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 通讯员 林
璐）2日，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台江
分中心学雷锋便民服务队工作人员陈
妍雯一行，敲响了晋安区世茂东望小区
百岁居民卓文銮的家门，为她办理房产
证过户手续。“昨天预约，今天你们就上
门来办了，真贴心！”面对上门服务的人
员，老人的儿子吕建华感动不已。

卓文銮今年 102岁，想将名下一套
40多平方米的房子转移到孙子名下。“半
年前，老母亲就叮嘱我，希望帮她圆了这
个心愿。但她年纪大了，两年没出过家
门，精神、体力跟不上，实在没法到登记
窗口办手续。”1日，吕建华来到市不动产
登记和交易中心台江分中心窗口求助。

“根据规定，办理此类登记需双方
到登记大厅签字，若老人要把房产过户
给孙子，必须带上相关资料到不动产登
记中心先申请再办理。考虑到老人因
身体原因确实无法到窗口办理业务，可
委托近亲到中心申请上门服务。”福州
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台江分中心
副主任黄冬艳介绍，在向吕建华了解其
母亲的身体状况后，中心安排三名人员
前往老人家中办理转移登记签字手续
并拍照存档。

“卓奶奶，我们先来拍个照。”“您在
这里签个字。”当天，陈妍雯蹲下身耐心
询问，指导卓文銮老人和孙子确认信
息，签字完成登记过户。一旁，工作人
员高陈冲、高小燕手持记录仪记录下业

务办理全过程。
“卓奶奶，明天您的孙子就能领到

不动产权证啦！”办理结束后，陈妍雯还
贴心地送上志愿者手写的春联与福
字。“谢谢你们，不仅圆了老人的心愿，
还带来新春祝福。”吕建华激动地说。

当天下午，工作人员还来到仓山区
后坂新城百岁老人刘依伯家中。103岁
的刘依伯名下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
产。前不久，家人刚与买家谈妥，但被中
介告知需要刘大爷本人到政务大厅办理

过户手续。曾孙刘先生不忍老人奔波，
拨打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台江分中
心的电话，询问是否能够上门服务。经
沟通，工作人员得知买家贷款审批时间
较长，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决定上门
为老人办理卖房手续，并打破常规业务

办理流程，采取容缺受理机制，待贷款审
批完成，再发放不动产权证。

据悉，自2019年学雷锋便民服务队
成立以来，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已
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开展上门服
务200次。

房产登记上门 温暖百岁老人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陈宇
航）“海娃啊，这么多年了，我们终于找
到你了！”近日，被拐34年的林先生与亲
生母亲、哥哥在马尾区公安局相认，一
家人相拥而泣。

“我儿子是 3 岁半时被拐卖的
……”回忆起儿子被拐的经过，来自四
川广安的林女士哽咽道。据介绍，她共
有 2个儿子，小儿子小名海娃。1989年
5月的一天，海娃像往常一样在家附近
玩耍，林女士进屋几分钟后，孩子就不
见了。

小儿子走失后，林女士一家从未放
弃过寻找。“弟弟被拐后，我们曾到云
南、河南、贵州、广东等地打工，在哪打

工我们就找到哪。”提起这些年寻亲的
经历，林女士的大儿子王先生说。

被拐卖到三明的林先生也始终没
有忘记亲人。“有时和玩伴闹矛盾，我还
会被大家嘲笑是捡来的。所以，我一直
想找到亲生父母。”林先生说。

去年11月，在马尾务工的林先生来
到马尾区公安局，希望通过警方的力量
寻亲。接警后，马尾警方立即采集其血
样信息入库比对。当年 12 月，经过比
对，林先生和四川广安市的林女士血样
高度吻合，但由于林女士的丈夫已过
世，单亲比对无法确定结果。

