕、种、防、收，再到稻谷烘干全流程机
械化。在刚刚过去的秋收季，朴正标家的再生稻不少实现
了“吨粮田”目标。

这样的变化并非个例。李清华通过分析已挖掘的土
壤剖面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近年来福建耕地土壤类
型变化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土壤“体检”报告

从土壤剖面看土壤类型的演变，仅仅是土壤普查的
任务之一。

“土壤普查是查明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查清土壤资
源数量、质量等的重要方法，可为土壤科学分类、规划利
用、改良培肥、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支撑。”省农业农村厅
农田管理处处长翁定河说，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开始于
1979 年。过去的 40多年里，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土壤也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因此，有必要再开展一次土壤
全面“体检”。

2022年，为期4年的土壤三普启动。这次普查涉及全国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土地的土
壤，包含土壤性状、立地条件、利用状况、质量状况等方面。
作为全国 88个试点县之一，浦城县完成了 63个土壤剖面
和711个表层土壤采样与分析工作，试点成果通过了验收。

由此生成的“体检”报告，为我们全面认知脚下的这片土
地提供了更多切入口。这份报告将涉及哪些重要指标呢？

我们常说，一块田很肥或很瘦。土壤肥瘦，到底取决

于什么呢？有机质含量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有机质是土壤养分的重要来源，能够促进作物生长

发育，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李清华
说，在传统农耕时代，农民通过套种绿肥、稻草还田、施用
农家肥等方式培肥地力。但随着化学工业兴起，肥效更快
的化肥逐渐成为新选择。但化肥长期过量投入导致土壤
退化问题，已成为土壤通病。

近年来浦城县开展的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结果
显示，当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却实现了逆势上升。这得益于
福建持续开展的地力提升工程。

“近年来，我们大力提倡秸秆还田，推广秸秆粉碎还
田、反转犁翻压还田、秸秆灭茬还田、绿肥协同秸秆高留桩
还田等技术。”浦城县土壤肥料技术推广站站长杨仁仙说，
这些技术措施使当地土壤有机质维持在中等丰富水平。

种植大户朴正标在全县流转了千余亩耕地，其中
800 亩用于再生稻种植。10 月份再生季收割后，他便在冬
闲田上播撒紫云英种子。紫云英是一种豆科绿肥植物，能
够与根瘤菌共生，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氮肥，储存在根
瘤体中。来年春天，这些天然有机肥将随着紫云英一起翻
压入土，滋养土壤。

有机质含量提升，表明土壤正变得更健康。但“体检”
报告上，也有一些指标亮起红灯。

土壤酸碱性，是反映土壤质量的另一重要指标，经常
用 pH 值来衡量。在酸性土壤中，钙、镁、钾等作物生长发
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极易流失，导致作物营养不均衡，出
现生理性病害。在杨仁仙看来，不合理的施肥方式，特别
是偏施生理酸性肥料，是加速土壤酸化的重要原因。

守护生命之源

刚刚过去的 12 月 5 日是第十个世界土壤日，今年的
主题是“土壤和水：生命之源”。

据估计，人类95%的食物在陆地上生产，土壤和水是生
命的源起和守护者。但土壤又是脆弱的，面临着肥力退化、酸
化、盐碱化、重金属污染、生物多样性降低等难以承受之重。

正在推进中的土壤三普，为我们全面认知脚下的土
壤提供了新的窗口，也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人与土地的
关系，为更好保护和利用土壤提供了科学依据。

今年，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建
设。福建浦城县、尤溪县入选。

“我们正以土壤三普数据为基础，分析耕地退化问题
和成因，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推广调酸改土综合治理技术
模式。”杨仁仙说，在具体技术路线上，可合理施用农用石
灰质物质，以提升土壤 pH值，实现快速治酸和长期控酸；
优化用肥结构，适量施用钙镁磷肥等碱性化肥；进一步推
广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以提升耕地土壤酸缓冲容量和
长期抗酸能力；合理轮作间作，利用冬闲田种植绿肥植物。

