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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先进文
化的旗帜之一，也是海峡两岸紧密
相连、融合发展的重要品牌之一。
16日，海峡论坛·第十五届海峡两
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在福州举行。
研讨会为期3天，海内外的船政专
家学者、船政后裔，以“向海图强·
融合发展”为主题，分享研究成果
和见解，探讨船政向海图强的发展
历程，展望两岸融合发展的美好前
景。

沈家老宅即将完成修缮
沈葆桢后裔致谢

昨日，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
者、船政后裔、高校师生、青年代表
等参加研讨会，其中有不少在台湾
的船政后裔。

“这次回来很感动，位于三坊
七巷宫巷的沈家老宅即将完成修
缮，这次用来举办‘沈葆桢巡视台
湾’史迹展。一砖一瓦，修整如旧，
这是多么艰辛的工程，我代表海内
外所有沈家的后人致以最大的敬
意与谢忱。”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
的后裔沈吕遂说。

今年是沈葆桢巡台 150 周
年。此次来榕参会，沈吕遂带来
复刻的一副木制楹联，上书“开万
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
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
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这
副楹联由沈葆桢所书，原本挂在
台南的延平郡王祠，10多年前丢
失。沈吕遂根据家藏原拓本书刻
了一副，此次带来准备挂在宫巷
沈家老宅。

研讨会期间，由两岸大学生组
成的“船政文化研学之旅”研学营，
实地走访船政文化博物馆、林觉民·冰心故居、严复故居、
台湾会馆等，并与在榕高校展开交流互动，用心感悟两岸
文化的同源性和共通性，深入了解福州市经济社会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也更切身
体会福建、福州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厚谊。

船政文化在法国的影响力扩大
在中国船政文化城核心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周

末访客络绎不绝，该馆为整个船政文化核心片区注入灵
魂。昨日上午，台盟中央授予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台盟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并举行揭牌仪式。北京大学课
题组发布“船政文化基因工程”最新研究成果《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视角下的船政文化定位、当代价值和国际传播》
蓝皮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武佳奇说，船政
文化需要兼具历史性和现代感，更好地“请进来、走出
去”，建议建设海洋文化产业园。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上月，中法船政文化交流
会在巴黎举行，船政文化在法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法
国学者、“船政之友”魏延年昨日在福州说，他将与日意格
后人一起策划，打算2026年在洛里昂海事博物馆举办一
场展览，在此之前还准备出版关于福建船政历史的《学者
手册》、日意格日记等书籍。

一次走访投身船政研究
在研讨会开幕式主旨演讲阶段，来自海峡两岸的学

者以船政文化为桥梁，分别作题为《赓续百年船政文化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时空穿梭的海洋史诗：文化资产与
水下文化资产之探索》《日意格来华背景与早期经历》等
主旨发言，共同探讨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及国
内外研究的新成果。

“厘清船政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当代学者的使
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晓琴说，今年初她第一
次到马江海战纪念馆祭拜先烈，深深意识到推动船政文
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也积极投身船政文化研究。以曾兰
生、严复、罗丰禄等为代表的船政学堂师生，将福州与天
津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深入挖掘他们从福州到天津的
时空变换，研究他们在近代海军教育、思想启蒙、中外文
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福州与天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昨日下午，研讨会还举办了以“船政文化的当代价
值”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船政历史
研究、船政文化城建设、活态保护以及两岸文化交流
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法国学者魏延年《船政文化书
籍的出版计划》、台湾学者钟文博《沈葆桢对台湾近现
代的开发建设与影响》、香港学者冯锦荣《中国近现代
气象事业建立与文化互动——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生高鲁（1877—1947）为中心》等专题报告，受到广泛
关注。

“1867年船政学堂开创之时，香港是船政后学堂重
要的生源地。如今的香港，依然有大量的船政和近代海
军后裔。”香港珠海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冯锦荣
说，船政见证了近代中国探索自强之计、复兴之路的奋进
历程，以及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船政精神具有深
远的现实意义。

据新华社石家庄6月16日电（记者 秦婧 冯维健）
16日开幕的2024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
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3年）》，报告显
示，2023年中国商贸物流总额达 126.1万亿元，同比
增长5%。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商贸物流发展呈现批发业
物流逐步向供应链服务拓展、零售业物流加快精细

化转型、冷链物流设施短板加快补齐、餐饮住宿物流
定制化服务快速发展、进出口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绿
色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等六大特征。

报告对 2024 年商贸物流发展趋势进行了展
望。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任锋表示，随着各
项宏观政策措施协同发力，消费需求持续恢复，商贸
物流由恢复性增长向温和增长转变。

6月 9日以来，我省福州、南
平、三明、宁德、泉州等 5个市 12
个县 14 条河流 19 个站发生超
警、超保洪水 55站次。目前，省
防指维持防暴雨Ⅲ级应急响应，
福州市维持防暴雨Ⅳ级应急响
应。大雨之下，我市各级各部门
多管齐下，打好防汛“主动仗”。

