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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与父辈“拎着皮箱闯大陆”相
比，新一代西进的台青可以多一
些淡定——起码不用为住的地方
发愁了。去年 12月，福州面向台
湾青年开放申请过渡性住房，来
福州求职创业的台湾青年可申请
3个月过渡期免费住宿。

政策发布后，陆续有台青报
名并入住台胞公寓。连日来，记
者采访了入住过渡性住房的台
胞，了解他们的感受以及对未来
的期待。

一个加速来大陆的理由
屋外，天色已暗沉，屋内，台

青吴子瑄仍坐在电脑桌前。不久
前，他在福州找到软件工程师助
理的工作。他将中考体育AI智能
体测项目的最终文件整理好，准
备发给客户。打开微信，将文件
附上，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他的
视线落在对话框里自己的头像
上，那是一张他亲手设计的服装
图片，这让想起他来大陆的那个
决定。

去年 12月，30岁的吴子瑄第
一次离开台湾来到大陆。一路
上，兴奋、焦虑、期待，各种情绪五
味杂陈。但跟父辈相比，他内心
深处又多了一丝淡定，因为在出
发前，他已看好初到福州的落脚
点——台胞公寓过渡性住房。

“我喜欢汉服文化，所以一直
希望能来大陆发展。”吴子瑄去年
从台湾实践大学服装系毕业。在
台湾时，他通过网络了解到福建
出台了不少惠台利民的政策，为
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

真正让吴子瑄下定决心的，
是 福 州 提 供 的 过 渡 性 住 房 政
策。他无意间在网上搜到福州
可以为台青提供最长 3个月的免
费住宿。在微信公众号填报申
请材料后，他便奔向福州，不到
一周就顺利入住台胞公寓过渡
性住房。

“如果没有过渡性住房，我可
能要每天住酒店。”和吴子瑄一
样，免费入住过渡性住房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李骅伦的烦恼。去年
12月底，他因为福建（连江）两岸
数字经济电商产业园来到福州。
他说，产业园里许多台青都是第
一次来大陆参加电商培训，有了
过渡性住房就不用住酒店，省钱
又省心。

早在 2021 年 7 月，福州率先
将在榕就业创业台胞纳入住房保
障体系，在全市推出台胞公租房
1050套，截至目前，已有 5个批次
298 户 467 名台胞入住台胞公租
房。很快，这一模式在各县（市）
区复制推广，闽侯县、马尾区、长
乐区、福清市、福州新区等地也推
出台胞公租房。

两年多来，福州可供台胞选
择的落脚点越来越多。福州如何
进一步吸引更多台胞前来就业创
业？在公租房的基础上进一步降
低门槛，短租房政策应运而生。

面对新的环境和挑战，台青
最担心的就是住宿问题。“3个月
的免费住”不仅传递了善意，也

切中台青来大陆找工作的“痛
点”，帮助他们更快作出来大陆
的决定。

一种群体聚居的归属感
“大爷大妈，早上好。”一大

早，康永明就在社区内看到一对
老夫妻一起使用健身器材锻炼。
他一边打招呼，一边用手机拍下
这个温馨时刻。回家后，他将照
片发到社交平台，并配文“今日最
美画面”。

来到大陆几个月，康永明已
经没有初来乍到的陌生，他的小
红书上都是在福州生活的点点滴
滴，每一个动态都是他对这座城
市逐渐加深的归属感的体现。

像这对老夫妻一样的美好家

庭生活，正是康永明向往的。比
起许多年轻人单枪匹马来大陆闯
荡，46岁的康永明肩上承载着整
个家庭的期盼。他来到大陆的决
定，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
更是为家人寻找更好生活迈出的
关键一步。

康永明曾是台湾新竹市香山
高中的老师，因看好大陆广阔的
体育市场，今年1月毅然辞掉稳定
的工作，来福州寻找机会。“免费
过渡性住房给了我试水的底气。”
康永明说，利用 3个月的时间，他
给两个孩子在仓山区对接好了小
学和初中，并在学校附近租到一
家四口住的房子，确保7月将一家
人接到福州生活后，孩子能顺利

开始新学期。
“我仅用一周就办好了台湾

居民居住证。”康永明说，这不仅
得益于福州高效的办事效率，更
得益于台胞住户的经验分享，“我
一来，马上就有人告诉我要做什
么。”他说，这些都是前辈们在大
陆生活多年积累的宝贵财富，有
了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他很快就
适应了福州的生活节奏，少走了
很多弯路。

