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20日，
晋安区两岸社工“晋榜题名 京师
点题”交流会暨社工考试考前辅
导班开班仪式在两岸社区交流中
心举办，两岸考生50余人参加。

活动现场，江夏学院讲师苏
海贵为两岸考生授课，涵盖备考
策略、高频考点串讲、案例分析等
课程内容，旨在帮助考生全面掌
握考试内容、提高通过率。

“来到福州后，我常常参加社
区志愿服务活动，并加入了桂溪
社区台胞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
队，与当地居民交流经验，携手共
创美好生活。”居住在台胞公寓的
许真真报名了此次的社工考试，
希望获得职业证书，以便参与更
多社会服务工作。

在台胞公寓，和许真真一样的
台胞还有不少，他们深度参与社区
治理，开展环境绿化、创业辅导等
服务，成为邻里之间的好帮手。

“社工考试对于提升社会服
务质量和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具有
重要意义。”晋安区台港澳办主任
刘昌盛表示，随着两岸基层交流
的深入推进，社工人才在两岸社
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
期待更多台湾青年社工来福建创
业就业，积极参与基层社会事务。

晋安区民政局林丽锋主任表
示，希望通过发动两岸同胞报考
社会工作师的方式，引导两岸社
工共同参与到社会服务和社区治
理实践中，推动两岸社工事业创
新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我和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19日，随着一首《我和我的祖国》
响起，2024年台江区榕台音乐节
拉开帷幕。

这场音乐节以赛促交流，参赛
选手共有11名，其中5名来自宝岛
台湾，6名来自大陆，他们通过歌曲
比赛和曲艺表演，展现了各自的
才艺和闽台文化融合的魅力。

在现场，观众们被一首首动
人的歌曲打动。无论是《上春山》
的清新自然，还是《中国人》的豪
情壮志，抑或是闽南语经典曲目
《浪子的心情》的细腻情感，都让
人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比赛
间隙，台江区福榕评话艺术中心

团长张彬官的伬唱表演让人们领
略了福州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产生了
一等奖 2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6名。在赛后感言环节，一位来
自台湾的评委深情说道：“通过音
乐，我们感受到了两岸同胞之间
的深厚情谊和共同的文化根脉。
我们将继续携手前行，共同推动
两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华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活动由台江区委统战部、台
江区委台港澳办、台江区总工会、
台江区工商联、台江区民政局、福
州市台协会共同指导，鳌峰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工会联合会主
办，台江区鳌峰金融街商会承办。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20日，
第四届“第一家园”闽台职工运动
交流赛在闽江学院开幕。

比赛共设慢投垒球、三人制
篮球、羽毛球等三个比赛项目，吸
引来自福建及台湾的22支职工球
队、230余名职工参赛，其中台胞
职工有120余名。

闽台职工运动交流赛始于
2021年，多年来参与人数逐年增
长，规模不断扩大，得到两岸职工
朋友的积极参与和点赞，逐步发
展为两岸职工增进友谊、促进融
合发展的重要平台，成为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在职工群众中的生
动实践。

致公党福建省委直属省体育
局支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
动旨在充分发挥工会团结联系职
工群众作用和致公党侨海资源优
势，邀请台湾岛内职工队伍、在闽

台胞职工队伍与福建职工队伍切
磋交流，为在闽工作的台湾同胞
提供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选择，
促进闽台职工在工作上有交流、
生活上有交集、情谊上有交融。

此次交流赛由闽江学院、福
州市总工会、致公党福建省委直
属省体育局支部、福州市体育局
协办，福建省棒垒球协会、福州市
棒垒球协会承办。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 通讯
员 仓萱）19日，“两岸童谣之旅”
福州市洪塘中心小学驿站揭牌，
该校成为“两岸童谣之旅”设立的
第十四个驿站，打造成两岸儿童
交流平台。

民间童谣作为闽台文化纽
带，是两岸同根同源的重要见
证。由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
进会发起的“两岸童谣之旅”活动
于去年 9月启动，计划设立 99个
驿站，通过形式多样的两岸童谣
文化活动，为两岸儿童提供更多
机会和平台，进一步促进两岸童
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仓山洪塘地区童谣《月光光》
源自 1300年前唐代民谣，是当地
一张文化名片，被列入福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福州最古老
的童谣，朗朗上口，生动感人。

