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峡两岸中医药
传统文化研习营在闽举行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通讯员 陈星宇）近
日，第十五届海峡两岸中医药传统文化研习
营在福建顺利结营。来自海峡两岸 20所高
校、机构的 110名师生结束为期一周的八闽
之行，依依不舍地道别，相约来年再见。

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中
医药这一共同文化纽带推动两岸青年大学生
交流。6月28日至7月2日，两岸高校师生相
聚“云”端，聆听高校专家学者主讲的中国传
统文化、朱子文化、中医药文化等专题讲座。
7月 5日起，主办方邀请两岸师生走进福州、
南平武夷山、莆田、泉州、厦门等地，深入学习
交流传统中医药文化，并开展八闽游学、素质
拓展、青年联欢等精彩活动。

台湾学生廖子晴带着对福建的美好记忆
踏上了归途。“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武夷山九曲
溪的竹筏漂流，置身山水画卷中，清凉的溪水
和扑面的微风，沁人心脾。泉州蟳埔村的簪花
体验，让我感受到中国传统服饰多样之美。”

陕西中医药大学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武翼
星短短几日就和许多营员打成一片。“活动拉
近了两岸青年心和心的距离，让我在行走中
感受福建风光和文化碰撞。”

两岸营员在三坊七巷留影。（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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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今年我们村村集体收入有
望突破 500万元，全年收支平衡，
还略有盈余。目前正在洽谈的还
有新能源小镇等3个项目，预计明
年村集体收入有望突破 650 万
元！”今年第二次村民代表大会
上，晋安区新店镇坂中村党总支
书记徐彪带来的这个好消息，让
村民代表格外振奋。

一直以来，坂中村村民以种
菜为生，随着村庄拆迁，大量土地
被征用，该村党总支根据相关政
策推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全覆
盖，退休村民不仅每个月能领固
定退休金，村经合社社员还能额
外分到一笔退休金和慰问金，每
个月至少能拿到2000元。“退休农
民温饱不成问题，甚至还有结余，
这多亏有个善于持家的‘巧当
家’。”村民都这么说。

转型都市型产业带
村民口中的“好当家”就是徐

彪。2019年起，他带领村“两委”
整合统筹资源，制定长远发展规
划，通过回购、置换土地等多种手
段，给村里争取到 8处共计 1.8万
平方米的楼宇、商务用房等。

位于坂中村的公交首末站就
是村里新引进的项目。前一段时
间，坂中村迎来第一条公交 166
路，村民出村方便多了。之前这
里是厦坊路和外环路征迁后遗留
的边角地，被当做建筑垃圾弃置
点。康驰新巴士因为用地性质和
市政道路无法衔接而举棋不定。
村党总支多方向区政府申请“一
企一议”，区领导现场办公协调，
解决了企业落地难题。

这块以前的垃圾场，如今每
年为村里增加 20万元租赁收入，
还减轻了卫生管理难度、减少了

清理垃圾费用。这次打交道给
企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康驰新
巴士后续又将总部搬到了坂中
村，年贡献税收 400 多万元。“决
不允许村集体资产流失，要替村
里保留长远发展的后劲。”徐彪
说。

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领
导下，坂中村充分运用招商政策
招进不少大项目、好项目，村集体
收入也从不足 50万元增至 400万
元。村里还率先开展农村“三资”
网上审批试点，采用无现金支出，
所有资金进出无缝联审联批，无
盲区阳光公开，让村民心里吃下
了定心丸。

徐彪介绍，村里正着力引入汽
车、新能源等产业链，依托越来越
便捷的交通，形成都市型产业带。

家家户户搬入电梯房
坂中村位于新店镇战坂片区

中部，面积约 0.8 平方公里，是福
州传统的“蔬菜区”，靠一条6米宽
的村路和外界连接。2017年底，
坂中村经历举村搬迁，家家户户
都搬进了电梯房，在居住条件、村
容村貌、路网建设、社会治安、乡
风方面有了长足发展。