每天下午 5 点，台青许智翔
准时来到上杭路，店铺的霓虹灯
随着他打开开关而闪亮起来，“搅
勤 bar”几个字在暮色中显得格外
醒目。他熟练地穿上工作服，擦
拭吧台和酒具，准备开始一天的
营业。

在台湾调了 10年酒，许智翔
一直希望开一家酒馆。在福州生
活多年的台青张祐伟告诉他，在
福州创业很省心，不仅装修、开业
有补贴，遇到问题还有人帮忙协
调解决。于是，他决定来福州发
展。“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我的
店铺很快就开张了。”他说，台胞
公寓的住户经常带朋友来光顾，
靠着好口碑，生意很快有了起色。

“每次离开福州前，我都要来
这里坐一坐。”吧台前，客人林先
生告诉记者，他常去外地出差，每
次出差前都要到许智翔的酒馆喝
上一杯，这次回来后又特地赶来，
感觉这里特别亲切。

打造一个顾客感觉像回家一

样的地方，正是许智翔创业的初
衷。“我给自己10年的时间在福州
创业。”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梦想会越来越近，脚下的这
片土地会成为他和许多顾客心中
的“家”。

在福州，入住过渡性住房的
“新台胞”和公租房的“老台胞”住
在一个社区，相似的就业创业经
历和共同的在榕发展目标，使得
他们更容易在交流中产生共鸣，
形成紧密的社交网络，帮助新来
者更快适应新环境。

一笔着眼长远的融合账
比起留下所有人，台胞公寓

过渡性住房有更大的目标——让
台湾青年消除后顾之忧，有勇气
迈出第一步。他们将从这里走
向更广阔的未来，探索更多的可
能性。

4月底，3个月的免费住宿期
还未结束，台青林柏言就找到满
意的工作，打包好行李，带着好心
情前往下一站。“这个工作机会在
深圳。”林柏言说，福州是他踏足
大陆的第一个落脚点，在这里，他
不仅找到工作，了解到最新的政
策，还结识了很多朋友，这些经验
和资源为他在大陆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林柏言本科就读于台湾中山
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其间曾赴中
国海洋大学交换学习。“在大陆读
书期间，我接触到海洋科学的前
沿知识，希望留在大陆发展。”林
柏言说，去年他通过海峡青年论
坛了解到福州正在建设“海上福
州”，加上福州提供免费住宿，就
决定来福州试试。

虽然前往深圳发展，但他对
福州的感激和好评始终未变。“至
今我还怀念台胞公寓的前辈们给
我煮的牛肉面。”林柏言说，虽然
没能留在福州发展，但是这里很
适合台湾青年，“我已经和他们约
好了，有空常回‘家’看看。”

“现在工作确实不太好找。”
台青高瑞廷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之前因为在江西南昌准备研究
生考试，她申请台胞公寓过渡性
住房后并未入住，现在忙于找工
作，“这个政策挺好的，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我在大陆找工作的焦
虑，我会把这个政策分享给身边
的朋友。”

福州通过过渡性住房等举
措，不仅解决了台青的实际困难，
也树立了良好的城市形象。因
此，台胞公寓过渡性住房不仅是
一笔经济账，更是一笔着眼于长
远和大局的融合账。福州通过这
种方式，不仅为城市未来积蓄了
人气和口碑，也在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近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追授林徽因
建筑学学位证书。这位“福州女
儿”在建筑学上的成就再次成为热
点话题。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
人了解并爱上林徽因，我市有关部
门积极回应市人大代表郑其强建
议，把持续打造林徽因文旅品牌作
为烟台山景区建设的一大亮点，未
来将有更多与林徽因相关的文旅
产品供给市场。

林徽因与烟台山有什么渊源？
郑其强代表在他提交的《关于在烟
台山一带开辟林徽因纪念馆的建
议》中作了阐述。他说，1928年8月

中旬至9月中旬是林徽因一生中唯
一一次回福州省亲，当时她住在仓
山可园。探亲寻根之余，身为建筑
大师的林徽因不忘教书育人，努力
为家乡人民传授先进建筑理念。她
曾为乌石山南麓省立福州师范学校
讲授《建筑与文学》，为仓前山英华
中学（前身为英华书院）演讲《园林
建筑艺术》，还为叔叔林天民设计东
街文艺剧场（今址为福州聚春园），
成为当时的著名景点。“建议在仓前
山英华中学即现在的福高附近开辟
林徽因纪念馆，全面展示林徽因各
方面尤其是建筑学及文学上的成
就。”郑其强说。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近年
来该局结合烟台山文旅资源开发，
不断加大林徽因文旅品牌打造和
宣传力度。在新春文化旅游月，邀
请福州外国语学校学生朗诵林徽
因的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进一步聚集人气，并通过志愿讲
解、公益研学等形式，传播包括林
徽因在内的福州文化品牌，打造烟
台山特色文旅 IP。市文旅局还指
导烟台山管委会推出仓山可园、蝶
园等名人故居精品旅游观光路线，
鼓励推出林徽因系列文创产品。
在微信上线16组林徽因表情，截至
4月中旬被下载使用40.3万次。各

