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台湾花莲4月6日电
（记者 赵博 齐菲）6日是台湾花莲
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14时 50分
许，高雄市特搜队队长苏裕铭向媒
体证实，寻获在砂卡礑步道失联的
21岁胡姓女子，已无生命迹象。台
湾花莲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 13
人。

苏裕铭介绍，上午 10时许，花
莲、高雄两地搜救队出动10人3搜
救犬前往砂卡礑步道搜救。11时
35分，搜救犬发现在土石掩埋之下
的罹难者。搜救人员通过身份证
件确认为独自旅行的胡姓女子，距
离 5 日发现的两名遇难者垂直距
离仅约 20米。目前，遗体已移出，
运往花莲市殡仪馆。

截至当日 15 时，砂卡礑步道
仍有 3人失联，据悉是此前在此地
失联的游姓一家 5口中的妈妈、妹
妹和弟弟。“搜救队将全力以赴，不
遗余力地搜索失踪者。”苏裕铭说。

6日，花莲依然阴雨绵绵。台

气象部门统计，截至 6 日 13 时 57
分，发生有感余震 615 次，频次已
有所降低。记者在现场看到，直升
机克服困难持续起落，批量带回受
困于晶英酒店和天祥活动中心一
带的民众。劫后余生的游客惊魂
甫定，受访时纷纷表示能够脱困属
非常幸运，并对搜救人员的工作表
示感谢。

当天上午，台交通部门检查确
认后重新开放台 8 线天祥往西路
段，分三个时段允许小型车辆通
过。截至 15 时，已有约 40 辆车、
260人往西撤离。台当局灾害应变
中心同步将“受困人员”的表述调
整为“留置人员”，意味着这处人员
受困最为集中的区域不再是山间

“孤岛”。
位于秀林乡富世村的西宝小

学，仍处于交通中断状态。全校有
教师15人、学生45人待援，师生均
安全。花莲县已安排直升机视天
候状况空投物资，确保物资无虞。

3日强震发生后，全台停水户
数一度超过 12.2万户。经过紧急
抢修及跨区支援，除花莲富世净水
场因取水口塌方及原水管遭土石
掩埋，花莲县秀林乡富世、和平、崇
德等村落因道路中断抢修困难外，
其余地区均已复水。台湾自来水
公司介绍，截至 6日中午，全台剩
160户停水。

截至 6日 18时许，3日发生在
台湾花莲县海域的 7.3级地震，已
造成 13人遇难、1147人受伤，有 6
人失联。记者在花莲市区看到，太
平洋岸边的花莲市立殡仪馆已搭
建起“震灾罹难者联合灵堂”，不少
市民6日清早便前往悼念。

台湾地震遇难者升至13人

这是4月5日上午拍摄的位
于花莲市区的天王星大楼。大
楼将从正面玻璃开始，由上至下
进行拆除。

新华社记者 赵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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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迪鑫正东启辰置业有限公司1#楼、2#楼、3#楼、
5#楼、6#楼、7#楼、8#楼、9#楼、10#楼、11#楼、12#楼、地

