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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拿着手机，工作电话响个
不停；右手取下胸前的“数字人民
币硬钱包工牌”，在扫码器前轻轻
一“嘀”，就完成了付款。下午时
分，“沉迷工作”的刘雨薇来到食
堂，购买了一份冰粉犒劳自己。“把
工牌拿过去一贴就行，比点开手机
扫码付款方便多了！”刘雨薇连连
点赞。

这块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工牌，
正是数字人民币应用的又一次全
新实践。今年以来，为助力数字经
济发展，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与新大
陆集团开展合作，以数字人民币硬
钱包为载体，制作并发放超4800张
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工牌，为新大陆
科技园提供“数字人民币+园区”数
字化服务，打造园区内数字人民币
应用“兴”模式。

乍一看，硬钱包工牌只是一张
四四方方的普通工牌，上面写有姓
名及职务。然而，将工牌放在食堂
窗口的收款机前，轻轻一“嘀”，扫
码步骤便已完成，数字人民币钱包

里也扣去了对应的款项。
“员工在园区工作期间，常常

面临考勤、通行、消费等多场景用
卡需求，原先一人需持多卡，使用
体验较差。”新大陆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大陆集团作为数字人民
币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一直在探
索数字人民币运营与应用场景。
借助“园区专班”，兴业银行福州分
行很快了解到客户需求，并第一时

间联系数字人民币业务相关部门，
研究解决方案。

“传统意义上的工牌，只是一
个身份的标识，我们结合客户需
求，提出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工牌概
念，在工牌上搭载数字人民币硬钱
包功能，并与员工的数字人民币软
钱包进行绑定，实现运营、管理、支
付等多元功能集成，打造园区内的

‘数字通行证’。”兴业银行福州分
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大陆科技园
目前已完成与商户、售卖机的数字
人民币硬钱包功能对接，并配置相
关权益活动。同时，数字人民币硬
钱包工牌中还包含智能门禁数据、
员工信息，可快速识别员工身份，
兼顾考勤、门禁等多场景使用，在
减轻员工持卡负担的同时，大大提
升员工使用的便捷性和体验感，可
以满足员工园区通行、钱包管理、
场景消费等需求，实现“一卡通付、
一卡通行”。

记者注意到，如今，新大陆科
技园入口、食堂窗口以及随处可见

的自动售卖机，均已配备相应的扫
码支付设备。兴业银行福州分行
还为园区提供了一系列数字人民
币消费优惠活动，包括20元新客消
费红包、5元食堂消费红包等权益
内容，为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工牌的
长久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本次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工
牌成功发行，也是兴业银行福州
分行创新数字人民币场景应用的
重要里程碑。”兴业银行福州分行
相关负责人说，去年 6 月，兴业银
行福州分行与新大陆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数字人
民币试点推广。后续，兴业银行
福州分行与新大陆集团将开展产
业联盟合作，整合双方在数字人
民币运营及应用的优势资源，共
同探索园区场景支付、硬钱包、供
应链金融、智能合约等数字人民
币特色业务及创新需求，在金融
非金融领域深度应用，实现集

“政、产、融、学、研、用”为一体的
共同创新。

工牌变钱包 园区“兴”场景
兴业银行福州分行探索新大陆科技园数字人民币应用新模式

本报记者 阮冠达

园区员工正在使用智慧工牌园区员工正在使用智慧工牌。（。（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供图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供图））

近期，一场名为“荒呼山”的艺
术展，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艺术博
物馆火热开展，现场三幅造型独
特、色彩绚丽的“太湖石”系列绘画
作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

“太湖石盛产于中国，也是这
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画作
旁，一位头戴鸭舌帽，蓄着浓密胡
须的外籍友人，正说着一口流利
的中文，与逛展的年轻人深入交
流。他是“太湖石”系列作品的创
作者弗朗西斯科，一位在榕已经
生活了 13年的意大利艺术家，中
文名字叫“令和”。

他与福州有着怎样的不解情
缘？作品背后有何故事与创作灵
感？艺术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记者有幸采访到令和。

福州，心灵的栖息地
尽管游历过上海、杭州等中

国繁华都市，但福州以其温润如
玉的特性，深深吸引了这位远道
而来的意大利人。

谈及对福州的第一印象，令
和说，与快节奏的现代都市截然
不同，福州不紧不慢的生活步调，
与他不急不缓的性格相合。于
是，2011 年，他来到福州安家立
业，一待便是10多年。

“放松的思绪是艺术家获取创
作灵感的前提。”令和感慨道，福州让
他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给予
他足够的空间去感受、思考和创作。

从名人荟萃的三坊七巷、悠
悠古韵的上下杭，再到融合中外
文化的烟台山，每一处都是他心
灵的栖息地。尤其是烟台山古典
的西式建筑，让他仿佛穿越回欧
洲，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近年来，烟台山的修缮保护
工程，让他得以了解每座洋楼和
宅院背后的故事。作为法国诗人
保罗·克洛岱尔的忠实读者，当令
和得知乐群路23号的法国领事馆

