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林瑞琪 美编:熊宏娇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综合

本报社址：福州市鼓楼区小柳路85号 邮政编码：350025 总编室：83762585 编发中心传真：83762670 采集中心：83751111 83762593（传真） 专副刊中心：83762332 广告热线：83721111 83721974 （传真）

订报热线：968800 发行：福州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福州市五城区自办发行、其余区域邮发，邮发代号33-7 年定价496元、零售每份2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2005017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87275327

印刷：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151号本公司承印各类印刷及配套业务。总机服务：83350701 83336672 所刊作品，未经本报（网、刊）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法律顾问：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戏台上，传统民乐精彩演绎；
院子里，市民游客沉醉其中……
20日，位于仓山区烟台山的安澜
会馆再次迎来人流高峰。

自去年 6 月 6 日全面开馆并
免费面向公众开放以来，安澜会
馆成为烟台山网红打卡点之一。

“节假日日参观人数约 2万人，最
高峰时可达到4万人，得益于修缮
后的免费开放，安澜会馆被越来
越多人知晓，实现了从‘活起来’
到火起来的转变。”福建省浙江商
会会长董加余说。

兼具闽浙特色
为省会各会馆之冠
明清时期，福州商贾云集，各

地在闽商帮纷纷建立会馆，鼎盛
时期，福州的会馆达到60多个，成
为独特的人文景观。

位于仓前路与解放大桥交叉
路口的安澜会馆久负盛名。该会
馆由慈溪人水声远、海宁人冯琅
函倡导集资建造，又名“浙江会
馆”“上北馆”，清乾隆四十年
（1775）动工兴建，1778 年 6 月落
成。原建筑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
米。

20日，记者探访看到，会馆建
筑坐南朝北，十分宏大，包括戏
台、天井、大殿、耳房、后楼等。“会
馆融合了福州古厝马鞍墙和浙江
古厝马头墙两种地方风格，汇集
了清朝闽浙能工巧匠的智慧，被
称为省会各会馆之冠。一进正殿
单层挑高 15米，为福州之最。”董
加余介绍。

“‘安澜’，有风平浪静，海不
扬波之意，是对在闽浙商平安往
返、生意兴旺的祈愿。”董加余说，
福建与浙江山水相连，文化相融，
古时浙江省所需木材大半通过海

运取自福建，中洲岛及闽江两岸
的台江、仓前山成为木材输出枢
纽，浙江木商在此云集，为寄托乡
思、联络乡谊，浙商开始在福州建
立会馆。

“当时在福州众多的会馆
中，浙江省的最多，有 6 个，分布
在鼓楼、台江、仓山等地，说明浙
江与福州商贸往来关系密切。”
董加余说，作为闽江畔的“古建
筑明珠”，安澜会馆见证了 240
多年来闽浙两省的商贸往来，弥
足珍贵。1992年，安澜会馆被列
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升格为第七批福建省级文保
单位。

重获“新生”
在闽浙商集资近千万修缮

在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安
澜会馆饱经沧桑。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安澜会馆改作他用。
1990年，安澜会馆作为“仓山区文
化馆”，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好
去处。但此后，因年久失修，会馆
破损严重，一度被列为危房。

2015 年，我市对安澜会馆实
施新一轮的保护性修复。经常经
过安澜会馆的董加余开始关注并
深入了解这座建筑，萌生了将安
澜会馆恢复为浙江商会的想法。

在他看来，古往今来，无数浙

商在福建落地生根，如今在闽浙
商更是多达65万多人，企业3.8万
多家，个体工商户 5.1万多家。其
中，福州的化工、电力设备等产业
活跃着浙商的身影。“让浙江商会
重回安澜会馆，意义重大。”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2020年5
月，福州市政府决定，由福建省浙江
商会和福州古厝集团合作，将安澜
会馆打造成为闽浙商业交流平台。

2021 年，安澜会馆的修缮工
作拉开帷幕。经过两年多的修缮
布展，安澜会馆恢复原貌，重新开
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由福建省浙
江商会管理运营。

“得知会馆修缮的消息后，在

闽浙商一呼百应，出资捐物，先后
集资近 1000万元。”董加余说，安
澜会馆的“新生”还得到了福州市
委、市政府，省市各级领导、浙江
籍老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
支持，让他十分感动。

好戏连台
推广两地优秀传统文化

如今的安澜会馆，一进为文
化展示区域，通过闽浙渊源、商旅
史记、会馆春秋、建筑文化、千年
商脉、浙人在兹和风云浙商等七
大板块，深刻挖掘了闽浙两省的
地域联系、文化互鉴、商贸交往、
会馆故事等历史背景，对新时代
风云浙商的事迹进行了特色展
示；二进为八闽浙商政治生活馆。