下室预售银行监管账户变更的公示
我司福建迪鑫正东启辰置业

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2023

年 5月 26日、2023年 6月 8日、2023

年 8月 3日、2023年 8月 24日、2023

年 9 月 27 日、2023 年 11 月 30 日取

得鑫宸公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023〕长 建 房 许 字 第 05 号 、

〔2023〕长建房许字第 07号、〔2023〕

长建房许字第 08号、〔2023〕长建房

许字第 12号、〔2023〕长建房许字第

13 号、〔2023〕长建房许字第 16 号、

〔2023〕长建房许字第 22 号）,其原

监管账户监管银行为福建海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乐支行,原户名

为：福建迪鑫正东启辰置业有限公

司预售资金监管专户，原监管账号

为：1#楼 3#楼：100081126200002、

2#楼 12#楼：100081126230005、5#

楼：100081126210006、6#楼 8#楼：

100081126290007、10# 楼 11# 楼 ：

100081126270008、7# 楼 9# 楼 ：

100081126250009、 地 下 室 ：

100081126290012。

现将原监管账户监管银行变

更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长乐支行，原户名变更为：福

建迪鑫正东启辰置业有限公司鑫

宸公馆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户，

原监管账号变更为：1#楼 2#楼 3#

楼 5# 楼 6# 楼 8# 楼 ：

13190101040016350、7#楼 9#楼 10#

楼 11# 楼 12# 楼 ：

13190101040016368、 地 下 室 ：

13190101040016376。特此公示！

福建迪鑫正东启辰置业有限公司

2024年4月7日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1.19亿人
次，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同期增
长 11.5% ；国 内 游 客 出 游 花 费
539.5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2.7%。

文化和旅游部 4 月 6 日数据
显示，今年清明节假期，人们出游
热情持续高涨，“民俗文化”和“踏
青赏花”引领假日别样风景。

在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380
亩的西塘生态高效智慧茶园热闹
非凡。漫山新绿中，游客与采茶
工人一同呼吸茶香。“茶旅融合”
激活传统产业，为人们在春季出
游增添新选择。

上春山、寄思念、续习俗。这
个清明节假期，人们怎样用出游
回答“不负春光”？

用铭记充实春天——“又是
一年清明时，春风落日万人思。”
作为传统节日之一的清明节，杨
柳依依、细雨纷纷，正好相衬人们
追思先祖、缅怀先烈的情怀。

慎终追远是清明节特有的文
化精神。清明节当天以及前夕，各
地纷纷开展祭扫英烈活动，各大红
色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人们祭
奠先烈，寄托哀思，多得感悟。

用脚步丈量春天——“梨花

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清明时节处于仲春与暮春之交，
此时不冷不热、生机盎然，刚脱下
冬衣的人们更加珍惜满眼春色，
倾向同自然亲近。

携程数据显示，山岳类景区

清明节假期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770%，赏花类景区门票订单同比
增长391%。

天公同样作美。根据中国气
象局预报，清明节期间全国大部
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 到

3℃，北方大部地区及云南、海南
等地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好天气撺掇人们出门“找春
天”。在北京，全市公园3天共接待
游客 544.93万人次。自驾、骑行、
徒步成为清明节假日出游的热门

方式，短途游、周边游以及本地游
受青睐，大江南北处处有“人气”。

用国风装点春天——出游怎
么少得了拍照？当下的旅行穿搭

“顶流”依然属于国风。打开社交
平台，国风穿搭、新中式、汉服妆
造、非遗体验等成为清明节出游
的关键词。

正在洛阳举行的第41届牡丹
文化节上，身着唐装汉服的游客
穿梭在花海中，人花相映，尽态极
妍。飞猪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国
风赏花热度同比去年增长近3倍，
杭州、苏州、洛阳等地国风赏花游
热度居高不下。

从洛阳牡丹文化节，到林芝
桃花旅游文化节，从天津五大道
海棠花节，到婺源油菜花节……
入春以来，庆贺百花生辰的民俗
活动在中国各地陆续登场，吃青
团、插杨柳等传统习俗也得到越
来越多年轻人喜爱，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魅力尽显。

古人云：“万物生长此时，皆
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在中
国，春天一直被赋予希望与美好
的意涵。一年之计在于春，只要
不负美好春光，一定更增前行动
力。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清明节假期1.19亿人次出游——

春光无限好 踏青正当时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我国成功研发
新型智能纤维
无需“插电”即可发光发电

据新华社上海4月6日电（吴振东 余敏
之）记者近日从东华大学获悉，该校科研人员
成功研发出集无线能量采集、信息感知与传
输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智能纤维，由其编织
制成的纺织品无需依赖芯片和电池便可实现
发光显示、触控等人机交互功能。