媒体也积极展示烟台山林徽因文
化，去年有网红推出《来福州 邂逅
最美人间四月天》短视频，结合林
徽因的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讲述有福之州的故事，播放量达
218.8万。

记者还从市文物局了解到，目
前我市与林徽因有关的文物建筑
和展示利用有两处，一处是位于仓
山区康山里 5号的可园，2013年被
公布为仓山区不可移动文物登记
点；另一处是位于鼓楼区三坊七巷
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林觉民·
冰心故居，林徽因曾在此居住。可
园已移交福州古厝集团管理，修缮

方案已经区文物部门审批通过，未
来将活化利用，并向公众开放。对
于代表提出的在烟台山一带开辟
林徽因纪念馆的建议，目前暂不具
备筹建条件。未来市、区文物部门
将进一步搜集整理林徽因相关史
料，对可园建筑和文化遗存进行全
面梳理，适时推进提档升级，如符
合布展条件，将适时推动在可园布
展并对外开放。

我市持续打造林徽因文旅品牌
仓山可园修缮方案获批，将活化利用

台湾青年在位于保利香槟国际小区的台胞公寓里参观台湾青年在位于保利香槟国际小区的台胞公寓里参观（（资料图片资料图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本报讯（记者 孙漫）端午节
临近，龙舟又成为福州内河沿线
的“主角”。昨日，“百里水上福
道 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赛第
四站在浦下河开桨，16 支劲旅冒
雨展开激战。

河面，一条条龙舟昂首向前，
队员们劈波斩浪，激情的鼓声、整
齐的号声交织，演绎出精彩的水上
大比拼。

岸边，观赛的市民不在少数，
加油声、呼喊声此起彼伏，“哇，好
多龙舟，爸爸快拍照”“划得可真
快”。

“儿童节来看龙舟赛，是个特
别的体验。”市民刘燚说，他特意带

孩子来看龙舟赛，“希望孩子能从
比赛中感受到龙舟队员团结协作、
坚持不懈的精神。”

据了解，本站比赛采用 500米
直道竞速形式。“500 米直道竞速
距离长，对队员的体力分配和呼
吸都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加注重
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的有机结
合。”省龙舟协会会长林远说，500
米比赛可以分为起航、途中划、冲
刺等 3个阶段，起航和冲刺都以速
度为核心，尤以起航阶段最关键，
它能带动龙舟迅速提速，让队员
们保存好体力，投入到最后的冲
刺中。

经过预赛、排位赛、小决赛、

决赛，高新区马保根雕龙舟队夺
得本站比赛冠军，这也是该队首
次夺得巡回赛分站冠军，福建云
厨龙舟队和晋安鼓一龙舟队分获
亚军和季军。

“备战了一个月，大家都很不
容易，本次能进入决赛就是对我们
努力的最好鼓励和肯定，下次我们
会继续加油。”17岁的仓山真兄弟
龙舟队队员陈子杰说。

水中激战引关注，岸上的龙舟
市集同样精彩。除了福船纸雕、

“福舟悠游”书签尺、传统龙舟柳
叶桨等文创产品售卖和现场制作
体验，主办方还设置了包粽子体
验区，吸引众多群众参加，粽叶与

糯米的香气里是关于传统文化的
坚守和传承。

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百里水上福道 千年
闽都画卷”龙舟巡回赛3月开赛，已

完成在晋安、鼓楼、闽侯、仓山的赛
事，赛程过半，接下来将继续把龙
舟“开”进更多县（市）区，让龙舟爱
好者畅享龙舟运动，让更多市民游
客感受有福之州的满满福气。

“猛龙过江”迎端午
龙舟巡回赛第四站在浦下河举行

龙舟在浦下河飞驰龙舟在浦下河飞驰。。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暖摄陈暖摄

发挥市场监管职能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福州11条措施
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记者从福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优
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11条措施》近日面向社
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涉及窗口服务、行政
处罚裁量、企业信用完善、药品经营企业许
可审批等领域。

