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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栏公告栏
遗失声明

各类遗失声明、房产声明收
费标准：按照标题60元/行（8字
以内），正文 30 元/行（13 字以
内）收取，不足13个字，按1行收
取。登报地址：鼓楼区小柳路
85 号 2 楼福州日报广告刊登
处。热线电话：0591-83721111

● 声 明 ：刘 宁（台 胞 证 号 ：

11515849）遗失由福建榕鑫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榕

鑫禧悦公馆 2号楼 1105单元的

购 房 款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035002200205，发 票 号 码 ：

00699726，开票日期：2023 年 2
月 8日，开票金额：1061459元，

特此声明。

●陈崇英、刘顺莉夫妇不慎遗
失其女陈冰洋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350331128，出生日期：
2008 年 9 月 9 日），声明作废。
●父亲陈雨、母亲朱文利，其

女陈鑫美于 2013年 12月 31日
出生长乐区金峰第二医院，不
慎遗失其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350214506，声明作废。
●福建祥之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车牌号闽AU7220道路营运证，
证号:350104225403，声明作废。
●福州荣昊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车牌号闽AU0K02道路营运证，
证号:350121300669，声明作废。

●台江区吉佰嘉便利店不慎遗

失福州市台江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0年 8月 31日签发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各1份，许

可证编号为JY13501030127784，
现声明作废。

●福州市晋安区奇华珠宝店遗

失福州泰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

具的物业履约保证金为 11384.4
元的收据1张，编号：0008377；遗
失福州泰禾嘉弘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租金履约保证

金为 43640.2元的收据 1张，编

号：0007835，声明作废。

●久策物流（福建）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
运输证：车牌号闽 AU7189，证
号 ： 闽 交 运 管 榕 字
350121300680号，声明作废。
●林榕遗失福州泰禾新世界商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装修保证金
为5000元的收据1张，声明作废。
●福清鑫港水产食品有限公
司遗失福清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9 年 3 月 13 日核发的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JY33501810115000，声明作废。
●福州书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福州紫光高科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
发 票 存 根 联 2 张 ，代 码 ：
3500162350，号 码 ：09605740，
金 额 ：1000000 元 ；代 码 ：
3500162350，号 码 ：09605741，
金额：4336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福州市收藏家协会（银行

账号：1402023209600502013），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 J3910011826303，特此声明
作废。

●声明：原坐落在福州市台江
区排尾路三弄 3号的房屋总建

筑面积 139.1㎡，未办理产权登
记手续。2017年该房屋被列入
红星及周边地块改造项目征收
范围。该房屋经本人具结，村
镇盖章公示无异议后，认定属
于本人刘景春所有，并已安置
于万科澜悦花园 C-13#楼 1801
单元、万科澜悦花园 C-12#楼
1604单元房屋。现由本人申请
办理该安置房权属登记，如对
此有异议，可在本声明见报之
日起 30日内向福州市房屋征收
工程处提出，并提交相关证
据。如异议成立，则由本人承
担一切因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

责任，且征收部门有权直接解
除本人所签的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并收回安置房、追还已领取
的各项补偿款，并赔偿由此造
成的所有损失。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本人办理安置房
权属登记手续。特此声明。

声明人：刘景春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
员 曾心 颜园金）一边是养殖户不
停播种缢蛏、一边是机械忙着收获
裙带菜，最近你来到连江海域，将
会看到播种收获同时进行的场景。

连江是我省重要的海蛏养殖
基地。眼下，在浦口、晓澳等沿海
乡镇，渔民们正忙着翻耕滩涂、播
种缢蛏，呈现出一派“人勤春来早”
的喜人景象。

记者在浦口镇中麻村缢蛏养
殖基地看到，养殖户们正趁着海水
退潮，在滩涂上撒苗种蛏。随着潮
水完全退去，长约 3厘米的蛏苗密
密麻麻地铺满滩涂。

“种蛏和种水稻是一样的，讲
究时令性。”有 20多年种蛏经验的
养殖户林兆明告诉记者，每年农历
新年至农历二月初是撒蛏苗的最
佳时节，在小潮时撒种的蛏苗将在
2个小时内钻进泥里安家。等到农
历六月，缢蛏进入采收期，一直持
续至白露时节，预计每亩利润达 2
万元。

