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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不久前，闽籍乡亲陈秀将一批
非遗“福礼”带到加拿大多伦多，受
到外国友人的欢迎，勾起海外侨胞
的乡愁，甚至以此为主题办起沙
龙。她的“福礼”来自三坊七巷的
中华福馆。

周末的三坊七巷游人如织。
从文儒坊拐进大光里，沿着石板路
走到古巷深处，便到了中华福馆。
这里是近代著名学者、诗人陈衍的
故居，正是他写下“谁知五柳孤松
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让“三坊七
巷”的名字开始响彻海内外。

陈衍，字叔伊，号石遗，曾担任
北京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教授。他
以诗闻名中国近代诗坛，是“同光
体”闽派代表人物，主持编修《福建
通志》，著有《石遗室诗集》《说文解
字辨证》等。

“1905年，陈衍买下了大光里8
号的这处院子。”中华福馆主理人
鲍习羽介绍，宅子不大，600多平方
米，陈衍本人设计了整个院落。他

借天然之景装饰房屋，曾作诗道：
“起楼看山宽五筵，承尘复壁相新
鲜。乌石半面纳窗牖，苍秀在眼醒
朝眠。”

走进院落可以看到，这座建筑
坐北朝南，前后两进，陈衍自称

“鳏居匹夫”，所以把第二进命名
为“匹园”。园内有一座三楹双层
楼阁——皆山楼，楼上用以藏书，
名为“花光阁”，取自陈衍妻子、晚
清才女萧道管的诗句“挹彼花光，
熏我暮色”。宅院东侧的小楼名

为“闻雨楼”，用来放置印刷诗集
的雕版。

昔日，陈衍的家常有闽都诗人
吟诗赋会，便有了“福州第一诗楼”
之称。2009年，陈衍故居被公布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临窗而
立，望云卷云舒，看花木错落，好不
惬意。

除了依旧清新雅致的环境，今
天的陈衍故居还缀满了“福”元素。

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
2018年 5月，中华福馆落户陈衍故
居，以“福”为主线，多维度解读、展
示、弘扬中国传统“福”文化，打造
一个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福
地。

“我们通过‘万福来朝——鲍
国忠物解福文化’公益文化展，讲

述了一件件民俗器物上承载的
‘福’文化内涵，诠释中国人的传统
生活观念和幸福观念。”鲍习羽说，
如果大家仔细数一数，馆内大大小
小的福字接近万个，是真正的万福
来朝。

“福”文化是与时俱进的。近
两年，中华福馆以“福礼天下”为主
题，开发了中华福馆 IP文创，融合
多方力量征集“福”文化文创作品，
包括福器、福韵、福味、福饰等，让
市民游客可以把福带回家。

漂漆手作、集福拓印、许愿祈
福……在中华福馆，还有各种“福”
文化互动体验。“我们努力与闽都
非遗传承人共同深挖‘福’文化的
时代内涵，希望让更多人近距离感
受、参与文化传承。”鲍习羽说。

福州市12345热线轮值
单位领导接听电话通告

（第33期）
经市政府办公厅同意，市直部门、县（市）

区、高新区领导轮值接听 12345热线电话活
动安排如下：

一、本次接听时间：
2024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00—

11:00
二、本次轮值单位：
永泰县人民政府
三、本次受理范围：
涉及行政服务范围内事项。
四、有关事项：
1.本次轮值接听活动的受理方式是电话

接听群众诉求，不接待现场来访人员。
2.超出本次接听受理范围的诉求，由福

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按照相关
程序接听办理。

3.当日来电的人数可能较多、等待领导
接听的时间可能较长，市民群众也可以选择
由话务员接听并记录，或通过闽政通、“e福
州”APP和 12345网站等渠道方式表达诉求，
之后，由福州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
心受理交办、督办回复。

热忱欢迎广大市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
届时就上述受理范围的有关事宜，向福州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咨询诉求、提
出宝贵意见。