“我们遇到了好时候，世茂云
图是福州首个安置型商品房，安
置房和商品房同等品质，物业管

理也很规范。”村民吴东说，经过
村党总支牵头，去年 10月，358户
村民在村部“一站式”办理窗口完
成了最后一道手续，成功办下了
产权证。村“两委”又替回迁村民
争取到物业费八折优惠，免除了
后顾之忧。

坂中村深入实施建强堡垒
行动，现有 7名“两委”干部，包括
两名新招的本科生，基层队伍日
益年轻化；按上级党委、政府要
求，落实“村居共管”
机制，代管村民主要
安置的世茂云图、新
城卓越公馆等两个
小区。

为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村党总支牵头组建“红色
网格呼叫群”，联系 41 名在职党
员，发动村民一起加入环境整治、
护河爱水等志愿活动，及时制止
偷倒垃圾行为，门前的外环沿线
大大变了样。

感恩故事代代传
坂中村村中有一棵冠幅庞大

的千年古榕，“庇护”着区级文保
单位战坂境。战坂境是后人感念
南唐闽国保家卫国的李仁达将军
所建。2019年，坂中村在旁边新
建党群服务中心和综合文化中
心，设置办事大厅、农家书屋、活
动室、足球场、小公园、爱国主义
基地教育长廊等。

公园内的感恩亭记录着一段
历史，至今为村民津津乐道。20
世纪 90年代初，坂中村周边一度
是福州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污
水下渗污染了村中的井水，村民
不得不外出取水。在时任福州市
委书记批示下，市自来水公司减
免各类费用近 40万元，村民喝上
了干净的自来水，村里因此建设
了这座感恩亭。

近日，记者走进坂中村看到，
老年人在小公园跳舞，年轻人在
绿茵场上奔跑，孩子聚在广场上
嬉闹玩耍，这是一幅“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的和美场景。基层
党组织建设为农村治理打开了新
局面，村民都说：“党总支替村民
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大家从心里
感恩，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晋安新店坂中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农村治理打开新局面——

村民选出“巧当家”村美业旺有奔头
本报记者 朱榕

炎炎夏日，正是荷花盛放时
节。走进连江县蓼沿乡朱公村荷
花种植基地，荷叶田田错落有致，
荷花朵朵怒放争艳，莲蓬已经成
熟，粒粒饱满的莲子在荷叶间摇曳
生姿，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这几天，为了保证新鲜的莲蓬
第一时间送到消费者手中，荷花种
植基地负责人黄天卿雇了 10多名
村民，每天早上6点就进入荷塘，一
直采摘到10点左右。阳光下，头戴
斗笠的村民在荷花田间穿梭，熟练
地采摘莲蓬；慕名而来的游客身着
汉服，在田间拍照、游玩。一幅人
花相映的丰收画卷尽收眼底。

“现在是莲蓬大批量上市季
节，我们引进的新品种叫太空莲36
号，具有产量高、抗病能力强等优
点，并以鲜、脆、甜的特点，深受市
场欢迎。”黄天卿告诉记者，基地
100余亩荷花于今年 3月份栽种，6
月份陆续开花结果，荷花花期结束
后 10 天~15 天是莲蓬采摘的黄金

期，采摘期从 7月初持续至 9月中
旬。基地坚持生态种植标准，预计
亩产量可达 500 公斤、效益可达
5000元左右，主要供应福州市场。

“莲子鲜食口感爽脆，清香微
甜，将莲心焙干用来泡茶还可败火
消暑，价格又不贵，绝对是夏季的

宝藏好物。”看着白皙饱满的莲子，
福州游客春晓告诉记者，得益于朱
公村肥沃的土层和清澈的灌溉水
源，这里产出的莲子味道甜、口感
好，可以直接当作水果食用，最是
消暑解渴，因此每年全家都要过来
打卡。