是保罗的居住旧址时，他感到无
比惊喜。“原来，福州与世界的联
系如此密切，有这么多国外名人
也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

在榕多年，福州早已成为令
和的第二故乡。性格开朗的他在
福州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他们一起玩音乐、练书法、喝
茶聊天，甚是惬意。他总开玩笑
说，自己不是“老外”，而是一名

“新福州人”。在福州待了10多年
的令和还想一直待下去，用他的
话来说，“福州是一座来了还想再
来，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中国文化，创作的新灵感
在位于仓山区的国柱文化产

业基地，令和拥有一间几十平方
米的工作室。步入这方小天地，
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各式各样的

绘画琳琅满目。其中，栩栩如生
的中国龙、惟妙惟肖的孔子肖像、
传统韵味兼具现代感的水墨画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

作为意大利艺术家，令和的
作品为何流露出浓郁的中国艺术
气息？他坦言，这源自他对中国
文化的热爱。

记者看见，令和的书桌上叠
放着许多关于儒学、道教、佛教等
的外文版书籍。交谈中，令和对
儒家思想更是如数家珍。“中国文
化博大精深，从书中汲取古人的
智慧，可以让我在工作和生活中
更好地思考。”

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非停于
表面，令和还尝试将其精髓融入
创作中。他指着一幅正在创作的
中国龙作品说，“在中国，龙不仅
是十二生肖之一，还是好运的象

征。”他希望通过作画，将好运带
给大家。

为了更好地捕捉中国文化的
神韵，他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各种中
国元素的物品，脸谱、灯笼以及舞
狮和游神的道具等，这些都是他创
作的源泉。

闲暇之时，令和还喜欢在工
作室的一隅品茶谈天。每当有客
人来访，他便会亲自泡上一壶好
茶，在茶香中畅谈艺术与文化。
在他看来，茶是了解中国之美的
门道。“艺术是一种转译的过程，
而茶是一种贴近生活的转译方
式。通过品茶可以直观感受到中
国文化的魅力。”

艺术，中外交流的桥梁
对令和而言，艺术不仅仅是一

种表达自我的方式，更是跨越国

界、连接人心的桥梁。通过艺术，
可以轻松连接起身处两地的人。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在脑
海中想象某种画面，这些画面来
自我们所见、所学、所读、所经历
的交混。”在令和看来，艺术源自
生活。近年来，他将自己在中国
的生活体验与感触，转化为一幅
幅作品，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向世
界各地的人们展示西方人眼中的
中国文化。

正如“太湖石”系列作品，是
他从烟台山古建筑庭院的太湖石
中获取了创作灵感。于是，他以
太湖石独特的窟窿造型和褶皱纹
理绘画出皮诺曹、米奇老鼠等深
受大众喜爱的卡通形象。

令和认为，艺术有一种力量，
可以让人们知道一个地方，并继
续了解那里的方方面面。他说，

“通过‘太湖石’系列作品，人们会
了解到太湖石来自中国，进而对
它的用途和背景产生好奇。”同
样，或许有一天，有人看到他的其
他作品时，也会对中国产生兴趣，
并迷恋上这片广袤、多元、美丽的
土地。

近期，令和打算创作更多关
于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现代肖
像，“我想通过创作赋予他们新
的生命，勾起更多人的好奇心，
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以及背后的
文化”。

“致力于将中国文化的价值通
过艺术传递给更多西方人。”这是
令和始终坚守的信念。近年来，除
了日常以中国元素进行艺术创作，
作为意大利 RU PROJECT 文化
交流协会会长，他还积极策划各类
艺术活动，促进中意艺术家与世界
各地之间的交流，从在意大利举办
福州日活动，到策划汉服亮相戛纳
电影节，再到带领国外艺术家探访
中国，他用艺术搭建起一座中外文
化交流的桥梁。

意大利画家令和用艺术搭建中外交流的桥梁——

异国艺魂 融情榕城
见习记者 傅亦静

令和在工作室创作令和在工作室创作。（。（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 通讯员 严晨昕）近
日，鳌峰派出所党支部联合中国电信台江分
公司党支部开展“党建翼联 为民办实事”主
题活动，晋安区景城社区党支部联合中国电
信晋安分公司党支部开展“党建引领公益活
动”，排查整治小区弱电箱安全隐患，解决无
线网络卡顿等问题，保障居民夏日用网无
忧。

“张依伯，您家这个弱电箱的线路绕在
一起，最近气温高，散热不好易引起火灾。”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和中国电信公司志愿
者走进居民家中排查隐患，并向居民讲解
网络设备维护和安全用网小知识。“志愿者
们讲授的用网小知识很实用！”小区居民王
女士竖起大拇指，为志愿者们点赞。