福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
2024年6月24日

我省出台方案
加快新材料推广应用
力争到2026年全省产值超70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省工信厅等
五部门印发通知，制定《福建省加快新材料推
广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
2026年）》，力争到2026年全省新材料产业产
值超7000亿元，其中，产值100亿元以上新材
料企业超 10家；培育 300家以上专精特新企
业，7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和30家以上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新材料产业科技创新
能力、发展支撑能力、产业链安全保障能力进
一步提升。

根据《方案》，我省将立足现有产业基础
优势，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做
大做强先进化工材料、先进钢铁材料、先进无
机非金属材料和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四大先进
基础材料，做优做精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锂电（钠电）新能源材料、稀有稀土新材料、先
进半导体材料和新型显示材料、生物医用材
料五大关键战略材料，前瞻布局培育发展石
墨烯、增材制造等前沿材料。

做大做强四大先进基础材料方面，先进
化工材料以福州、泉州、漳州、莆田等地为重
点，发展功能性膜材料、新型涂层材料、高性
能树脂及高性能新型橡塑材料及助剂等。先
进无机非金属材料以福州、漳州等地为重点，
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用特种玻璃
产品。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以福州、南平、龙岩
等地为重点，发展超高纯稀有金属及靶材、键
合金丝、高性能铝基结构材料和轻量化高强
高韧铝合金材料、高性能医用钛合金等。

做精做优五大关键战略材料方面，高性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以福州、泉州等地为重点，
加快发展阻燃纤维等高技术纤维，加速研制
聚乳酸纤维等生物基可降解纤维，开发纤维
增强和颗粒增强的树脂基等先进复合材料及
构件。先进半导体材料和新型显示材料以福
州、泉州、厦门等地为重点，发展大尺寸硅片、
光刻胶、高纯化学试剂以及以氮化镓、碳化硅
为代表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加快液晶、溅射
靶材、光学基膜等核心基础材料研发和产业
化。生物医用材料以福州、厦门、龙岩等地为
重点，围绕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生物医用复合
材料等领域，支持开发支架瓣膜、人工晶体等
高端植（介）入产品，推动增材制造、数据芯片
等技术在人体植（介）入新产品中应用。

福州—同济
城市更新实践联展开展
将持续至8月底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近日，福州—同济
城市更新实践联展在福州规划馆开展。本次
展览以“探讨城市更新的创新与实践—凝聚城
市更新的共识与价值—共话城市更新的机遇
与挑战”为主题，集中体现了福州市和同济大
学在城市更新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创新举措。

据了解，此次展览共分为“追溯，城市更
新的发展历程”“探索，山水福州的城市复兴”

“出发，同济设计的创新实践”三个单元。其
中“探索，山水福州的城市复兴”展区展现了
福州多年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特色举措和
实践成果，不少更新案例凝聚着同济大学专
家学者的专业智慧。展览将持续至8月底。

比亚迪高端品牌中心店
落户东南汽车城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潘慧晶
陈世荥）近日，记者从闽侯县获悉，东南汽车
城又添实力品牌，福州仰望云端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落户尚干镇，其4S店作为比亚迪汽车
旗下最高端的品牌中心店，将作为闽侯仰望
汽车服务能力的核心载体，提供包含体验、销
售、交付、售后的全直营、全链路服务。

扎实推进营商环境6.0版改革
我市将设更多营商环境观察点，聘请更多体验员

谁知五柳孤松客 却住三坊七巷间
——探访陈衍故居

本报记者 莫思予

中华福馆落户陈衍故居，展示、弘扬传统“福”文化。本报记者 池远摄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市人大
代表何鑫强提出的《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是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的 15
件市人大代表建议之一。记者 23
日从市人大常委会获悉，市营商办
牵头多个相关部门认真办理该建
议，表示要扎实推进营商环境6.0版
改革，开展好今年12场营商环境论
坛，设立更多营商环境观察点，聘请
更多营商环境体验员，认真听取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场主体意见
建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代表对
建议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何鑫强代表在建议中说，福州
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民营企
业的巨大贡献，而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基础在于优良的营商环境。
他建议加强政务服务理念，推动跨
部门协同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机
制，加大惠企政策兑现力度等。