中麻村位于敖江入海口，滩涂

广阔、淤泥丰富，因此养殖的缢蛏
个头大、肉质肥美，除了本地人爱
吃，还远销浙江、江西等地。不仅
如此，中麻村还与厦门海洋职业技
术学院达成结对帮扶关系，以科技
助力产业发展。

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统计，
近年来，连江县缢蛏养殖面积超 2
万亩，年产量超 4万吨，产值超 12
亿元。

这边在种缢蛏，那边裙带菜迎
来收获的好消息。记者近日在连
江官坞码头看到，起重机将夹满裙
带菜的养殖绳拉出水面。研究人
员随机裁剪下几株样品，针对其长
度、鲜重、羽裂宽、孢子叶长等形态
进行测量。经检测，5米长的苗绳，
可产重达 50 公斤的裙带菜，单株
最长可达2米以上。

裙带菜有着“海藻之王”美
誉，是我国第二大经济藻类，富含
矿物质、微量元素、膳食纤维等，
口感鲜嫩爽脆，具有极高的经济
价值和开发前景。去年 12 月初，
由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牵头，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连江县
海洋与渔业局、福建省聚福源水
产有限公司合作，从山东省引进
具有产量高、藻体宽阔、出成率高
等优点的“海宝 1号”裙带菜苗种，
在连江黄岐湾外海域开展南移养
殖试验。

“这批裙带菜品质优良，完全
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养殖测
试非常成功。”国家藻类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科学家逄少军表示，本
次收获的裙带菜规格、品质均达
到商品标准，“海宝 1号”裙带菜在
连江南移养殖试验通过现场验
收。这意味着，我省首次建立起
裙带菜人工栽培技术与工艺流
程。

“裙带菜的育苗和养殖工艺均
与海带接近，而连江海洋资源丰
富、产业基础雄厚，规模化养殖裙
带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下一
步，我们计划在黄岐湾、定海湾等
适合裙带菜养殖的海域扩大养殖
面积。”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工程
师王为刚说。

近日，CCTV-10《地理·中国》
栏目连续 4天播放纪录片《山地奇
居》，介绍永泰庄寨。纪录片中，
永泰县政协副主席、村保办主任
张培奋，作为参与者、推动者，缓
缓道出永泰开展庄寨、传统村落
连片保护与利用工作的经验和做
法。

“在庄寨保护和开发的过程
中，我们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张培
奋说，近半年内，他指导策划了
2023首届乡村振兴民间论坛、第五
届大赤岸重阳敬老节、守望根脉·
庄寨文化传承与发展高端论坛等
三场民间活动，看到了乡村振兴过
程中，群众“唱主角”前后的巨大变
化。

历史文化保护不应该
“干部干、群众看”

举办民间活动的念头，来自张
培奋对永泰白云乡竹头寨修复与
保护工作的反思。

2018 年，借中国乡村复兴论
坛·永泰庄寨峰会的东风，竹头寨
启动保护性修复，政府投入数百万
元，修缮坍塌的寨墙，加固内部木
构，恢复木雕，让沉寂的庄寨焕发
出新的活力。

“从工程建设和会务组织的角
度看，竹头寨的活化无疑是成功
的。当天有 700多人参加论坛，让
永泰庄寨名声大振。”张培奋说，但
是在发动群众方面，这场活动还有
很多不足，“热闹劲一过，群众缺乏
参与感，空间又闲置下来。”

这让张培奋意识到，做历史文
化保护不应该“干部干、群众看”，
应该发动好、组织好群众，让群众

“唱主角”，才能实现长久发展。
去年 9月，在梧桐镇坵演村举

办首届乡村振兴民间论坛，是张培
奋在发动群众方面进行的一次全
新探索。

“论坛没有向政府申请补助，
所有与会人员都自己负责差旅费，
除演讲嘉宾和特邀嘉宾外，参会人
员还要缴交报名费。”张培奋说，出
乎他意料的是，报名者达160多人，
远超计划的百人以内，54个企业或
个人捐献物资。