游客络绎不绝，让黄天卿有了
更为长远的打算。“莲花可观赏、莲
子可食用、莲心莲蓬可入药、莲藕
可煮汤，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绝
对是个朝阳产业，我将进一步深耕

‘莲’产业，带动周边土特产售卖以
及餐饮、农家乐等火起来，实现人
财两旺。”黄天卿表示，在乡村干部
的指点下，基地荷花观赏栈道已经
建好，计划打造从赏荷到品莲再到
莲藕供应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走
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地处山区的蓼沿曾是石板材
大乡，山体遍布“伤痕”。近年来，
蓼沿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石板
材企业，复绿矿山，同时依托地域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结构
发展特色农业，形成以荷花、茶油、

巨菌草、脐橙、甘蔗等为代表的“一
村一品”产业格局。

眼下，连片荷花不仅扮靓了村
庄，小小莲子也“莲”通了村民致富
路。“莲蓬的采摘及丰收，不仅让人
们品尝到了美味的莲子，也为乡村
振兴、乡村旅游注入了新活力。”朱
公村党支部书记林德明介绍，朱公
村于 2021年成立了集体经济合作
社，积极发展莲子种植及生产加
工，打通莲子种植、生产、加工销售
产业链，培育鲜切莲花、干莲子、莲
叶等“六莲共舞”系列优质产品，并
结合朱子祠文化资源，进一步拉长
产业链，实现莲文旅联动，惠及村
民290余人，不仅让村民端起“生态
碗”，更蹚出一条农业增收、产业振
兴的致富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连江蓼沿朱公村大力发展“荷花经济”——

“莲”通致富路 绘就新图景
本报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林洛迪

盛夏时节，在长乐区营前街道
黄石茉莉花专业合作社，350亩茉
莉花在翠绿的枝叶中轻盈地绽
放。一阵微风，幽香暗送，钻入鼻
腔，沁人心脾。今年茉莉花产量预
计超过10万公斤，茉莉花茶产量较
去年翻了一番，总产值可达1000多
万元……不过，最令合作社负责人
林永光和夫人林闽英欣喜的，还是
一双儿女的“接棒”，茉莉花种植世
家的传承正从第四代跨越到第五
代。

1923年，林永光的太爷爷开始
种植茉莉花，此后家族的茉莉花种
植事业从未间断。起初，林永光只
是和父辈一样售卖茉莉花、茉莉花
苗，可是由于产品单一，发展遭遇
瓶颈。思来想去，林永光决心突
破，拓宽产业链，开始窨制茉莉花
茶，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尝尝我们的茉莉花茶，别有
一番风味。”从林永光的叙述中，记

者发现了这杯茶“别有一番风味”
的秘诀——

一是花好。黄石茉莉花专业
合作社的茉莉花田位于乌龙江边，
是被江水长期冲积而成的沙洲，多
是潮土、水稻土，为茉莉花生长提
供了极佳的环境。每年 6月开始，
合作社进入最繁忙的采摘季节。

“茉莉花的最佳采摘时间是在上午
10 点到下午 5 点，这期间太阳最
烈，花苞香味最浓。”林闽英介绍，
茉莉花蕾变得雪白剔透、肥硕饱满
时，就是采摘的最佳时机。此时采
摘的动作要“轻且快”，不仅要保留
绿色的花萼和花柄，还要利落地将
花从叶梗上分离。

二是窨制好。由于茉莉有夜
间开放吐香的习性，因此夜晚才是
制茶人一天的开始。“晚上七点，为
了让采回来的茉莉花最大程度放
香，必须要养花，反复堆花和摊花，
等鲜花开放率在 80%左右时，还要

筛花。”林闽英说，整个过程需要严
格控制温度、湿度等，才能让茉莉
花充分吐香。“一次窨制结束基本
上到了第二天早上 7点，每一次窨
制需要重复从养花到烘干的过程，
品质上好的‘针王’，最高可达9次，
也就是所谓的‘九窨’。”