“驿站将以童谣为纽带，搭
建两岸青少年之间的桥梁，丰富
交流活动，加深情感认同，促进
中华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洪塘
中心小学校长刘昌郴说，优秀传
统文化是人生成长过程中不可
或缺的精神财富，学校将以驿站
为平台，努力培养两岸青少年的
友谊，增强“两岸一家亲”的家国
情怀。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
洪塘”“天黑黑要落雨，阿公仔举
锄要掘芋”……活动现场，两岸小
朋友同台展示童谣，两名在榕读
书的台湾小学生带来诗朗诵节目
《我是中国娃》。孩子们还用闽南

语和福州话吟唱了闽南童谣《天
黑黑》、福州童谣《三月三 青麦
蒜》等。

仓山区政协向“两岸童谣之
旅”洪塘中心小学驿站赠送《榕城
乡音》书籍，表达对两岸同胞友好
往来的真挚情感和美好祝福。

本次活动由福州海峡两岸和
平统一促进会指导，仓山区委台
港澳办、仓山区教育局、仓山区政
协文史委、福州市洪塘中心小学
联合主办。下一步，仓山区将通
过童谣的传承与分享活动，帮助
孩子们更好地感受两岸童谣魅
力，了解两岸风俗人情，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架起两岸青少年交流
的友谊桥，为闽台童谣的传承和
发展贡献力量。

“两岸童谣之旅”活动平台扩容

第十四个驿站设在洪塘中心小学
台胞参与社工考试
积极融入社区治理

第四届“第一家园”
闽台职工运动交流赛开幕

闽台职工在交流赛上竞技闽台职工在交流赛上竞技。（。（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2024年台江区榕台音乐节举办

两岸同胞以赛促交流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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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孙漫）“加油，加
油……”“哇，我们村的队伍，我要
好好拍一下！”昨日上午，旗山湖公
园内，一场精彩竞速赛成为当天场
内的“人气王”。记者从福州水务
集团获悉，作为 2024年度“百里水
上福道 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
赛的第三站比赛，“旗开得胜”龙舟
竞速赛吸引16支龙舟队伍参与，上
演了一场碧波争锋赛事。

“旗山湖是我市最大的绿色生
态景观湖，和前两站比赛不同，这
里具有水域宽阔的独特条件，赛道
长度由此前的 200 米增至 300 米，
赛事竞技性和观赏性大幅提升。”
福州水务文旅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在率先举行的“16进8”预赛环
节，16 支龙舟队分为 4 组展开竞
速。湖面上龙舟飞驰，浪花飞溅，
选手们配合默契，奋力划桨，展现
速度与激情。

经过半决赛、小决赛两轮对
决，连江敖江兄弟龙舟俱乐部、福
州长乐汇泉龙舟队、福建云厨龙舟
队、洪门正南堂仓山龙舟队等 4支
队伍进入决赛。

瞄准冠军目标，各队都拿出了
看家本领，有的凭借出色的速度一
路领跑，有的用上巧妙的战术后来

居上。伴着岸边此起彼伏的加油
声，冠军争夺战可谓悬念迭起，“水
上飞驰”之中，每一次赶超都让人
心跳加速。

最终，连江敖江兄弟龙舟俱乐

部胜出，以1分3秒的优异成绩获得
本站巡回赛冠军，赢得5000元奖金。

“这里水域宽广，划起来更有
劲！”福州大学龙舟队是此次巡回
赛的新生力量。龙舟队队长施宇

杰在比赛后兴奋地说，虽然没进决
赛，但一场场比赛的积累以及对下
一场比赛的期待，都让队员们收获
满满。福州划龙舟氛围很好，他们
会积累更多经验，希望在今后比赛

中发挥更好水平。
福州大学龙舟协会会长龚周

阳说，虽然队员们只磨合训练了一
个半月，但仍有很大进步，“多训练
节奏，下一场一定会更棒”。

此外，本站巡回赛还带来了内
河风光盛宴和龙舟文化盛宴。在
旗山湖沿岸，10公里环湖步道、“网
红桥”家显桥、福州传统古民居等
景观都成为市民游客喜爱的“打卡
点”。