“得知情况后，我们立即联系四川
当地警方，找到林先生的哥哥一起进行

DNA比对，最终确定林女士就是林先生
的亲生母亲。”民警杨成伟介绍。

得知找到弟弟的消息后，林女士和
王先生连夜从四川广安驱车赶到福州。

“知道孩子找到了，我哪里还有心
思吃饭和睡觉！”林女士流着泪说。现
场，她激动地拉着民警的手连连道谢：

“真的非常感谢！一千句、一万句谢谢
也表达不了我们一家的感激之情。”随
后，母子三人向马尾区公安局刑侦大队
送上一面印有“为民办事关怀备至 为
民排忧情深似海”的锦旗。

生活中，发现孩子走失怎么办？福
州警方提示，孩子走失后要第一时间报
警。报警时需要说明走失时间、地点，

失踪儿童的衣着、姓名、性别、身高、体
貌特征及身体特殊印记和家长的联系
方式，并可向媒体寻求帮助，通过网络
平台发布信息。发现疑似被拐儿童后，
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报警，千万不可
打草惊蛇。最好第一时间记住疑似人
员的衣着、身高等外貌特征，报警时说
明所处位置等。情况允许时可以拍照
取证，但一定要确保个人安全。

警方表示，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
似被拐人员和身源不明人员想要寻亲，
可前往当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公安
部已建立全国“打拐DNA系统”，公安
机关将开展侦查研判、技术比对，努力
帮助失散儿童与亲人团聚。

被拐34年男子与家人团聚

工作人员
上门为百岁老
人办理房产过
户手续。

本报记者
原浩摄

夜晚的三江口流光溢彩，一朵绽
放的“茉莉花”，在优雅的旋律中愈显
迷人。

1月 24日晚，仓山区 900多名师
生走进福州的高雅艺术殿堂——海
峡文化艺术中心，以“南台童韵”为主
题，用一台精彩的迎新春“经典名曲”
音乐会，奏响仓山美育最强音。当
晚，1000人座的音乐厅座无虚席，在
线直播观看人数达96万人次。

近年来，仓山教育系统坚持“五
育并举”，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
培元，将美育融入学校教学和实践活
动全过程，组织开展惠及全体学生的
艺术实践活动，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
审美观念，陶冶高尚情操，营造了健
康向上、高雅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大亮点
交出高分“美育答卷”

这场音乐会从去年夏天开始筹
备，是仓山教育系统构建美育体系的
有力实践。全场演出呈现三大亮点：
覆盖面广、选曲经典、多校合作。

音乐会在交响乐《红旗颂》中拉
开序幕。初次公演的 80多名小乐手
神情专注，随着指挥棒在空中划出优
美弧线，雄壮的乐声响彻音乐大厅。
一曲完毕，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在
台下观看的刘伟强这才松了一口气，

“乐团第一次公演能有这样的默契和
效果，实属不易”。

三个月前，为了给那些有音乐表
演才华的青少年学生提供展示交流、
实践发展的平台，仓山区教育系统组
建仓山区中小学生青少年交响乐团，
并统一组织免费培训。“第一批团员有
100多人，来自 60多所学校。”刘伟强
所在的福建省卓乐教育集团为这支交
响乐团的排练和日常训练提供公益性
支持，邀请音乐学院教授、省交响乐团
首席等10多位专家担任乐团导师，每
周至少组织两次排演，经过不断磨合，
才有了当晚的惊艳亮相。

据悉，首演之后，仓山区中小学生
青少年交响乐团进入常态化训练，择机
将启动预备团招新，进行梯队化培养。

弦乐、管乐、合唱、联唱，或大气
磅礴，或清新灵动……当晚的音乐会
共18个节目，编选的曲目无一不是中
外经典名曲，其中的闽都文化元素
——闽都童谣和闽剧联唱，更是唤起
了无数人的乡愁记忆。“这些名曲不
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还承载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我们希望
师生通过同台演绎的方式，体验经典
名曲的魅力，激发爱国爱乡的情怀。”
仓山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是近年来仓山教育系统覆盖
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音乐会，共
有 70 多所中小学、900 多名师生参
演。从节目单可以看到，大多数节目
都是多校合奏，比如弦乐合奏《我爱
你，中国》、萨克斯二重奏《望春风》和
葫芦丝、巴乌合奏《月光下的凤尾竹》
都有 3 个参演单位；民乐小合奏《赛
马》的 5名参演教师分别来自 5所学
校。“在乐团里，没有你、没有我，只有
我们。”《赛马》节目参演教师告诉记