据悉，浦城县将在全县 8 万亩 pH 值小于 5.5 的酸性
耕地开展酸化治理。按照计划，到 2025 年项目区土壤 pH
值将提高 0.5个单位，耕地质量等级提升 0.5个等级，亩均
粮食产能提升 10%以上。

土壤普查，也挖掘出了一批耕地“潜力股”。土壤三普
数据显示，浦城后备宜耕土壤具有一定的潜力。

“这些宜耕土壤 pH、有机质、磷钾养分等与现有耕地
水平相当，但生产潜力还未得到充分发挥。”省农科院资
源环境与土壤肥料研究所副研究员林琼建议，在符合相
关政策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后备宜耕土壤开发，“优先开
发规模连片或与现有耕地相邻的荒草地、低效园地等宜
耕土壤，应注重交通道路、水利设施、土壤改良、水土保持
与生态保护等农田工程建设”。

土壤普查可视为定期全面“体检”。但其实，土壤的细
微变化时刻在发生。对于土壤的关注，也应当是动态可持
续的。这就需要引入更多监测手段，随时随地关注土壤健
康。土壤长期定位试验，是重要的方法之一。

“野外土壤长期定位试验可以从累积的大量数据中总
结科学规律，也是国际上研究土壤质量演变机理及其调控
对策的通用做法。”省农科院资源环境与土壤肥料研究所
所长王飞说，该所在闽侯县白沙镇布设了一处长期定位试
验，至今已持续 40年。该试验通过年复一年的连续对照试
验，用第一手数据验证不同施肥方式对农作物产量、品质
以及土壤质量的影响，为土壤保育与科学施肥提供依据。

王飞建议，在土壤普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布设更多
长期定位试验，引入智慧监测手段，为全省耕地质量提
升、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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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2月5日是世界土壤日，今年的主题是
“土壤和水：生命之源”。

我们脚下这片静默无言的土壤，为人类供应了
95%食物。但你知道吗，其实土壤是会“说话”的。

几十亿年前的地球，还是乱石林立的样子。在风
化作用下，裸露的岩石逐渐破碎和分解。在水、空气、
微生物、腐殖质、人类活动等共同参与下，坚硬的岩
石慢慢有了温柔的模样，承担起孕育生命、供给食
物、维系生态平衡的重任。

我们如果从地表出发，一路向下探索，走进土壤
的内部世界，会发现，这些岁月的沉浮，就像年轮一
样，深深地印刻在土壤的不同层次中。我们可以通过
它复原土壤演变史，读懂土壤的喜怒哀乐，找到保护
和利用土壤的科学方案。

时隔40多年后，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
称“土壤三普”）于去年启动。今年，在前期试点基础
上，这项工作在福建全面铺开。普查，为我们构建起
了与土壤对话的渠道。

◀工作人员进
行标本制作。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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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采集工作人员正在采集
土壤标本土壤标本。。（（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浦城县仙阳镇高标准农田浦城县仙阳镇高标准农田 黄乾晔黄乾晔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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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斌） 21 日 ，“ 福 佑 五 洲 福 满 榕
城”——第六届“印象·福州”书画、征文、摄影、华语演讲大赛
颁奖暨历届“印象·福州”大赛优秀作品展活动在福州举行。

本届大赛于今年 4 月正式启动，吸引来自全球 40 个国
家和地区的 2133件作品参赛，其中书法作品 384件，绘画作
品 811 件，征文作品 361 件，摄影作品 376 件，华语演讲作品
201件。

颁奖活动现场设立历届“印象·福州”大赛优秀作品展，
来自五大洲的历届大赛获奖学生通过视频短片对大赛表达
了祝愿与期待，愿榕城发展更加美好。

“印象·福州”大赛自 2015年起已举办 6届，吸引了来自
全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万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参与。

“印象·福州”大赛在福州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