三是茶青好。每年 3月，林永
光、林闽英夫妇就开始往“山里
跑”，从东南沿海的宁德市，沿着武
夷山脉上行，福安大白、福鼎大毫，
再到屏南小种红茶，最后进入武夷
山桐木关，通过采购茶青为今年的
茉莉花茶窨制作准备。夫妻二人
打造的“绝代芳华”茉莉花茶品牌，
用的是来自福鼎的毫针，窨上福州
茉莉花的冰糖甜，这几年声名鹊
起，成为市场宠儿，2022 年、2023
年，“绝代芳华”和“永恒经典”连续
两年荣获福州市茉莉花茶茶王赛
金奖。

好茶需有传承。“如今，到他

们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传承人
了。”林永光的儿子和女儿都是

“00后”，现在接过父母的接力棒，
开始学习种植茉莉花和窨制茉莉
花茶。

“我在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
专业，我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
过互联网平台让更多人品尝到我
们的家乡味道，听到长乐茉莉花
的故事。”林文怡说，父母的坚守

和匠心传承一直影响着她和弟
弟。

如今，姐弟俩帮忙运营着家
里的淘宝店，学习窨制茉莉花，希
望通过电商直播、抖音平台等销
售形式，让这股幽香飘得更长
远。“今后我们还将研制年轻人喜
爱的气泡茶、冷泡茶，拓宽市场，
让茉莉花产业链及附加值不断提
升。”林文怡说。

五代传承 窨出茉莉香
本报记者 蒋雅琛 通讯员 王至莹

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幸福
产业博览会将在榕举办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近日，经商务部备
案同意，2024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幸福产业博
览会将于 2024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1日在福
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与第三届福品博览会同
期举办。

该展会由福建省家庭服务业协会、福州
市婚庆行业协会主办，台湾婚庆产业联盟、台
湾高雄世贸会展协会协办，福建省家庭服务
业协会两岸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承办。展会
主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建幸福生活圈”，
展馆设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展览面
积9000多平方米，预计参展商、采购商约500
家，来自台湾的商家将超过20%。

据了解，这是福州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及商
务部、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经贸领域支持
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若干措施的
通知》创新办展的重要举措，将首次凝聚海峡
两岸（包括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婚姻
服务、婚庆礼仪和新婚生活上中下游产业链
力量，高质量发展婚链新质生产力，加快海峡
两岸会展业携手发展步伐，促进两岸社会融
合、经济融合和情感融合。

全省首个
台胞台企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定制化服务破解用工难题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毛淑文）

马尾区台胞台企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日前接到
一通在马尾创业台胞的咨询电话，反映在经
营过程中遇到劳动用工管理方面的困惑，希
望获得劳动保障法律咨询及用工合规化建
议。接到求助后，该中心迅速响应，为台胞预
约入驻中心的青年仲裁员志愿者。

仲裁员志愿者详细了解了台胞企业的用
工情况，就企业关心的服务期、提前解除劳动
合同等方面问题进行专业解答，从法律规范
和操作流程两个层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
议，还为其梳理了在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
缴纳、规章制度制定等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
注意事项。台胞对仲裁员志愿者的帮助表示
感谢。

这是马尾推出的定制化服务，助力台企
解决用工难题。作为全省首个专为台胞台企
设立的劳动保障服务中心，马尾区台胞台企
劳动保障服务中心于今年 4月成立，为台胞
台企提供就业创业、职业资格采认采信、用工
服务、人才引进、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咨询、劳
动争议化解等方面的“一站式”服务，更好为
来榕发展和工作的台胞台企提供劳动保障服
务，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马尾区人社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
卢辉说，中心组建了一支台胞台企劳动权益
保障青年仲裁员志愿者队伍，本着“无事不打
扰，有事服务好”的原则，台胞通过预约，可提
供驻点、上门定制化的“把脉问诊”服务，有针
对性地补齐台胞台企在劳动保障法律政策理
解适用方面的短板，为台胞台企在大陆干事
创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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