者，他们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相互鼓
励，从陌生到熟悉，最终融为一个温
暖的大集体，不仅提高了艺术技巧，
也提升了团队协作能力。

过去一年，为让每名学生都有展
示的机会和平台，仓山不时举办这样
的艺术展演活动。2023年的艺术周
系列活动涵盖了艺术作品展示、音乐
节目汇演、趣味体育活动三大类。艺
术周启动仪式现场展出近400幅优秀
师生作品，涉及毛笔、硬笔、摄影、绘
画四大类。

送教下校
城乡共享优质美育资源

其实，这也是一场“不完美”的音
乐会，而且是有意为之。

仓山辖区面积大，城乡接合部范
围广，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如果每
次展演都挑水平最高的，那么上台的
总是同一批人。对此，这场音乐会打
破常规，让更多学生参与其中、享受

舞台，特别是乡镇学校和外来务工子
女。“他们的水平可能不是最高的，但
他们更需要这样的舞台来展现自己，
提升自信。”作为音乐人，刘伟强十分
赞赏仓山教育人的魄力。

当然，基本的演出水准要保证。
近年来，仓山教育积极选派专家名师
团送教下校，加大城乡学校间的学习
交流力度，落实集团化办学管理，带
动薄弱校提升美育质量。

2021年春天，应仓山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邀请，原军区文工团团长郑永
涛带着一支管弦乐队走进城门中心
小学，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乡
村孩子对艺术的热爱、对艺术的感
悟，一点也不亚于城区孩子。”仓山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卢英洁被孩子
们的热情和渴望所打动，在她的推动
下，仓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和城门中
心小学合作办学，成立了管弦乐团。

三年来，乐团师生共同学习、共
同训练，音乐水平不断进步。孩子们

也用努力和实力证明兴趣是快乐的
源泉。他们说，在乐团的每一次排练
都是一次放松和疗愈。在这场新年
音乐会中，城门中心小学管弦乐队压
轴出场，参演了最后三个节目。值得
一提的是，在 2023年的“六一”，他们
还在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成功举
办了青少年交响音乐会，得到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目前，仓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已
和观澜小学、高湖小学、培智学校、林
浦小学、台屿小学、洪塘中心小学等学
校建立长效帮扶机制。不久前，第二
支管弦乐团在金港湾实验学校落地。

为进一步推进“双减”工作有效落
实，仓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还联合学
校成立了三个教学分点，分别是奥体
片区、金山片区和城门片区。2024年
新学期，这些片区将正式挂牌仓山区
少年宫分宫，打通服务青少年的“最后
一公里”，实现高品质素质教育。

“三位一体”
构建丰实美育生态圈

“这场音乐会太精彩了！”新年音
乐会散场后，符春艳感动不已，和朋
友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教育是营商环境的关键因素。
符春艳是仓山区政协委员、青年企业
家，同时还是一名新福州人。这几年
间，仓山节节攀升的教学成绩、教育
质量，给了她安家榕城的底气，目前
她家两个孩子都在仓山的学校就读。

“作为家长，我能感受到仓山教育
系统对美育越来越重视了。”符春艳说，
美育不仅可以陶冶情操、浸润心灵，也
能净化社会环境，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提供支撑，仓山的做法值得点赞。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说：“美育者，
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
也。”林骏豪的妈妈深以为然：“学了
三年萨克斯，我觉得他专注力提升
了，学习也更有韧劲了，美育和智育
是相通的。”林骏豪是城门中心小学
管弦乐团的成员，音乐已成为他的精
神寄托，他说，自己高兴、难过、疲惫
的时候，都喜欢吹奏萨克斯。