一个民间论坛何来如此强大
的吸引力？参会的浙江省民宿产
业协会名誉会长洪奇辉认为，民间
论坛上，人人都是主体、个个都是

专家，没有高深的理论，大家可以
听得懂、学得来、搬得走、用得上。

论坛上，与会者热烈讨论了传
统村落、传统建筑活化利用，以及
乡村土地流转、城乡人口自由流动
等问题，汇聚乡村振兴各领域的经
验和智慧。

广泛发动群众才能更好
地服务家乡发展

首届乡村振兴民间论坛的举
办，让张培奋更加坚信，要敢于发
动群众、善于发动群众。

“这不仅体现在文化振兴上，
在乡村治理方面同样适用。这个
经验在策划指导丹云大赤岸的重
阳敬老节活动中得到印证。”张培

奋说。
去年 10 月，第五届大赤岸重

阳敬老节在前洋村将军庙举行，
共有 600多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大
赤岸全境 60岁以上的老人欢聚一
堂，共享天伦之乐。活动由大赤
岸（前洋村、赤岸村、溪坪村）乡贤
牵头举办，64 名村民捐款达 17 万
元。

张培奋说，敬老节最大的特点
在于以“孝文化”为主题广泛发动
群众参与：一方面乡贤申请接力牵
头举办，目前申请者已经“排号”到
2028年；另一方面通过推选十佳孝
顺家庭、为百岁老人赠送寿匾、慰
问退伍老兵等，增强村民参与村庄
公共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夯实

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丹云乡乡
贤王明生是第一届敬老节牵头人，
他从山西乘飞机赶回永泰只为参
与敬老节的筹备工作。在他看来，
接龙举办敬老节活动有力地凝聚
起群众的力量，更好地服务家乡发
展，进一步增加了村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在一次次活动中，张培奋曾被
问过许多次，为什么这么热衷于举
办民间活动，甚至自己贴钱也要
办。对此，他表示，广袤农村千差
万别，在乡村工作一定要向群众学
习、向田野学习，要认识到民间力
量的强大，通过发挥群众主观性、
积极性，让村级组织在党委政府的
监督下，有序开展经营活动、公益

服务，进而实现减轻财政负担和优
化基层治理“双赢”。

传统文化复兴要靠这片
土地生长出来的人

今年正月初九，在东洋乡秀峰
村张氏宗祠里，守望根脉·庄寨文
化传承与发展高端论坛顺利举办，
哈佛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
海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汇聚
一堂，受到新华社、中新网等央媒
的关注。

这场活动源于一次“寻根之
旅”。清道光年间，连江张氏祖上
从永泰迁到连江，之后连江张氏不
少子孙迁至美国。连江张氏后人
在张培奋的帮助下，顺利寻到确切
的祖籍地——秀峰村，并举行寻根
谒祖仪式。旅美张氏宗亲代表张
文兴表示，这次返乡祭祖是他第一
次回永泰，以往都是从父母口中了
解永泰，这次活动让他感受到家
人、族人不仅仅是血脉相连的社会
关系，更是一种精神传承关系。

“现在乡村碰到的很多问题，
包括传统文化复兴，仅靠政府、市
场是解决不了的，最重要的还是要
靠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人。这些
人走出这片土地有所成就后，还是
不会忘记家乡，还是会回来‘守望
根脉’。”论坛上，厦门大学人文与
艺术学部主任、历史与文化遗产学
院特聘教授郑振满评价道，这几年
厦大团队在永泰收集民间契约文
书，从中看到了永泰尊师重教的传
统，永泰人重视教育，努力培养下
一代，使后代能够走出深山，走向
海外。

事实证明，在发动群众的过程
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容小
觑。“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我们不
遗余力地在‘废纸堆’中折腾，我
们希望能够从历史中寻找乡村振
兴的法宝。”张培奋说，想要在乡
村工作中走实群众路线，首先要
发动群众整合资源，其次要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并为其注入灵魂，
最后要善于运用最便捷、最有效
的宣传手段。