湖畔，文化意味浓厚的龙舟集
市与生动活泼的龙舟课堂研学收获
很高人气，龙舟模型拼装区、非遗展
示区、美食与手作摊位人流如织，研
学活动则以制作迷你柳叶桨、拼装
龙舟模型等形式，为学生们打造极
具龙舟趣味的“第二课堂”。

据悉，通过本站赛事，“百里水
上福道 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
赛首次走出鼓楼、台江、仓山、晋安
四城区，扩展至福州更宽阔水域，
充分展现我市推动全域治水、河湖
生态持续改善的丰硕成果。

接下来，本年度龙舟巡回赛计
划在马尾区、长乐区等区县落地，
进一步挖掘内河文旅资源，打响

“福舟悠游”内河文旅品牌，让更多
人领略有福之州的内河风光。

各龙舟队在旗山湖一争高下各龙舟队在旗山湖一争高下。。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暖摄陈暖摄

龙舟竞渡旗山湖
赛道长度增加100米，16支队伍碧波争锋

本报讯（记者 孙漫）记者19日
从福州水务集团获悉，作为我市加
快拓展“福舟悠游”品牌的重要举
措，城区首个动力设施水上运动基
地光明港末端水上运动中心正加
速建设，有望 6月投入运营。端午
节期间，浦下河龙舟主题公园部分
新建筑将揭开面纱，为龙舟赛事添
彩。

“结合光明港乐游山水精品航
线定位，城区首个动力设施水上运
动基地即将亮相。”福州水务文旅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这个基地将集
结尾波冲浪、摩托艇、水上卡丁车、
水上飞人、水上闯关等多种水上运
动业态，目前已完成码头及 1座配

套管理房的建设，4艘摩托艇也已
就位，“希望6月份能以最好的状态
投入运营，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共
享空间，同时实现水岸联动产品的
升级。”

为进一步发展福州内河文旅
产业，光明港末端开展“上新”行
动，配套服务建筑项目主要建设 6
栋双层建筑，总建筑面积 3773平方
米，计划明年底前基本完工，为市
民的“乐水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说起浦下河龙舟池，不少市民
耳熟能详，因为这里是端午期间举
办大型龙舟赛事的宝地。聚焦拓
展“福舟悠游”品牌，6 月初，集运
动、竞技、旅游、培训、研学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浦下河龙舟公园将完
成一期施工，惊艳亮相。

据介绍，龙舟主题公园项目将
打造城市新地标和全国龙舟文化
新名片，分为两期建设，重点在浦
下河畔打造观赛台及 3 座配套建
筑，建筑总面积 1880平方米，二期
为配套商业设施。

“按照一期建设目标，需要建
起一座占地约430平方米的两层配
套用房，同时提升改造主看台。”上
述负责人说，目前，配套建筑及观
赛台的桩基及基础施工已经完成，
配套建筑钢结构拼装逐步展开。
按计划，其余两座配套建筑的施
工，预计国庆前完成。

闽江流域新增17万尾鱼苗
科学放生护生研讨会在榕举行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4月 22日是第 55
个“世界地球日”。昨日，我省第三届海峡科
学放生护生研讨会在榕举行，约150人与会，
探讨如何有效地科学放生护生、预防外来物
种入侵以及保护本地生态系统。

活动当天，参与人员向闽江流域增殖放
流草鱼、鳙鱼、鲢鱼等鱼苗约17万尾。

放生时为何要用本地物种？福建师范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友玲说，本地野生动
物的基因，经过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演化，已
经很稳定了。若用域外物种放生，可能造成
本地物种基因污染，甚至导致本地物种消亡，
破坏生态稳定性。

如何依法依规、科学合理放生？福建省
水产学会常务理事黄健介绍，人工增殖放流
时，放流地点、时间、苗种以及相关操作很重
要，应该按照安全、来源、效益等原则放生，禁
止放生外来、改良物种。