会馆里有福州现存最大的古
戏台，除了日常的传统民乐演绎
外，这里还是“文旅融合 非遗进
景区”福建芳华越剧院的驻点演
出场地，不定期开展精彩的越剧
折子戏专场演出。

“所有演出全部免费向公众
开放，其中越剧演出方面，商会每
年计划投入 10多万元，助力文旅
融合、非遗进景区文化事业。”董
加余介绍，商会还计划在会馆里
推出“闽浙非遗+老字号”展示，推
广两地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已经
跟惠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达成
合作意向，将在会馆里集中展示
惠安石雕和惠安女服饰。”

据介绍，会馆内还设有多功
能会议区域、行政办公区域等，致
力打造弘扬闽浙两地商贸文化的
平台、展示浙江地域文化的博物
馆、传承浙商精神乃至中国儒商
精神的教育基地，成为服务在闽
浙商的“聚合平台、亲切家园、精
神地标”。

乌石山下，白墙青瓦，鼓楼区
道山路第一山弄 7号的邓拓故居
大门敞开。近日，记者走进邓拓
故居，感受这位当代中国杰出的
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和
诗人波澜壮阔的一生。

邓拓原名邓子健，是中国报业
的先驱，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
编辑。在《人民日报》和《前线》杂
志工作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社论，
并著有《中国救荒史》《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论中国历史的几个
问题》等。他的一生，将满腔热血
献给革命、献给党的新闻事业。

邓拓故居又名“第一山房”，
是他出生及少年时成长的地方，
占地面积 1015平方米，建筑面积
396.4平方米，主楼是一座双层木
结构楼房，为清末民国初年福州
旧民居风格建筑，1996年成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步入院内，条
石铺地，石壁上挂着 1993年诗人
邵燕祥为邓拓所题文字：“毕生为
了人民，始终坚持真理……”院中

房屋坐北朝南，三间排双层木构
建筑，中间为厅，左右为厢房，隐
在闹市中，格外幽静。

“1912年 2月 26日，邓拓出生
在左厢房中，时值清晨时分旭日
初升，父亲给儿子取名‘旭初’，进
学堂之后改名‘子健’。‘邓拓’这
个名字是他到了晋察冀边区后才

改的。”邓拓故居馆长陈风雨介
绍，邓拓的童年生活清苦，一家人
全靠父亲在私塾教书的微薄收入
维持生计。邓拓儿时，父亲对孩
子的管教很严，规定他们黎明即
起，晨课是背诵古诗文，练习写大
字。故居院中有一个“墨池”，据
说当年邓拓写大字时，常用一支

自己捆扎的“扫帚笔”从池中蘸着
清水在地上反复练习。

1991年3月，邓拓故居公布为
鼓楼区文物保护单位，同年 10月
被福州市政府定为“名人故居”。

“福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保护
这幢历史文化遗迹。”陈风雨介
绍，20世纪90年代初，由政府出资
从当时房屋的产权人手里购回了
邓拓故居，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
续，将故居产权收归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管理使用，批准作为邓拓
纪念馆。1992年，对故居进行了
修复和陈列，1994年对外开放，之
后经历了几次翻修。

如今的故居尽量维持了邓拓
居住时的原貌。纪念馆陈列精要
地展示了邓拓生平重要的事迹与
贡献，邓拓生平展以邓拓人生经历
为脉络，分为“青少年时期的邓拓”

“烽火十年”“新闻践行者”“追思记
忆，英灵永存”四部分，馆内展出大
量的珍贵照片、著作等史料。

据了解，自1992年起，邓拓故

居先后被福州市政府列为福州市
挂牌保护单位、福州市青少年德
育教育基地、福建省文物保护单
位、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
年游客接待量达 2万余人次。作
为福州红色革命地标之一，不少
中小学生、大学生、党员干部等来
到这里接受爱国主题教育、党史
教育等，了解革命先辈英雄事迹，
在红色教育的浸透中，牢记使命
担当，延续红色精神。

“邓拓先生有文气，还有骨
气，这是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外
地游客林女士说，走访邓拓故居，
让她对福州这座城市有了全新的
认识。

“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有
太多像邓先生一样的人，为了革
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青春之心，令人敬仰，绝笔之信，读
来感慨”“《燕山夜话》徐道来，大浪
淘沙始见诚”……随手翻阅厅堂墙
壁上挂着的游客留言簿，其中写满
对邓拓的缅怀、哀思与敬仰。

