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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
员 刘舒婷 刘其燚）“原来跟着大
师学雕刻，这么有趣！”第一次体
验玉石雕刻的黄芷瑄开心地说。
昨日，位于中国（罗源）滨海玉石
文化城的玉石文化体验馆正式对
外开放。这是罗源县全面展现玉
石文化，加快文旅融合的生动实
践，也是将玉石雕刻传统技艺面
向群众，让“天下石、罗源工”走进
千家万户的重要举措。当日的体
验活动，获得众多市民游客赞赏。

罗源的玉石雕刻文化历史源
远流长，走出了5位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数十位国家级玉石雕刻大
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从业人员
达 1.2万人。2022年，罗源县推动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启动实施雕刻人才回归工
程。2023年1月，玉石文化城正式
开街，入驻商铺 159 间，吸引 114
名工艺美术大师及雕刻人才，涉
及原石交易、批发零售、生产加工
等业态，产业链规模初显。

“虽然街区客流不错，但与毗
邻的海洋世界火爆程度相比，玉
石街的人气还不够。”玉石文化城

业主黄先生说。
为破解“玉石+文旅”深度融

合难题，帮助商户提高经济效益，
滨海玉石文化城工作人员带着问
题赴福州、青田、济南等地走访，

最终决定打造玉石文化体验馆，
让玉石文化走向大众，让玉石价
格更亲民，让滨海玉石文化城成
为“本地人常来，外地人必来”的
会客厅，成为了破解滨海玉石文

化产业发展瓶颈的“文旅药方”。
“玉经磨琢多成器，大家别急

着刻，先把手上的石头打磨打磨，
再进行构图、刻画，一定要有耐心，
因为下‘笔’的每一步都会影响最

后的成果。”走进玉石文化体验馆，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惊石、福建省
工艺美术大师郑安、陈强等正向50
多名市民游客传授雕刻技法。大
家在大师们的指导下，以刀作笔、
以石为纸，完成个人的专属作品。

“体验者大多是学生，作品不
免显得有些稚嫩，但能将玉石文
化传播给孩子们，我们都特别开
心。”潘惊石说，馆内设置了篆刻
体验、印钮雕刻体验、个性化创意
雕刻等课程，这些较为简单，体验
者短时间内就能初步学会制作雕
刻手工艺品。

据了解，滨海玉石文化城将
以玉石文化体验馆开馆为契机，
推动玉石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一方面以玉塑旅，在县域旅
游产业中注入玉石文化内涵和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义”的传统文化底蕴，引导游客对
滨海玉石城的兴趣，同时打造滨
海研学基地。另一方面以旅彰
玉，围绕玉石文化体验馆，将玉石
雕刻全过程向群众展示，强化游
客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使其对玉
石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作为台南大学学生会会长，连
日来，林彦良正忙着清理恢复台风

“格美”过后的校园环境。“在整理
风灾后的房间时，幸运地找到了一
张第三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的明
信片。”林彦良说，他成为学生会会
长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推动两岸
青年交流。

2019年，林彦良第一次离开家
乡前来大陆，参加第三届两岸大学
生领袖营。“在那次活动中，福州向
我展示了它先进的、新鲜的、好玩
的、具有艺术感的一面，打破了我
对大陆的刻板印象。”

海青节不仅开阔了林彦良的
视野，还培养了他对福州的深厚感
情，激励着他继续了解大陆。2022
年，林彦良以组织者的身份回到海
青节，加入了第六届两岸大学生领
袖营高雄分会场的筹备工作。
2023年 3月，他再次以领袖营学员

身份来到福州，参与了“两岸社区
治理标准共通调研团”活动，探寻
基层治理新路径。

2023年 4月，林彦良随马英九
先生访问大陆，12天内走访了5个
城市，深入了解了大陆的经济和科
技发展。这份经历，更加坚定了他
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的决心。