该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
学》，被认为有望改变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交互方式，对功能性纤维开发以及智能
纺织品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启发意
义。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先进功能
材料课题组在一次实验中，偶然发现纤维在
无线电场中发出了光。以此为基础，课题组
开创性地提出“非冯·诺依曼架构”的新型智
能纤维，实现了将能量采集、信息感知与传输
等功能集成于单根纤维中。

据介绍，新型纤维具有三层鞘芯结构，芯
层为感应交变电磁场的纤维天线（镀银尼龙
纤维）、中间层为提高电磁能量耦合容量的介
电层、外层为电场敏感的发光层，原材料成本
低，纤维和织物的加工都已有成熟工艺。

在不使用芯片和电池的情况下，科研人
员还通过这种新型纤维实现了织物显示、无
线指令传输等功能。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
实验室（东华大学）研究员侯成义表示，新型
纤维有望运用到服装服饰等日用纺织品中，
当它们接触人体时，可通过发光进行可视化
的传感、交互甚至高亮照明，还能对人体不同
姿态动作产生独特的无线信号，进而对电子
产品进行无线遥控，这些新功能或会改变人
们智慧生活的方式。

五部门发文要求

到2027年城市生活污水
集中收集率达73%以上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住房城乡建设
部、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
各地加快补齐城市生活污水管网短板。到
2027年，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
口和设施空白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达到 73%以上，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综合
效能显著提升。

各地将开展污水收集系统问题排查。根
据通知要求，按照每 5—10年完成一轮城市
生活污水管网排查滚动摸排的要求，各地将
持续推进管网现状评估和修复工作，建立管
网长效管理与考核评估机制。污水处理厂进
水污染物浓度偏低的地区，重点开展施工降
水排入、城市水体倒灌、地下水入渗入流等进
入城市生活污水管网问题排查。

各地还将加快实施污水管网改造，开展
水体沿线雨水排口和合流制溢流口防倒灌改
造，严防河湖水倒灌生活污水管网。全面开
展超使用年限、材质落后、问题突出排水设施
的更新改造。

通知明确，推进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补
空白。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城市适度超前建
设污水处理设施和规模化污泥集中处理处置
设施。

44月月55日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兵学文化在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兵学文化
公园公园，，市民身着传统服饰赏花游玩市民身着传统服饰赏花游玩。。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供销社系统开设
超6万家“庄稼医院”
因地制宜提供农业生产指导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 郁琼源
张晓洁）记者日前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了解到，为了适应春耕大忙时节农民的实际
需求，供销合作社系统在原有农资保供网点
的基础上，建设了新型“庄稼医院”。专业技
术人员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成为专属庄稼医
生，因地制宜为农户提供生产技术指导服务。

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相关负责人
介绍，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已开设 6万多家

“庄稼医院”，派出 7万多名“庄稼医生”蹲点
一线。

在浙江省，“庄稼医院”通过深化“浙农
服”三位一体为农数据平台，搭建起了省、
市、县、镇、村的五级“庄稼医生”体系。当
前，“庄稼医院”数字化采集和处理能力正不
断更新。今年春耕期间，数据平台上线了农
资记账本、农机商城、视频远程问诊等新功
能，并且推出了种粮补贴、保险咨询、贴息贷
款等小程序，让农民享受更多定制服务。

（上接1版）

走进学校的
“花式”洪塘高跷舞

“背靠风，手臂往外走，龙头往
外抛……”3日下午，福州市洪塘中
心小学的操场上，踩着高跷的孩子
们在陈孝斌的指导下，熟练地舞起
彩带龙、抖空竹、转动手绢花，甚至
劈下“一字马”，成为校园里一道亮
丽的风景。

仓山区建新镇洪塘村是我市著
名的“民间文化艺术（高跷）之乡”，
这里的高跷舞历经400多年的发展
与积淀，于 2019年 2月被列入福建
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陈孝斌是洪塘高跷舞的第三
代传承人。1999年从父亲手中接
过村里的高跷队后，他除了教本村
人，还教琅岐、福清等地的爱好者
踩高跷，甚至前往欧洲参加文化交
流活动，提升洪塘高跷舞的知名
度。2011年，顺应将地方特色融入
小学教育的号召，他把洪塘高跷舞
技艺带进校园，每周三下午坚持给

