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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立医院金山院区三期工程位于仓山区金榕南路 516 号，一期、二期均已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现建设单位申请在符合规划条件的前提下，取消西南侧配套用房，新建中西医结合
大楼，调整住院综合楼及医疗综合楼的建筑轮廓、层数、高度，绿地及非机动车位布局相应调整，总
建筑面积为 374103.76 平方米，容积率为 2.0，建筑密度为 26.83%，机动车位为 2640 个，非机动车位
为 7913个；本次调整不涉及一期、二期，具体详见附图。

依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四十六条、五十三条规定，现进行公
示，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详情可查阅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http://zygh.fuzhou.gov.cn/)，
公示时间为 2024年 7月 17日至 2024年 7月 26日。

在公示期限内，本项目利害关系人如对该项目调整有异议，可书面向我局行政审批处反映（联
系电话：87801615，地址：市政务中心五楼）。如要求听证，应在公示期限内书面向我局政策法规处
提出申请（联系电话：83310951）。办公地点：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东部办公区 4 号楼
5-8层，邮编：350026。

附注：
1．附图仅为示意图，以最后审批为准。2. 书面反馈意见（申请）发表时间或邮戳日不应超过公

示期的最后一天 24:00，逾期视为无效意见（申请）。3.书面意见（申请）应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
电话、联系地址。

附件：1.原审批总平图 2.拟调整总平图 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7月16日

福建省立医院金山院区三期工程总平面拟调整公示
榕自然网（2024）153号

“这里凉快又安逸，晚上空调都不用
开，白天还可以游山玩水，真想一整个夏天
都住在这里。”7月 11日，来自福州的游客林
先生和家人驱车来到政和县杨源乡避暑，
住在源宿民宿，享受炎炎夏日中的清凉。

源宿民宿位于政和县杨源乡杨源村，
该民宿负责人陈盛强介绍，暑期是民宿旺
季，许多外地游客到政和高山区感受“18℃
夏天”，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论 避 暑 ，政 和 高 山 区 是“ 天 赋 型 选
手”，每逢盛夏便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到此
避暑旅游。

7 月份以来，外屯乡天村稠岭民宿常常
一房难求。“周末客人比较多，房间基本上
都被订满。”天村云半间民宿负责人魏春明
介绍，民宿一共有 13间房，可一次性接待游
客 30 人，随着稠岭村旅游基础设施日趋完
善，前来避暑的游客越来越多。

政和县镇前镇、杨源乡、澄源乡等高山
区乡镇面积 745平方公里，是华东地区最大
的连片高山台地，平均海拔 800～1100 米，
年平均气温 14.2°C，夏季最高气温仅 29°C，
最热月平均气温 23.4℃，素有“南国北原”

“天然空调”“生态氧吧”之称。
近年来，政和县依托独特气候和丰富

旅游资源，以稠岭村为示范，打造“福建凉
都”精品旅游路线，推出“18℃夏天”生态康
养游等 3条旅游路线，出台进一步促进文旅
经济发展七条措施和加快推进民宿发展实
施意见，连续举办向日葵的夏天——天村

稠岭 18℃有氧音乐节等文化旅游活动，打
造“福建凉都”避暑胜地。

“避暑游”不仅是享受凉爽的气候资源，
还可满足不同游客需求的旅游体验。澄源乡
新康村携手两岸团队打造小红军红色文化
IP，推出“田园亲子实践”“乡村美食制作体
验”等丰富的亲子农文旅新业态；杨源乡将
四平戏与高山民俗文化“新娘茶”等有机融
合，改造四平戏展演中心，举办免费展演活
动；镇前镇持续举办高山郊野钓鱼赛，进一
步丰富镇前镇“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
展……政和县各乡镇也在旅游发展上不断发

力，以高山区的凉爽气候为特色，丰富旅游业
态，满足不同避暑游客需求，为广大游客提供
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避暑旅居体验。

“我们持续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据政和县文旅工作
相关负责人介绍，翡翠锦屏游客服务中心、
景点标识、古村落景观提升等基础设施提
升项目已基本完成，洞宫山红河谷生态文
明体验区建设项目、镇前镇罗金山茶旅康
养项目、红色新康旅游开发项目、环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佛子山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等省
市重点文旅项目正有序推进。

2023 年，政和县获评“2023 健康中国·
康养旅游百强县”“美丽中国·深呼吸生态旅
游魅力名县”“中国最佳生态康养旅游名县”

“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等称号，政和县
“秋色山景 生态康养”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阮倩敏 曾大龙）