梅溪休闲栈道建设加速
建成后将贯通闽清新城与老城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记者近日获悉，
闽清县梅溪休闲栈道建设加快推进。栈道
将贯通梅城与梅溪休闲空间，为市民提供全
新的休闲娱乐好去处。

据介绍，栈道总长 1.3千米，从赖下桥一
直延伸至溪口大桥，与江滨生态公园衔接，
既是贯通梅城和梅溪休闲空间的关键部分，
也是闽清礼乐绿道的重要部分。栈道步道
宽 3.5米，总投资约 8300万元，包含 7个入口
节点与2座驿站。

施工现场，工人和机械忙碌不停，靠近
溪口大桥的方向，已竖起了一排浇筑完成的
桥墩。现场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施工便
道已施工完成，桩基工程完成 85%，承台、墩
身完成50%，正进行箱梁模板铺装，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35%，预计可于2025年完工。

据悉，闽清现已有台山步道、溪滨步道、
城北森林公园步道、梅城森林公园登山道、江
滨休闲公园步道等多条步道，但新城老城的
溪滨步道暂未合拢，未能完全形成体系。项
目完成后，将完全贯通新城和老城的休闲步
道，满足闽清市民的运动健身与休闲需求。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依妹喜欢什么
样的依弟？”“我喜欢性格好，对我好的……”
20 日，闽越水镇举办单身青年免费入园活
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单身男女参与

“喜娘说媒”活动，开启寻爱之旅。现场，有
三对情侣成功牵手。

喜娘是闽都传统婚俗，“喜娘习俗”非遗
传承人陈夏玉、陈秀珍、陈香兰三姐妹在闽
侯当地颇有名气。活动现场，在陈氏三姐妹
的带动下，无数游客驻足观看，单身的年轻
男女们也踊跃上台，讲述自己的择偶观，期
望在此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第一对成功牵手的情侣可谓“南北结
合”，男方是来自辽宁的小伙，阳光帅气；女
方是福建妹子，温婉可人。两人在喜娘的巧
妙安排下相识，经过短暂的交流，成为当天
第一对牵手成功的情侣。

据悉，闽越水镇将在4月20日至5月5日
期间的每个周末和“五一”假期，由陈氏三姐
妹领衔金牌喜娘团队在青红擂台现场说媒，
为单身青年们牵线搭桥。

闽越水镇“喜娘说媒”
吸引数千名单身青年参与

喜娘在闽越水镇现场说媒喜娘在闽越水镇现场说媒。（。（闽越水镇供图闽越水镇供图））

三江口片区
下半年将新添一所小学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 通讯员 柳逢德
曾宇星）近日，由福州新区集团权属三江口
公司负责建设的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
学三江口校区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三江口校
区位于仓山区岐阳三路西侧、南江滨路以
西，三江口公司新投·云澜境（CD地块）项目
内，占地 1922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9297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4100平方米，建
设小学建筑、配套及设备用房等；地下建筑
面积5197平方米，建设教工餐厅、停车位、设
备用房及厨房等。

“接下来，我们将稳步推进学校砌体结
构施工、室内装修施工和室外绿化景观施工
等环节，计划 8月底前达到交付使用条件。”
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修葺一新好戏连台 八方游客络绎不绝

安澜会馆重放异彩
本报记者 王玉萍

会馆内，不少市民游客正在参观拍摄。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邓拓故居邓拓故居。。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赖志昌摄赖志昌摄

（上接1版）
近年来，电动船舶凭借有效减少

排放和噪声污染的特点，成为船舶行
业前沿发展的新赛道之一。而放眼
福州，电动船舶领域的技术革新不断
涌现，“福州样本”加快形成。

船舶制造是人力密集、技术密
集、资金密集型产业。面对世界航运
市场的深刻变化，“智造”成为福州船
舶工业转型升级的法宝。

在福建华东船厂有限公司，船东
一下订单就进入了船厂数字化平台
的管理菜单，船舶何时进港维修保
养、空余船坞怎样科学调配、船舶维
修情况如何等内容在平台上一目了
然。华东船厂常务副总经理陈坚耀
说，企业不断转型，推动船舶修理从

“制造”向“智造”转变，开发更多应用
场景模式，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攀
升。

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通过数字
化管理手段提升企业传统动能是必
由之路。福建船政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进造船一体化管控平
台建设，一期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二
期项目紧锣密鼓开展建设，实现企业
核心业务设计、计划、质量、物资、成
本的一体化运营管理，积极引进船体