措施要求，加快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
工作，推动“开超市/便利店一件事”“开办药
房/药店一件事”等集成化事项落实落细，制
定工作实施方案，开展材料去重、条件合并、
流程再造，依托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
口，做好流程优化、部门协同，实现“一次告
知、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促进政务服务提
质增效，激发民营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措施提出，简化兼并重组药品经营企业
许可审批流程，保障企业经营的连续性；实
行药品零售企业跨县区变更地址便利化举
措，便利企业保留许可证号等相关主体信
息；支持零售连锁药店提升信息化水平，鼓
励零售药店规范运用第三方远程诊疗平台；
优化零售药品企业中药销售监管措施，经营
药食同源、滋补中药材以及地方习用的单味
中药饮片的，允许开架销售。

措施要求，规范实施行政处罚裁量规
则，开展企业合同履约信用记录公示，便捷
因地址列异企业移出方式，推动民营企业知
识产权转化运用，帮扶灶具生产企业申请强
制性认证资质，助企培育食品、药品人才。

长乐农业搭上“数字快车”
已建设工厂化育秧大棚106.1亩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吕灿婷）
记者昨日获悉，长乐区以雪美农业为龙头，
以利丰农业、鑫胜海农业、首丰农业等为核
心，打造数智化育秧、机械化插秧、社会化服
务一体化发展模式。目前，长乐已建设工厂
化育秧大棚106.1亩，社会化机插秧苗供苗能
力年可达5.6万亩。

近日，记者在长乐区雪美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蔬菜水培生产中心看到，奶油生菜从
移植到采收只需要 1个月，而在田里种植一
般需要45天才能收割一茬。

生产中心角落里，还配有数个存储营养
液的大桶，白色管道从大桶延伸至各处。只
需要通过水肥控制系统将营养液成分配比
好，设置好施肥时间、灌溉量等数据，营养液
就会源源不断地通过白色管道输送到托盘
底部，让每棵生菜都“吃得饱、喝得好”。

“水培种植模式不使用任何天然土壤，
种植过程无菌无害，品质更优，口感脆嫩，可
以直接生吃。”雪美农业总经理李向雪一边
说，一边将栽种生菜的白色泡沫托盘抬起，
只见里面没有任何土壤，生菜根系浸泡在营
养液中，茂盛且健壮。

据了解，2023年 10月起，雪美农业和省
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强强联合，在长乐率
先试种 25亩水培蔬菜。在省农科院和福建
农林大学的专家指导下，雪美农业建设了科
技蔬菜水培植物工厂，采用现代设施农业发
展的高技术、精装备生产体系，利用智能计
算机和电子传感系统，自动控制植物生长的
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营养液等
环境条件，试种生菜、上海青等水培蔬菜。
这些水培蔬菜产量高、品质优，供应至美团
优选、多多买菜等主流电商平台和永辉超
市、新华都超市等大型商超。

雪美农业只是长乐农业搭上“数字快
车”的缩影。在长乐，随着科技发展和技术
迭代，数字化赋能取代经验依赖，北斗农机
平台让插秧更智能，无人机能够喷洒农药，
水肥一体化精准控制肥料供给……各数字
农业项目利用智能化信息管理技术、环境监
测系统、气象与病虫害监测系统、无线传感
器网络等手段对农作物生产进行精细化管
理和调控，实现科学种植、科学管理，农业发
展有智更有质。

罗源逾30家企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年内完成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刘舒婷）记
者从5月31日召开的罗源县新型工业化大会
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启动会上获悉，
罗源县 2024年计划完成 30家以上企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2025 年储备 25 家以上转型企
业，力争全县 6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达到数
字化二级及以上水平。

“不管是对现场操作人员工作环境的改
善、危险系数的控制，还是对降本增效的影
响，智能制造都对钢铁企业作出巨大贡献。”
罗源闽光钢铁副总经理王龙飞说，通过智能
算法与模型，石灰窑AIMS智能燃烧系统自
控率能达到95%以上，实现煤气单耗节约4%
以上，综合节约成本约4.5元/吨。

在宝钢德盛，“5G+智慧钢铁”项目也实
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火红的钢坯在生产
线上急速通过，现场却空无一人；高空中的
无人天车，接收和执行指令“零延迟”；5G智
慧集控中心的大屏幕上，各生产环节的实时
画面、数据尽收眼底。

据了解，所有愿意开展数字化转型的罗
源企业，在享受福州市四个行业试点建设补
助的同时，罗源县财政再安排 1000万元，并
争取市级额外倾斜扶持1000万元，并做到通
过验收后免申即享。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不仅是笔经济账 更是一笔融合账
——从免费过渡性住房看福州台胞住房保障工作

本报记者 唐蔚嫱 冯雪珠 谢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