市营商办相关负责人在给代
表的答复中说，我市以“市场主体
满意和营商评价提升”为导向，强
化数字赋能，实施了从 1.0版到 6.0
版营商环境改革举措1100多项，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新成效，成为

全省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他们还
就代表建议作了逐条回复。

在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方
面，当前市本级已梳理完成2300余
项依申请标准化政务服务事项，形
成统一规范的线上、线下办事指南，
构建高效透明的全市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持续提升一系列创新应
用，企业和群众可通过“福建省网上
办事大厅”、“福州窗”微信公众号、
闽政通APP提交网上办事申请，政
务服务部门在后台开展网上预审和
在线审批。在企业简易注销、企业
准营、企业招收员工、高频证照变更
等领域推进一批高频集成事项，通
过“线上一次登录、一网申报、并联

审批、统一出件”的方式一次办结，
办结时限平均压缩70%以上。

在持续完善跨部门协同合作
方面，我市建立健全“1+2+13”工作
模式，由市营商办牵头抓总，市纪
委监委、市委组织部保障落实，13
个专项工作组分工协作具体推进，
建立健全督导落实机制，打通改革
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全过程闭
环保障营商环境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高效落实。

在持续加强政企沟通力度方面，
市营商办联合市工商联、市企联等设
立46个市级营商环境观察点，聘请69
名体验员，市纪委监委同步设立20个
营商环境监测点，不断提高市场主体

营商环境参与度。同时拓宽企业服
务广度，以“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
车”平台为抓手，与省平台互动，与
12345平台互联互通，打通企业直通
各级领导和各涉企部门的线上快速
通道，着力解决企业发展诉求。

在持续加大惠企政策兑现力
度方面，在市政府官网等门户网站
和微信公众号均设置惠企政策栏
目，编印《惠企政策摘编》3000本，
安排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8.4亿元，小升规奖励等实现“免申
即享”。抓好惠企政策落实，修订
数字化转型、专精特新、软件产业
发展等政策。鼓励认定类的政策
积极落实惠企政策“免审即享”。

“aloha（夏威夷语你好），请大
家跟着我一起念，aloha。”昨日，
2024“鼓岭故事”分享会举行，程
高登以一句夏威夷语作为开场
白，向大家打招呼。穿着彩色夏
威夷衫、戴着一顶牛仔帽的他来
自程吕底亚家族。翻开他们家族
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和福建的
近代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播撒近代女子教育火种
“其实我们和一般家庭没什

么不同，小时候都生活在农场里，
家里并不富裕。我看到的程吕底
亚第一张照片还是她45岁时才照
的。但是他们相信男女平等，所
以有一天就有了一个理念：一起
建一所学校，一所让女子接受教
育的学校。”程高登说，家族和福
建的渊源，都源于家族的一位杰
出女性——程吕底亚。

1889年 12月，26岁的程吕底
亚来到中国，在福建开始 50余年
的办学生涯。她先后创办了四所
学校，在福清创办毓贞女校（今福
清第二中学）、在兴化（莆田）开办
内女学（咸益女校的前身，今莆田
第九中学）、在平潭开办毓贤女学
堂（今平潭实验小学），在福州创
办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南
女子学院前身）。私立华南女子
学院培养了许多知识女性，有力
推动了近代女子教育的普及。

程吕底亚身体力行点燃了女
子受教育的火种，并将平等教育
的理念薪火相传。华惠德是程吕
底亚的侄女，也是程氏家族到福
建的第二位成员。她1906年来到
福州，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任
教。当时，来自不同国度的女性
齐聚，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让女
性也能够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

“在华南女院你可以看到一
座校舍，底部是西方的结构，屋顶
则采用中式风格，这就是当时中
西融合的体现。”程高登回忆说，
这座校舍也留下了程吕底亚家族

的印记，大家都在为福州女子教
育的发展作贡献。“程吕底亚的两
个侄子中，一个是我的爷爷程盖
瑞特，是一名医生；还有一个是弗
雷德，是一名建筑师，他建造了华
南女子学院旧的教学楼，以及鼓
岭的万国公益社。”