小组立焊接生产线、自由边打磨工作
站、20千瓦数控激光切割机等设备，
构建数智化赋能业务新格局。

强链补链
巨轮加速破浪前行

经略海洋，装备先行。在古代，
福州因海而兴，首重发展造船业，同
时又因造船业发达，扩大了海外交流
与海外贸易，两者相互促进，成就了
福州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的中
心与枢纽地位。

新时期，船舶制造是国家工业实
力的重要象征。来自中国船舶工业
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造一艘船，用
到的零部件多则超过2000万个，少则
也有上万个，由于供应链长、产业关
联度高等特性，还能带动特种钢材、
高端黏合剂、新型通信导航等新材料
和新技术行业加快成长。

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船企坦
言，未来的市场竞争，不再是一家企
业的单打独斗，而是全产业链、企业
集群的比拼。然而，与江苏、山东等

沿海省份相比，福州的船舶配套产业
尚未形成较完整的供应体系，多数零
部件需从外地采购，造船成本高企也
是行业痛点。福州造船业这艘巨轮
如何继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对此，福州将现代海洋工程装备
产业列入全市 16条重点产业链。在
这条产业链中，船舶制造无疑是“重
头戏”。市工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将充分利用连江粗芦岛产业基
础和区位优势，不断强链补链延链，
加快形成以马尾造船厂、东南造船
厂、华东船厂等企业为龙头的产业聚
集地。到2025年，粗芦岛将打造成东
南沿海重要的船舶修造基地。

为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福州持
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丰富产业链发
展图谱。以 2023年 10月举行的福建
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
为例，我市上台集中签约项目 14个，
总投资 577.91亿元。截至目前，赛思
亿电动船舶项目、亚通新材料海洋装
备产业园项目、海洋科创综合体项
目、盛丰高新智慧科技产业园项目、

思嘉水上气密性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福建水下无人装备产业基地及工程
研究中心项目等 8 个项目已开工动
建。

眼下，位于连江的中船赛思亿
（无锡）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分公
司，其场地建设正在施工，今年6月将
投产。“我们将致力于研发、生产、制
造新能源船舶电力推进系统。”赛思
亿福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程昱说，目
前意向订单达到 1.5亿元，预计年产
值超过7000万元。

“电动船舶的发展需要构建良好
的产业发展链和生态圈。”程昱说。
赛思亿是我国船舶电力推进系统的
领军企业，也是落地福建的首家电动
船舶产业制造型企业，已为 112艘新
能源船舶提供配套。

造船业是现代工业的集大成者，
对材料、供应链和装配技术有着极高
要求，马尾造船厂在核心部件和材料
国产化的同时，也在积极打造全球供
应链。“随着造船种类的增加和产品
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我们从国外采

购零部件的种类不断增多，这些新品
的商编归类给我们带来不少难题，多
亏马尾海关上门开展归类指导，手把
手教我们用好自贸协定惠企政策，为
我们提供专业的通关指导。”马尾造
船厂关务负责人兰英说。

针对船舶制造业进口零配件种
类繁多的特点，福州海关成立关务服

务团队，提供线上实时归类答疑、归
类预裁定等利企服务，指导企业提供
国外供应商的原产地自主声明办理
通关手续，第一时间享受RCEP关税
减让。同时，福州海关还顺应福建造
船业集团化发展趋势，支持船舶制造
企业应用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
式，实现保税料件在集团内企业间快
速流转使用，有效盘活生产要素。

从传统走向绿色，从制造迈向智
造，从福州驶向全球……我市船舶制
造业正打开广阔的发展天地。

福州造船业驶出“新航迹”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 颜澜萍
通讯员 福关宣）记者昨日从福州海
关获悉，今年一季度，福建省船舶出
口额达34亿元，同比增长163.9%。

“我们公司今年订单量大，生产
节奏快，有时船东临时变更要求，手
册内船用零部件就会有增减。多亏
海关简化变更手续，我们大部分的单
证都能够‘秒过机’，各环节衔接非常
顺畅。”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关务负责
人徐凌说。

据介绍，福州海关推进船厂内
海关监管场所智能化升级，推广

“抵港直装”模式，提升进口造船物
料、零配件通关效率和工作人员通
行效率；量身定制船舶出口通关和
查验方案，对接作业港口、船舶代
理和报关企业，理顺通关物流各环
节，船供物料审核、出境证单签发
等手续实现到港即办，为福建船舶
和海工装备占领海外市场贡献海关
力量。

相关新闻

一季度出口额比增163.9%

闽船出海实现“开门红”

邓拓故居：百年老厝 红色地标
本报记者 赖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