城区首个动力设施水上运动基地加速建设

6月，去光明港开摩托艇玩冲浪

光明港末端配套服务建筑效果图。（福州水务文旅公司供图）

申请公租房
可选这40个小区
我市公布房源情况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福州市国有房产
中心日前公布了4月份公共租赁住房房源分
配情况。

本次公布的公租房，涉及 40个小区，分
别为：春风苑三区、春风苑一区、东山丽园、东
山新苑二期二区、东山新苑二期一区、东山新
苑一期三区、东山新苑一期四区、福湾（台屿）
小区、福湾新城冬阳苑、福湾新城秋月苑、盖
山新苑、鼓山新区、恒宇国际公园、金城福园、
金凤新苑、金山翠榕苑、桔园洲、联建新苑、胪
雷新城、螺洲新城、名桂佳园、浦口新城、浦上
二期、浦上一期、杉林悦榕公馆、盛世新城、狮
峰新苑、双湖新城、台江工业园、天城花园、万
科上海新苑、西园丽景、西园雅居、西庄小区、
先农新城、香开新城、阳光环站新城、阳光天
御城、远东丽景、中茵上城美域。上述小区总
计房源32375套。

目前，可在福州市中心城区申请公共租
赁住房的保障群体包括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申请对
象需具有本市中心城区居民户籍，在本市城
区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15 平方米以下
（含）；或者在本市中心城区稳定就业且在本
市中心城区累计缴交养老等社会保险满 3
年，取得中心城区居住证，本人及其家庭成员
在本市中心城区无自有住房。

申请人可前往现居住地区级行政服务中
心设立在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的政务
（便民）分中心窗口提出申请，或通过“公租
房”APP提出申请。

福州2023年棚改和公租房
固化项目共计20个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近日，福建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固化2023年棚改和
公租房项目清单的通知》。

根据要求，各地积极推进2023年棚改和
公租房项目建设，并结合实施进展情况，对部
分项目进行了调整。截至2023年底，全省开
工棚改和公租房项目 106 个、6.1 万套。其
中，福州占 20个，总建设规模 15838套，建设
面积约151.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34.8亿元，
均不属于货币化安置项目。

福州20个项目分别为：
仓山区：仓山区城市更新项目（一期）安

置房B区、仓山区城市更新项目（一期）安置
房C区、仓山区城市更新项目（一期）安置房
A区6#、7#、10#、23#、26#楼；

晋安区：东峦郡（1-3#、5-8#楼）（2022-
47地块）；

长乐区：西关安置房、首占镇上洋片区安
置房一期（地块一、地块二）、福翔小区（临空
经济区湖滨片区棚户区改造一期）、东卓名郡
（临空经济区湖滨片区棚户区改造二期）；

福清市：江阴环保隔离带安置区A区北
侧安置地块、御园西侧安置地块（政府储备地
2022-032号）、锦祥华庭（政府储备地 2023-
004 号）、锦融华庭（政府储备地 2023-005
号）、锦颐华庭（政府储备地2021-015号）、融
盈公馆（政府储备地2022-036号）；

闽侯县：旗下片区安置房、徐家村安置
房、光明佳苑；

闽清县：榕院片区政造（旧气象局附近）；
高新区：马排安置房二期、新马花园安置

房一期。

超“香”市集
点燃对阅读的热望
（上接1版）

近年来，鼓楼区贯通 100个五级公共阅
读阵地，开设 52 条走学式阅读路线，打造

“‘悦’读越幸福”新时代城区共享阅读新模
式，获评福建省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同时，常
态化开展世界读书日、全民读书月、书香“八
进”等活动，让书香无处不在。

从阅读到“悦”读，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鼓楼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将深入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4·23”世界读书日为契
机，线上组织辖区单位、书店通过“家在鼓楼”
等平台，推出书香福礼、最惠购书节、好书推
荐等系列阅读活动；线下组织“闽都文化名家
讲”鳌峰社科讲堂、“东街书院文化讲坛”等主
题沙龙，打响“有福之州·书香鼓楼”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