三场民间活动，展现了群众的
智慧与力量。“我们要在群众中、实
践中，理解和解释本土经验，提出
符合当下实际的新理论和新概念，
才有可能建构独立话语体系，走好
发展道路。”张培奋说。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个人简介上一定
要体现特色亮点。”“不要在乎观众数，把直播
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多出镜才会给观众留
下好印象。”……3月9日上午，闽清县云龙乡
政府内，一场别开生面的短视频直播培训火
热启动，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新动能。

培训班邀请两名网络达人授课，40多名
村民参与。在为期 3天的培训中，村民们将
先后了解起号、IP打造、拍摄技法、直播话术
等短视频直播技巧。活动组织者还会通过现
场实操的方式，让学员亲身体验短视频拍摄、
剪辑和发布的全过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培训开始前，学员们被
分为 6个小组。经过讨论，他们定下每个小
组的组长、组名和口号。

“云龙乡的西红柿，以其‘软糯爽口、酸甜
多汁、入口即化’的口感而著称，是远近闻名
的西红柿之乡。”省级科技特派员杨小浪在讲
台上介绍道，近年来，云龙乡官庄村不断推动
西红柿产业做大做强，打造了一批绿色优质
标准化示范基地。“希望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
时，同步提升品牌包装与短视频营销能力，进
一步打响云龙西红柿品牌。”

培训首日，网络大V“福建鉴哥”也走上
讲台，向现场学员传授经验。面对众多新人
学员，他逐一查看他们的抖音账号，指出各
个账号在运营上存在的缺陷，指明后续的运
营方向。随后，学员们也在大V的指导下通
力合作，自导自拍、现场剪辑，自制一系列优
秀的短视频作品，展示云龙乡西红柿和乡村
生活。

“作为闽清旅游推荐官，云龙的西红柿资
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前闭幕的

“十八坂”集市上，“福建鉴哥”作为抖音大V
畅游闽清各地，美味的全西红柿宴让他赞不
绝口，“近年来，全省各地都涌现出不少农民
主播，他们积极推介特色产品、打响家乡招
牌。希望我能尽己所长，协助培养一批新人
主播，打响云龙西红柿等特色品牌。”

“我上周才开通直播间，自己摸索了一阵
子，卖了几单，赚了点钱。”学员魏大姐说，尝
到了甜头后，她才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短视
频直播培训，“希望能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更上一层楼！”

杨小浪表示，通过本次培训，学员们不
仅学到了短视频创作的技巧，也对云龙乡西
红柿产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希望通过培
训，进一步推动本地短视频直播产业发展，
传承弘扬乡村文化，让闽清的美食美景为更
多人所知。”

乡村振兴，让群众唱主角
——从永泰三场民间活动看群众路线的力量

本报记者 叶欣童

一边不停播种缢蛏 一边忙着收获“海宝”

连江海域耕收两不误

现场实操学带货
村民体验当主播
闽清县云龙乡
开展短视频直播培训

农民在主场唱主角
一言

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民是推进主体，也是
受益者。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把农
民的参与活力、实干能力、创造潜力转化为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

乡村是农民的主场，乡村振兴是为农民
而兴、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提与基础在于充分尊重
民意，让农民群体共商共议村中的大事小情，
让他们在参与层面唱主角。

作为农村地区的“原住民”，农民理应成
为乡村建设的主力。目前，部分地区乡村振
兴工作面临人手不足、平台不够等问题。为
此，各级各部门应优化政策措施吸引青年返
乡，并大力开展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民群体
素质，激发他们的创业活力、创造潜力，为他
们发挥自身价值搭建更多平台和渠道。

让农民唱主角，从根本上说是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但发动和依靠并不是放手不管，
而是要扶上马并送一程，如此才能让农民在
乡村振兴这出大戏中唱好主角。

连江渔民在播种蛏苗。（连融媒供图）

学员们在农田里学习拍摄技巧。
（主办方供图）

▲守望根
脉·庄寨文化传
承与发展高端
论坛现场。
（受访者供图）

▲ 敬 老 节
现场，数百位老
人欢聚一堂。
（主办方供图）

新榕语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