“校园里不仅要有读书声，还要
有操场上的呐喊声，更要有美妙的歌
声和优雅的乐声。”城门中心小学校
长郑伟介绍，这些年来，学校在开足
开齐美育课程的前提下，突出书法、
管弦乐等艺术教育特色，学生发现
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明显提高。

不只城门中心小学，通过“一校
一特”品牌建设，仓山区已涌现出一
大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特色学
校，校园艺术氛围日益浓郁。全区已
有 82所学校开展非遗项目，6所学校
获“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
示范基地”及“传承示范校园称号”；
仓一小“逐梦”艺术团、仓山小学“博
艺”合唱团、仓五小“橘韵”民乐团等
校园艺术团茁壮成长，多次获得省、
市、区荣誉奖项，多次应邀参加省市
各类展示、交流活动；霞镜小学、施程
小学、仓九小拥有多年的民族音乐教
育传统，是优秀的葫芦丝、巴乌基地
校；麦顶小学的闽剧社团、合唱团、管
乐团、弦乐团全面开花，构建起丰实
的美育体系；还有十几所学校开设管
弦乐学习课程，仅学习小提琴演奏的
学生就有上千名……

深入仓山校园，可以明显感觉
到，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协同
育人，“以美育浸润学生、以美育浸润
教师、以美育浸润学校”的美育生态
圈正在形成。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仓山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仓山教育将继续
深化美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艺术社
团和兴趣小组活动，持续推进“阳光
下成长”“班班有歌声”等主题校园文
化艺术节及美丽校园系列活动，重点
支持各类艺术试点校、特色校建设；
建立常态化展演机制，举办全区中小
学器乐大赛、声乐大赛、“六一”文艺
汇演、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歌咏大赛、
中华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广泛选
拔、培育一批优秀的文艺人才和创作
一批优质艺术作品，朝着形成具有仓
山特色和体现仓山优势的全覆盖、多
样化、高质量、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
方向接续奋进。

小音符奏响美育大乐章
——从一场音乐会看仓山美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本报记者 鄢秀钦 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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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临
近春节，外卖骑手每天的业务
量更大了。与此同时，市区车
流量增大，也给他们的骑行安
全带来挑战。4 日下午，福州
交警宣传小分队来到台江中亭
街一家美团外卖配送站点，开
展电动自行车骑行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为 10 余名外卖小哥

“送安全”。
“大家看看这个交通安全

警示片，这些案例都是违法骑
行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少人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昨日下午 3
时许，民警陈浩打开电脑，让外
卖骑手观看视频。近 3分钟的
视频中，逆行、闯红灯、走机动
车道、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

法行为酿成的交通事故触目惊
心，令人唏嘘不已。

“真没想到，闯红灯会有这
么严重的后果！”外卖小哥程华
荣看完视频后说，他有时为了
抄近路逆行或者闯红灯，“现在
看来，宁愿慢一点，也不能违法
骑行”。骑手范长萍也表示：

“我们每个人都是家里的顶梁
柱，要是被汽车剐一下、碰一
下，轻则受伤，重的连命都会搭
上，实在划不来。只有自身安
全了，才能干得长久！”

随后，交警部门与外卖骑
手一一签订《安全文明骑行承
诺书》，并组织部分外卖骑手当
交通劝导志愿者，共同营造安
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交警走进外卖配送站点
宣传电动车安全骑行

交警指导外卖骑手在平板电脑上签订安全文明骑行承诺
书。本报记者 张铁国摄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2
日下午，由市妇联主办的“榕
树下”新时代家风志愿服务
团队年度总结汇演在新时代
家风传习中心举行。活动回
顾了 2023 年家风志愿讲解服
务，展示了小讲解员风采，并
为表现优秀的小志愿者颁发

“家风传承优秀小志愿者”证

书。
现场，16名小讲解员依次

分享了名人家风故事，涵盖了
孔融、林则徐、黄乃裳、侯德榜、
林觉民、林惠芳等名人的经典
好家风故事。每个故事都引人
入胜，让听众深感家风家训的
深邃内涵，了解家风传承的重
要意义。

“家风传承优秀小志愿者”
评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