洪塘中心小学感兴趣的孩子开展
高跷舞专业指导训练，并融入其他
传统表演形式，为洪塘高跷舞的传
承和发展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

“洪塘高跷由闽剧发展而来，
加强保护与传承，创新是关键，必
须适当融入时代元素，增加可看
性。”在洪塘中心小学的操场上，陈
孝斌一边指导孩子一边介绍，这些
年，他在过去仅是踩着高跷踏步或
移动的基础上，不仅自创了倒立、
前手翻、十字交叉步、肩上站人等
高难度动作，还陆续将足球、篮球、
呼啦圈、彩带龙、抖空竹、手绢花以
及舞蹈等元素融入踩高跷，让学生
们对洪塘高跷舞更感兴趣。

坚持非遗进校园，10多年来，
陈孝斌培养的300多名洪塘高跷舞

“种子”选手从洪塘中心小学走出，
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洪塘中心小
学的“洪塘高跷”非遗传承基地校
品牌也越来越响亮。

受亲人的影响，陈孝斌的两个
女儿也十分喜欢高跷，经常和父亲
一起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作为非
遗传承人，我有责任将洪塘高跷舞
发扬光大。我会不断融入新元素，
让洪塘高跷舞这一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被更多人了解并热爱。”
陈孝斌说。

筷子厂里的
福州漆箸非遗课堂

5日下午，位于仓山区盖山镇
的福州仓山天天筷子厂迎来山东工
艺美术学院漆艺专业 20多名大三
学生参观学习，筷子厂负责人张国
天向大学生们介绍了福州传统漆箸
工艺、制作机器、市场发展情况。

这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第二
次组织学生来福州考察传统漆箸
文化。“福州是中国脱胎漆器之都，
也是漆箸的发源地。通过开展传
统漆文化考察，把学校理论教学和

实践培养有机结合起来，更有利于
培养高素质漆艺人才。”带队老师
杨睿说。

福州漆箸，俗称漆皮筷子，融
入了福州脱胎漆器工艺，并吸收日
本相关工艺特点，传承至今已有百
余年历史。2007年 8月，福州漆箸
制作工艺被列入福建省第二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张国天成
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走进天天筷子厂陈列馆可以看
到，2000多双筷子按照材质与年代，
分门别类放置在陈列柜内。“小小的
漆箸，从毛坯到最后成品，需经过20
多道工序，工期达 15天到 1个月不
等。”张国天告诉记者，20世纪90年
代，福州漆箸名扬四海，天天筷子厂
所在的齐安村 200多户人家，家家
生产筷子，“当时的福州漆箸通过绿
皮火车运送到全国各地，甚至远销
至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不过，2000
年后，因为利润微薄、产品替代等原

因，福州大的筷子厂或转型或倒闭，
仅剩下天天筷子厂在坚守”。

因为收入低、工作比较辛苦，
福州漆箸行业也面临着老技术工
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不愿意做的尴
尬。将非遗课堂搬进工厂面向社
会开放，是张国天近年来坚持做的
一件事。天天筷子厂员工、漆箸工
匠林芬的微信，添加了不少研学联
系人。“都是慕名找上门的，从小学
到大学都有，既有本地的，也有外
地的。”林芬说，最多的一年开展了
50多场非遗课堂，“大家过来听张
老师讲述福州漆箸文化和工匠精
神，体验福州漆箸手工制作乐趣，
非常开心”。

“世界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
漆箸的传承在福州。我一直有一
个心愿，就是在福州建立一座‘中
国筷子文化博物馆’，向世界展示
中国筷子文化的辉煌，让福州漆箸
文化代代相传。”张国天说，相信通
过自己的坚守，以及与专业院校的
合作等方式，福州漆箸文化一定会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要活下去 也要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