天气
明起降雨渐弱
气温将升高

记者从福州市气象台获悉，
17日我市雨势依旧较强，全市阴
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局部暴
雨；18日雨势明显减弱，以阵雨
或雷阵雨为主；19日雨势进一步
减弱，全市多云到阴，部分乡镇
有阵雨或雷阵雨。

此次强降水过程持续时间
长、累积雨量大，在福建北部降
水叠加效应显著，致灾风险比较
高。气象专家提醒，要特别关注
暴雨引发山洪、中小流域洪水、
城乡积涝、塌方、泥石流等次生
灾害的风险。

伴随着雨水减弱，未来 3天
我市气温将升高，19日市区的最

高气温将升至 35℃，闷热感加
剧。届时，中考将拉开大幕，考
生及家长请做好防护，注意防暑
降温。

水电站
预泄腾库 拦蓄洪水

截至 16 日 14 时，闽江今年
入汛以来最大洪峰过境水口水
电站，最大入库洪峰流量 21300
立方米/秒。

据了解，连日来，受强降雨
影响，福建闽江流域水位连续上
涨。为减轻闽江上游防汛压力，
水口水电站 12扇闸门全部开启
泄洪。本次强降雨导致水口水
电站流域过程面雨量超 240 毫
米，水口水电站水库形成多峰型
入库洪水。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组织水口发
电集团密切监控天气动态，加强
与省防指、省气象局滚动会商，
通过预泄腾库调度措施，将水库
水位从 61 米预泄削落至 57.14
米，增加了 3.07亿立方米临时防
洪库容用来拦蓄洪水。

水口水电站已成立防汛专

班，将密切监视雨情动态，做好防
汛应急值班值守，对“水口航闸、
北溪航闸、升船机”两闸一机开展
防汛特巡特护，确保安全度汛。

水利
多措并举 筑牢屏障

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市水
利局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高水高
排防汛工作，相关领导还带队检
查高水高排工程东线、西线应急
排洪准备工作情况，要求业主单
位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明确
具体人员责任，确保调度指令现

场执行环节的稳定可靠。
市水利局还从汛前安全检

查、防汛度汛方案编制、度汛物
资储备、建立健全参建单位防汛
领导小组工作职责、严格落实防
汛度汛值班制度、开展防汛应急
演练等方面，为高水高排安全度
汛做好准备。

市水利局还在八一水库西
控制闸组织专业培训，内容包括
液压启闭弧形闸门的启闭操作、
制动系统使用，以及故障排查和
应急电源切换等，提升团队在面
临防汛紧急状况时的应对能力。

联排联调
顶风冒雨 多点处置

昨日中午，福州出现强降
雨，城区最大小时雨量为晋安区
福州七中 47 毫米（12 时至 13
时），达到大暴雨级。为护好市
民群众的安全出行，一场排水防
涝攻坚战提前打响。

根据气象信息，结合雷达回
波预判情况，市城区水系联排联
调中心在昨日 11时 40分及时停
止文山里、新西河、洪塘等泵站
的生态引水工作。同时，所有沿
江闸门只出不进，排涝机组及操
作人员到岗待命。“树叶和垃圾
都堆积了”“雨水箅子得赶紧清
理”……昨日中午，在仓山区魁
浦下穿通道沿线，排水防涝的场
景显得忙而有序。市城市排水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因道路
南侧狮山山体部分截洪沟年久
失修，暴雨时山洪易下泄涌入，
造成下穿积涝，“历次抗台风防
汛，这里都是重点值守点”。

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过大，
加上狮山来水量较大，大量树叶
和垃圾被冲至路面，（下转3版）

“福州向上实力”系列报道之三

2023年中国商贸物流总额超12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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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 打好防汛“主动仗”
本报记者 谭湘竹 孙漫 蓝瑜萍 陈君沂 阮冠达 通讯员 王晓佳 郑泓 陆逸 侯融媒

近年来，福州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抢抓福州
新区、海丝核心区、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等战略机遇，落实强
省会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国
际城市，2020 年经济总量突破
万亿元大关，2023 年达 1.29 万
亿元。

福州新区向“新”提质
产业，经济崛起的心跳脉

搏；创新，产业发展的不竭动
力。

随着新质生产力成为高频
词，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州新区
正多措并举推动重要支柱产业
加速提档升级，以占全市 6.6%
的土地和20%的人口，实现全市
24%的地区生产总值，用一股股
产业创新的澎湃浪潮，为福州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全
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钢铁、纺织、化工等传统产
业焕新转型——由一根丝起
家，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己
内酰胺生产集团，恒申集团实
现从化纤到化工再到新材料的
跨越，并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
福建福州和江苏南京建立三大
生产基地，率先完成锦纶6产业
链8个环节的完整布局，己内酰
胺年产能达150万吨，居全球第
一；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福建分
院、中国联通（福建）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辅布司等工业互联
网公共服务平台赋能传统行
业，推动新型工业高质量发展。

光电显示、大数据等新兴
产业蓬勃发展——手握两个

“世界之最”，福米产业园内，恒
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偏
光片达到全球最大宽幅2600毫

米，作为全球偏光片产能最大
的单体工厂，满产年产能可达
9000 万平方米；“天上三朵云
（数字福建政务云、商务云和福
州政务云）、地上两条路（国家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海峡光缆
一号）、中间两中心（省超算中
心、省智算中心）”，为数字新区
夯实发展底气。