父子接力延续“华南缘”
程吕底亚带来了父亲程闽岱

撰 写 的 讲 述 家 族 历 史 的 书 籍
《The Trimble boys》。程闽岱特
别提到了跟随程高登夫妇俩参加
美国青少年中国研学营的经历，
当时他已八旬高龄，依然兴致勃
勃地指导学生的语言表达、演讲
等项目。

程闽岱出生于福建宁德古田
的连绵群山间。他92岁生日所拍
的一张照片显示，他穿一身大红
唐装，背后是中式屏风、挂着大红
的“寿”联，面前是一碗热腾腾的
太平面。程闽岱虽然12岁就离开

了福州，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贯
穿了他一生。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在为中国福建福州市和美国
华盛顿州塔科马市在教育领域的
合作而努力。

百年前曾姑婆为何在这里
办女子教育？自己父亲又是怎
样在这里长大的？1989年，程高
登 踏 上 了 追 寻 先 辈 足 迹 的 旅
途。他携妻子首次来到福建，并
找到了曾姑婆当年创办的华南
女子学院。2005年退休后，程高
登携妻子到福建华南女子职业
学院任教。

1994 年，福州市和塔科马市
结成友好城市，在经济、教育、体
育等多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
流与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程闽岱父
子的共同努力下，塔科马市普吉
湾大学和华南女院的研学互访项
目成功实施。“普吉湾—华南项目
至今已持续了30年，6月8日我在

美国参加了这个项目30周年庆祝
活动，几位项目参与人分享了她
们对中华文化的感受，以及在华
南教学的经历对她们人生的影
响。”华南女子职业学院院长任建
红说。

从 2005年至今，程吕底亚家
族一直向华南女院捐资，用于设
立助学金、添置学院办公设备、改
善教师工作环境。

“我们就是他们延伸的家庭
成员。”福清二中的老师说，他们
同样受益于程氏家族的牵线。
2018年10月，在程高登的推进下，
夏威夷圣心女子学校与福清二中
签署友好协议，缔结为姊妹学校，
双方协定定期开展互访。

让更多年轻人
在鼓岭交流互鉴

站起来，伸出手臂，举起双
手，深呼吸。故事分享会上，程高
登带领大家一起做起放松操，呼

吸鼓岭的新鲜空气。
“鼓岭是个非常棒的地方，

空气清新，凉爽舒适。”程高登多
次听父亲讲去鼓岭度假的往事，

“我们并非仅仅为度假而来，还
开展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据家族族谱记载，当时的
鼓岭，还是近代中国有影响力的
经济文化、社交和学术交流中
心，聚集了一批有识之士。每年
夏季趁着闽江涨潮，他们就动身
前往鼓岭。在这里，程盖瑞特总
是在鼓岭小屋的客厅里与其他
人交流医学技术；程吕底亚和华
惠 德 则 与 老 师 讨 论 学 校 的 发
展。那时吵闹的孩子们就会被
告知“嘘”。

如今，程高登夫妇仍在孜孜
不倦地为先辈当年创办的学校
奔走，他们渐渐将课堂搬到了鼓
岭。去年，他们带领夏威夷圣心
女子学院和华南女子学院师生
们到鼓岭，参观千年柳杉，走进

“鼓岭故事”展馆，了解中国文
化。

程高登说：“下一次带普吉湾
大学的学生来这里，我会选择让
他们七月份先去平潭，再去泉州，
等他们满头大汗，觉得非常热的
时候，再带他们来鼓岭避暑。”

幽默的说辞让大家哈哈大
笑。“实际上，我相信鼓岭深厚的
底蕴能让不同文化的年轻人相互
交流，相互借鉴。我希望他们可
以保持开放，分享思想，让他们多
了解一些中国的哲理，比如父母
在，不远游。”程高登说。

百年前，鼓岭的外侨大多是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商
人，他们每年夏季在度假；离开鼓
岭后，他们在福建各处兴学行医，
建起医堂、学堂，奠定了近代福建
教育、科技、医学发展的坚实基
础。师大附中、华南女院、格致中
学、福清二中、福清三中等百年名
校的背后都活跃着这些外侨家族
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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