开启18℃的夏天
——政和县打造“福建凉都”避暑胜地

盛夏时节，福建迎来了一批批外国友
人，对外交流交往热络。

6 月 24 日，2024“鼓岭缘”中美青年交
流周在福州举行。这是继去年盛夏时节，

“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举办后的又一
次友谊之会。

“鼓岭缘”是一张珍贵的中美友好交往
名片。1992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指示外事部门帮助来自美国的加德纳
夫人找到了先生生前日思夜想的儿时中国
故园“Kuliang”，成就一段佳话，也开启了这
些外国友人及其后人不断跨山越海回来续
写的温暖篇章。“鼓岭缘”成为中美友谊生
生不息的见证。

近年来，福建还打造了“黄檗文化”“闽
琉情缘”“菌草佳话”等特色外交品牌，从地
方视角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仅在去年，就
有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柬埔寨国王诺罗
敦·西哈莫尼等 13 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应
习近平主席邀请，今年 1 月 8 日至 12 日，马
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
问，成为今年我国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穆

伊兹总统将此次访问首站放在了福建。所
罗门群岛总理杰里迈亚·马内莱于 7 月 9 日
至 15 日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其访华之旅
也始于福建。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建实践近年
来也吸引了大批驻华使节来访。今年 3 月，

“外交官看中国·福建行”活动举行。来自阿
尔巴尼亚等 22 个国家近 30 位驻华使节会
聚福建，先后赴宁德、武夷山等地，考察调
研福建新能源产业发展、“三茶”统筹等情
况，走进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等，
深入了解“中国道路、中国方案”。

“福建从古至今就与世界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有着独特的资源优势，许多重要国
际交流活动选在了福建举办。”省外办综合
协调处负责人介绍。今年 2 月 2 日，2024“中
国-东盟人文交流年”在福州举办；近年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中国-中亚合
作论坛、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全球南
方智库对话会等均在福建举行，有力推动
了中外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合作。

福建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随着福
建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海丝核心区、金砖创
新基地等窗口效应日益显现。福建外事工

作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聚焦全省经济建
设，发挥外事赋能作用，积极服务全省高质
量发展。

省外办国际新闻与经济处负责人告诉
记者，近几年，全省外事系统做强“外事+”
机制平台，为地方对外交往牵线搭桥，助力
提升省内重大涉外展会国际化水平，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去年，有 62 批 178 位外国副
部级以上官员、66 批 231 人次外国驻华使
领 馆 官 员 来 闽 参 加 数 字 中 国 建 设 峰 会 、

“5·18”海丝博览会、“9·8”投洽会等，福建
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福建的国际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目
前，福建已与世界上 48 个国家建立 126 对
友城关系，基本覆盖全球重要经济体、新兴
经济体和地区大国。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伙伴关系创新基地、中非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交流合作基地、中国-太平洋岛国减贫与
发展合作中心等一批重大国际合作平台相
继落户福建，为福建拓展对外合作提供了
重要支撑。

此 外 ，为 践 行“ 外 事 为 民 ”理 念 ，深
入 实 施 民 营 经 济 强 省 战 略 ，全 省 外 事 系
统 积 极 为 企 业 人 员 申 办 APEC 商 务 旅 行

卡 ，优 化 领 事 认 证 服 务 ，服 务 省 内 民 营
企 业“ 走 出 去 ”。去 年 ，全 省 共 受 理 办 卡
申 请 3648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506%；受 理 企
业 领 事 认 证 申 请 42647 份 ，同 比 增 长
138%。

近 年 来 ，随 着 来 闽 工 作 生 活 的 外 籍
人 士 逐 步 增 多 ，全 省 外 事 系 统 扎 实 做 好

“ 身 边 的 国 际 社 会 ”工 作 ，策 划 举 办 了 外
籍人士座谈会和“我的福建故事”主题演
讲、在闽外国友人行走福建活动等。打卡
鼓浪屿、亲手包肉燕……外国友人直呼：

“这种体验太奇妙了！”他们写博客、拍视
频，向世界声情并茂地讲述中国故事、福
建故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维护涉外安全十分重要。“外事工作还有一
个重要职责就是不断增强防范抵御风险能
力，积极营造良好涉外环境。”省外办涉外
安全处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福建外事工作
将进一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优化协同开
放格局，提升对外合作效能，进一步扩大福
建国际影响力，筑牢涉外安全防线，完善外
事体制机制建设，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

近年来，我省外事工作积极配合服务元首外交及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请进来“走出去”，让福建朋友圈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本报讯 （记
者 王毅 文/图）
14 日，台湾桃园石
门 中 学 橄 榄 球 队
一 行 走 进 福 州 市
仓 山 区 金 港 湾 实
验学校，与该校师
生交流互动。