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未
来产业欣欣向荣——百度、神
州数码、新唐信通等企业纷至
沓来，包括文松路、万新路、金
滨路等道路在内的26平方公里
区域顺利开放测试，以打造东
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标杆为目
标，福州新区推动自动驾驶应
用场景不断拓展；用AI赋能教
育、游戏、IP、文旅等领域，网龙
网络公司引领全球教育领域的
变革，教育版图覆盖192个国家
和地区、200多万间教室，惠及
超 1.5亿用户，凭借先进技术在
全球数字领域取得累累硕果，

为世界奉献“中国方案”。
福州新区还进一步聚焦

“5+4”产业空间布局，围绕数字
经济、新材料新能源、新型显
示、粮储食品、医药健康、文旅
等六大主导产业，加快打造东
南沿海重要现代产业基地，点
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海丝”之路越走越宽
牛奶鱼、长尾吞拿鱼、小牙

潘纳鱼……不久前在福州举行
的渔业周·渔博会上，中印尼

“两国双园”展区利用平台优势
带来一众新奇水产，吸引市民
眼球。

“我们是肉类食品加工企
业，正在转型升级，这次特地来
展会寻找一些小众、新鲜、优质
的进口货源，和好几名印尼客
商都留下了联系方式。”企业主
高斌说，中印尼“两国双园”平
台为食品加工企业寻找货源提
供了便利，希望未来能够深入
了解园区，达成更多合作。

满足口腹之欲，只是中印
尼“两国双园”平台带来的最直
接优势。围绕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撬动合作，已成为园区
肩负的光荣使命。

去年以来，福州与印尼方
面渔业经贸合作项目已达 16
个，总投资达 141.4亿元；福州 4
家涉渔企业在印尼投资，涉及
印尼渔业中心项目、兆华水产
虾类养殖基地、福建天马集团
印尼特色水产品综合基地项
目、宏东渔业基地项目，总投资
额 63.25 亿元；御冠、御味香等

16家涉渔企业入驻中印尼“两
国双园”中方园区，总投资额约
45亿元。

寻找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伙伴，福州倾力打造的重量级
平台还有不少——

今年 5月举行的第二十六
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邀请到
65家岛内工商团体、34家大陆
各地市台协会，1032名台胞，参
与的台湾地区工商团体、台胞
台企数量创历史新高。

第四届中国国际数字产品
博览会聚焦全球数字创新与合
作，集中展示尖端技术、数字产
品、产业链及新业态，推动地区
间深度合作，培育数字消费新
动力。

第四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
会集聚全国80多个外贸产业带
的 2000多家供应链企业，已成
为名副其实带领中国商家买全
球、卖全球和走向世界的舞台。

经贸发展，交通先行。今
年3月，福建本地特色农产品漳
州和平柚子通过中俄线路，首
次以冷链模式出口冷鲜水果至
莫斯科，实现中欧班列（福州）

“班列+冷链运输”新模式的推
广。一个月后，装载115吨冷冻
烤鳗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港江阴
港站驶出，标志着该班列冷链
运输走向常态化。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正加速推进，福州机
场将加大布局东南亚、东北亚
航线网络，进一步打通周边兄
弟城市外向通道。

福州港江阴港区已开通内

外贸航线60多条，入选“丝路海
运”的航线数达到 8条，借助海
丝航线对接省内中欧班列及多
式联运体系，逐步形成内陆省
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主
要运输通道，助力福建与东盟、
RCEP成员国的经贸往来再上
新台阶。

“第一家园”阔步向前
从融化阻隔海峡的坚冰，

到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的“首站”，作为对台前沿，福州
始终牢记嘱托，以先行先试的姿
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
融，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实践，
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先行城市，不断在探索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如今，福州已成为台胞登
陆发展的重点目的地城市之
一，现有常住台胞超2.6万人。

以通促融，建设“往来最便
捷、合作最紧密”第一家园——
大陆配偶陈巧霞娘家在福州连
江黄岐。她犹记得，“小三通”
未开通时从马祖回娘家要花几
天时间，需先搭乘飞机到台湾，
再到香港转机。如今，福州拥
有 4 条对台空中直航航线及 2
条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
线，是两岸人员直接往来的重
要通道。

凭借地缘相近的优势，福
州与马祖率先融合发展，“福马
共同家园”示范效应不断凸
显。目前，福马10所中小学、22
个村全面建立对接联系；持续
开展的“两马”同春闹元宵等活
动，促进民间交流往来；福马磋
商会已举办 7次，就深化旅游、
校际交流、海洋养殖等多项议
题达成共识。

以惠促融，建设“政策最开
放、服务最贴心”第一家园——
来福州工作4年，台胞尹永明在
2022年搬入台胞公寓后，“家的
感觉越来越浓”。位于福州晋安
区岳峰镇桂溪社区的香槟小区，
是福建最大的台胞聚居公寓。
2021年福州面向台胞推出公租
房以来，已受理5批次申请，298
户467名台胞陆续入住。同时，
在公租房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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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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