去年 5 月，林彦良当选台南
大学学生会会长，特别制定了两
岸青年交流计划，希望与更多大
陆高校合作。今年 7 月，林彦良
参加了由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
院组织的第十
届两岸学子论

坛。
从海青节“第一站”出发，林

彦良不仅见证了两岸关系的点滴
变化，还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积
极推动者。“海青节这段经历始终
沉淀在我心里，伴我成长。”林彦
良说，他将 2019 年在海青节领袖
营上收到的一张“福”字，一直摆
放在电脑桌上，“这个特别的‘福’
字，见证了我一步步开拓视野，以
及与两岸青年共同成长的点点滴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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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建兵 陈君
沂 通讯员 叶友裕）昨日，福州市

“党建+双拥”联盟成员，市文旅局、
市双拥办、市妇联、市图书馆等单
位联合开展“艺术悦读课堂”八一
专场活动，在为“军娃”提供艺术、
阅读专属优待服务的同时，为驻榕
部队官兵打造温暖后方，营造尊军
崇军、爱军拥军浓厚氛围。

当日，驻榕部队 30 户军人家
庭，百余名军人军属齐聚市图书
馆，共同体验数字阅读展览展示、
亲子非遗大漆手工制作、儿童友好
城市宣传互动等活动。在欢乐温

馨的氛围中，“军娃”们与父母们相
伴，感受书香、品读文化，驻榕部队
的代表也享受了这份难得的家庭
欢聚和陪伴成长的时光。

福州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始
终传承弘扬“爱我人民爱我军”光
荣传统。同时，作为建设国家儿童
友好城市的参与者、体验者、见证
者，福州将儿童优先理念贯穿于城
市发展之中，推动

“儿童宜居”带动
“全家安居”。市
图书馆等市直部
门单位也积极关

心关爱军人军属，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的活动，让“书香进军营”，让文
化走进军人家庭。下一步，福州市

“党建+双拥”联盟将积极带动全市
优势拥军资源，创新双拥“一体化”
体系，多部门、多行业融合，持续关
爱服务军人军属，不断擦亮双拥品
牌，助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十
连冠”。

闽侯南通方洲幼儿园
下月投用
可提供270个学位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潘慧晶
程钊）记者近日获悉，闽侯县南通方洲幼儿园
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该项目位于南通镇中
铁城·江督府（罗洲南路西）外围，将于今年秋
季新学年投入使用，预计可提供270个学位。

该幼儿园占地面积约3500平方米，建筑
面积为3138平方米，有三层校舍，共设9个班
级，另设餐厅、保健室等教学配套室，游戏室、
建构室、综合创意室和多功能厅等特色功能
室，为幼儿创设多元课堂活动空间。

据了解，该幼儿园投入使用后主要面向
南通镇方庄村、洲头村、罗洲村、中铁江督府、
江湾悦城等周边村庄和小区进行招生，将优
化学前教育资源布局，方便周边适龄儿童就
近入学。

【人物名片】
台青代表：林彦良，台南大

学电机工程学系博士生
海青时刻：三度参加两岸大

学生领袖营活动，曾负责第十届
海峡青年节·第六届两岸大学生
领袖营高雄分会场的筹备工作。

“我眼中的海青节”系列报道

刀作笔石为纸 刻出别样精彩
罗源玉石文化体验馆开馆，打造“玉石＋文旅”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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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悦读伴成长 暖心爱护解兵忧
福州市“党建+双拥”联盟开展礼遇军人家庭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傅亦静
记者 燕晓）古籍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为何可历经百年
不散？古籍线装、经折装的制作
有何讲究？昨日，成书之旅——
古籍装帧体验活动在市图书馆举
行，众多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体
验古籍装帧，近距离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魅力。

“我国的古籍装帧艺术样式丰
富、历史悠久，经历了卷轴装、旋风
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
等形式演变。”活动现场，省非遗传
承人、古籍修复专家林凤介绍了古
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过程及特点，并
演示了线装书、经折装制作技艺，
让读者在动手体验的同时，对传统
技艺有更直观、深刻的认识。