福州电信上门服务
保障居民用网无忧

景城社区党支部联合中国电信晋安分景城社区党支部联合中国电信晋安分
公司党支部开展公益活动公司党支部开展公益活动。（。（福州电信供图福州电信供图））

福州大学材料学院博士
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

本报讯（记者 林晗 通讯员 张婷 毕诗雨）
近期，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实
践队一行 17人，赴漳州市华安县、东山县以
及漳浦县开展以“产学研用深融合，人才培
养谱新篇”为主题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

活动中，博士实践队参观了企业，对话
一线工程师、工作人员，深入了解企业发展
历程、业务领域、发展前景等，并和部分企业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此次调研活动更加坚定了我对科技赋
能基层产业振兴的信心和决心，也让我认识
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实践队
队员在调研走访多家企业后表示，技术创新
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代青年责任
重大，应不断精进专业知识，致力于科技创
新，为实现基层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2022年9月至11月，男子张某
经人介绍，与上家取得联系。上家
让张某下载一款软件并约定，通过
该软件每“卖”1万元货物，就可赚
得佣金 30元。而该软件伪装成普
通网络购物平台，“交易”时，平台
上会跳出交易订单，订单信息包括
货品名、数量、金额，点击交易订单
后会跳出对方收款的银行卡账户、
账户名。张某操作时，先把自己的
钱转入对方提供的银行卡，完成

“买货”。之后，平台会自动出售所

购买的“货物”，并将“货款”以不同
金额分批打回张某的银行卡，从而
完成“卖货”环节。但在买卖货物
的过程中，并没有真实的货品或物
流信息。如此循环，张某利用其名
下 9张银行卡，通过上述方式不断
为上家转移不明资金。

鼓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张某明知对方的钱款是犯罪所得仍
予以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综合考虑张某的犯罪
事实和其在共同犯罪中
所起的作用及认罪悔罪
态度、退赃等情节，对其
判处有期徒刑 10个月、

缓刑1年，并处罚金3万元。

案例点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
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
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不法分子转移赃款

一男子获刑并处罚金
本报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林宗汶

法在身边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
22 日至 24 日，首届福建省托育
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厦门
举行。由市总工会选送的选手
战果丰硕，其中王黄芩、斯梦
婷、陈萱萱加入省队，将参加首
届全国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
决赛。

本月中旬，市总工会举行首
届福州市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
选拔赛，排名前列的 6名职工选
手和 3名学生选手入围省赛。在
省赛上，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获保育师（学生组）团体一等奖，

福州市职工第一幼儿园的王黄芩
获育婴员（职工组）个人一等奖，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斯梦
婷、陈萱萱分获保育师（学生组）
个人二等奖、三等奖，福州市旗汛
口幼儿教育集团软件园教学点的
郭美珍获育婴员（职工组）优胜
奖。

近年来，市总工会女职工委
积极创建生育友好型工作场
所，培育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多
元化参与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为托育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环
境。

我市托育技能能手
在省赛获佳绩

3人进入省队，将参加全国决赛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长乐祖地咏春
拳有三套拳法，分别是小念头、寻桥和标指，
一招一式都讲究技巧和技术，刚柔并济，近
身实用性强……”近日，在位于长乐区吴航
街道的福建传统咏春拳长乐祖地传习所，30
余名长乐籍港澳台青少年围在福建传统咏
春拳第七代继承人郑忠身边，听他分享咏春
祖地武术文化。

长乐籍港澳台青少年这场学习福建传
统咏春拳的课程，开启了由长乐区委统战部
主办的国情教育实地考察活动。活动为期7
天，让长乐籍港澳台青少年踏上“寻根之
旅”，探寻家乡长乐的多元魅力。

活动期间，学员们还参观了和平街士绅
馆、蒙学馆、闽江河口湿地公园等地，并体验
茉莉花茶制作等非遗传承项目，充分感受源
远流长的闽都文化、红色文化、侨乡文化等，
共同探寻家乡的历史韵味。

学习咏春武术
探寻家乡魅力

咏春拳授艺现场。本报记者 宋亦敏摄

“10点钟课堂”开课
助老人解锁数字生活技能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以“数字助
老‘安’享智慧生活”为主题的“10 点钟课
堂”网络公益活动走进台江区鳌峰街道亚峰
社区。

现场，志愿者通过案例介绍、知识科普、
答疑解惑等方式，为老年人介绍了防范网络
诈骗的技巧，深受社区老年朋友欢迎。

此次活动由市委网信办主办，台江区
委网信办承办。据悉，台江区将持续开展

“10 点钟课堂”数字助老适老网络公益活
动，帮助老年人解锁各种智能应用技能，让
老年人学习掌握在数字时代出行、消费等
方面的知识，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跨越“数字
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