在 13 日 举 行
的 第 十 二 届 海 峡
青年节·第九届海
峡 两 岸（福 建）青
年 英 式 橄 榄 球 交
流 赛 暨 2024 年 全
国 触 式 橄 榄 球 分
区 赛（福 州 站）比
赛中，台湾桃园石
门中学队、福州市
仓 山 区 金 港 湾 实
验 学 校 小 学 队 都
参 加 了 相 应 级 别
的比赛。

桃 园 石 门 中
学 橄 榄 球 队 的 学
生 们 都 是 首 次 来
福州参赛。在金港
湾实验学校的 VR
教室、百工创客教
室，台湾学生体验
魔 方 编 程 机 器 人
表演、模拟“火箭”
发 射 、VR 场 景 探
索等趣味活动，酷
炫的场景和画面，
让台湾学生惊叹连
连，感受科技的魅
力。桃园石门中学
橄榄球队还与金港
湾实验学校进行了
一 场 橄 榄 球 交 流
游 戏（腰 旗）友 谊
比 赛 。追 逐 拼 抢 ，
切磋技艺，两校学
子在交流互动中，
加深了了解，增进
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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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桃园石门中学橄榄球队（蓝）与金港湾实验学校小学队（黄）进行友谊比赛。

台湾学生在 VR 教室体验 VR 展示。 金港湾实验学校教师（右一）向台湾学生介绍“火箭”发射过程。

本报讯（记者 郭斌 陈尹荔） 14 日，2024 世界闽南语金曲盛
典暨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奖赛正式启动。

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是从福建出发，以闽南语音乐为纽带的
一个具有创新性、独特性、全球性的音乐文化品牌，旨在打造规模
大、辐射广、专业性强的世界级闽南语金曲赛事，树立闽南语音乐
文化标杆，助力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用音乐架起与世界
沟通的桥梁，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在全球共设七大赛区，其中，福建赛
区设厦门、漳州、泉州三个分赛区；台湾赛区设台北、台中、高雄三
个分赛区；东南亚赛区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文
莱六个分赛区；大湾区赛区设香港、澳门、广东三个分赛区；以及欧
美赛区、京津冀赛区、长三角赛区。10月将在漳州、泉州分别举行全
球五十强晋级赛、全球总决赛，11月 1日在厦门举行颁奖盛典。

为提高赛事专业水平，组委会 14 日向一批全球音乐界权威人
士颁发了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评委聘书、音乐总监聘书，音乐发展
论坛聘书，并举行授牌仪式。同日，由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总策划
柯希平创作的闽南语音乐作品《爱拼闽南人》MV全球首发。

2024 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由福建省侨办、福建省文联、福建
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等指导，省文学艺术对外交流中心、厦门市侨办
等参与协办，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暨海峡两岸闽南语音乐大奖赛
组委会主办。

2024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开启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通讯员 李茜 邱俊杰） 近日，2024 年
闽台两岸青少年跆拳道交流赛在武夷山市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
9支参赛队伍 139名青少年以武会友，同台竞技。

本次交流赛由省体育局指导，南平市体育局、武夷山市政府共同
主办。赛事设跆拳道品势、竞技跆拳道2个项目，分幼儿组、儿童组、少
儿组、少年组四个组别。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4岁。

“这是我第一次来大陆，武夷山人热情好客，让我有家的感觉，
这里如诗如画的景色令人印象深刻。”台湾选手刘依倢表示，希望
与大陆选手交流切磋，积累更多赛事经验。

两岸青少年武夷山下“以武会友”

本报讯（记者 郭斌） 近日，为期 14 天的第十五届海峡两岸
中医药传统文化研习营在福建举行，来自海峡两岸 20 所高校的
110名师生参加活动。

研习营期间，两岸师生走进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武夷山等
地，通过八闽游学、素质拓展、青年联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真切感
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进同胞情感。在线上研学阶段，两岸师
生聆听专家学者主讲的中国传统文化、朱子文化、中医药文化等专
题讲座，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了解。

海峡两岸中医药传统文化研习营是福建中医药大学对台交流
的品牌项目。今年的研习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旨在
深入挖掘中医药传统文化精髓，为两岸师生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

两岸中医药传统文化研习营举办

15 日，2024 年“麒麟杯”海峡两岸（平潭）青少年棒球冠军赛落
下帷幕。本次比赛共吸引海峡两岸 20 支青少年棒球队参赛，其中
包括 10 支台湾队伍。经过激烈角逐，台湾新北福营中学棒球队、台
湾北科附工棒球队分获 U15组、青年组冠军。

本报记者 张哲昊 通讯员 林君斌 林彤欣 摄影报道

海峡两岸（平潭）青少年
棒球冠军赛落幕

近日，由印尼雅加达兴安会馆组织的 40 名华裔青少年来到莆
田湄洲岛，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莆田营）活动，零距离接触
妈祖文化，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营员学习制作“捏
海”供品。 本报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许双萍 周建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