“线装书是我国装订技术史

上第一次将零散页张集中起来，
用订线方式穿联成册的装订方
法。线装工艺精美，是雕刻版书
籍的主要装帧方式。”在线装书制
作环节，林凤一边介绍知识，一边
演示着线装书从穿针引线到成书
的全过程。

此次活动不仅让参与者触摸
到传统文化的脉搏，更激发了他们
对古籍保护与传承的浓厚兴趣。

“希望通过体验活动拉近读者与古
籍、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更希望
古籍保护理念可以走进广大读者
心中，让古籍保护工作得到更多人
认可。”林凤说。

体验古籍装帧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台青林彦良：从海青节走向广阔世界
本报记者 唐蔚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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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2024级
福建新生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昨日，国防科技大
学 2024级福建新生交流会在福州举行。今
年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的全省 66名大学本
科准新生，身披红色绶带，从国防科技大学福
建招生组老师和出席活动的嘉宾手中接过印
有“厚德博学 强军兴国”校训的录取通知书，
开始书写壮丽人生篇章。

交流会现场，2023年入学的闽籍在校学
员代表涂舒涵，与准新生们分享了入校一年
来的心得体会。“我们必将不负期望，在国防
科大接续强军报国的使命。”福州第一中学毕
业生徐卓凡作为准新生代表发言时说。

近年来，八闽学子的国防意识不断增强，
军事类院校在福建录取人数和生源质量稳步
提升，今年20所军队院校在闽共招收433人，
百分百完成招生任务。

陈岱孙先生纪念活动
在榕举行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昨日，陈岱孙先生
纪念活动在闽海百年历史纪念馆举行，福州
市新店中心小学、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等近百人参与，旨在
学习陈岱孙先生的爱国情怀、高尚品德、宗师
风范，传承、弘扬他所代表的中华儿女优秀文
化精神。

陈岱孙原名陈总，1900年10月出生于仓山
区螺洲镇的书香世家“螺江陈氏”家族，帝师陈
宝琛是他的伯祖父。1927年陈岱孙被聘为清
华经济系教授，1929年兼任清华法学院院长。
1953 年 10 月调入北大经济系，任系主任至
1984年。诲人不倦的他，80多岁还坚持上讲
台，95岁仍主持博士生答辩。1997年7月27日,
陈岱孙先生去世。在清华园，陈岱孙铜像基座
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
事，就是教书。”此语足令世人景仰千秋。

活动现场，闽海百年历史纪念馆副馆长
许宏锦分享了陈岱孙先生的生平事迹，介绍
了他刻苦求学、辛勤执教的一生。“陈岱孙先
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奉献于教育事业，是
所有教育从业人员的终生榜样和标杆。”许宏
锦说。

部门依规办理企业
投资项目核准手续被诉
法院：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报记者 曾建兵 通讯员 张小凤

多年前，陈
某通过司法拍卖
竞得A广场地下

一层商业用房。日前，第三人李先生向发改
局提出某医院项目的申请，并载明该项目用
房为租赁A广场一层及二层部分区域房屋，
并提供相关文书。发改局收到申请，向项目
涉及的多家单位发出征询意见函，征求各单
位意见后，按相关规定作出批复，同意建设某
医院项目。但陈某要求撤销该批复，并将某
发改局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发改局结合该区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暨医疗机构设置“十四五”规划与
第三人制作的医院项目申请报告，按照《企业
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作
出的批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
正确。而陈某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发改局的批
复明显不当，最终判决不予支持陈某的诉讼
请求。

案例点睛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

六条第一项规定，企业办理项目核准手续，应
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目申请书。项目申请书
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企业基本情况；（二）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
模、建设内容等；（三）项目利用资源情况分析
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四）项目对经
济和社会的影响分析。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
九条第二款规定，项目涉及有关部门或者项
目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职责的，核准机关应
当书面征求其意见，被征求意见单位应当及
时书面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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