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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台江区上海西新村地块搬迁，
原上海西新村 155#楼 510 单元丁宝珍、
155#楼 209单元郭勇韬、156#楼 205单元
林志行、156#楼 609单元林永光、155#楼
710单元梁宗辉、黎明新村1#楼601单元邱
秀芳等6个租户提交申请及相关申请材料，
经审核符合购买安置房产权资格条件。现予
公示，如有异议者请在15天内向我司提出。

联系人：练先生，联系电话：28312710
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0日

上海西新村房屋征收第二
批公房购买资格的公示

“刚搭上高雄的车，回家路上就
在想领袖营的大家了。”17日，第八
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落下帷幕的第
二天，台南大学学生会会长林彦良在
朋友圈中发出一条动态。作为参加
了四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的“老营
员”，每次活动结束，他心中总有许多
不舍。

这些年，领袖营见证着林彦良的
成长，他也见证着领袖营的变与不变
——变，是领袖营的“朋友圈”不断扩
大，影响力不断加强；不变，是推动两
岸青少年深度融合交流的热情、初心
不变。

今年是两岸大学生领袖营举办
的第八年，参与成员均为两岸高校学
生会负责人，包括台湾高校学生会、
学生议会、社团等学生组织的主要干
部。在两岸“你来我往”的交流新常
态中，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寻找共同记
忆中增进心灵契合。

从新朋友变旧相识
友谊更深了

8月11日上午，在第八届两岸大
学生领袖营开营仪式上，来自台湾大
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曾湘菱作为台湾
营员团长接过营旗。第二次参加领
袖营，曾湘菱有了更多的期待，不仅
仅是对活动本身，还有与福州朋友们
的相聚。

“每次见面后，就开始了怀念的
倒计时。”时隔一年，再次见到闽侯县
乐志社工服务中心社工钱小榕时，曾
湘菱给了好姐妹一个大大的拥抱。

五年前，曾湘菱曾是乐志社工服
务中心的一名实习社工，考虑到台湾
的社工行业起步相对较早，钱小榕为
曾湘菱分配了带领社区青少年团队
的任务，参与到青平乐青少年志愿服
务团队的组建工作中，两人也因此成
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实习结束，回到台湾的曾湘菱始
终与钱小榕保持着联系，虽然无法见
面，但对彼此的关怀和对社工行业的
探讨一直没有中断。去年，曾湘菱借
着第七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的机会
再次来到福州，多年未见的好友钱小
榕也专程从闽侯赶来赴约。

今年，两姐妹再次跨海相会，回
忆过去，畅谈未来。“大陆社会工作领
域起步快，发展迅速，未来我也希望
用自己在台湾从事社会工作的经验，

参与到大陆社区营造中。”曾湘菱说。
有的人从新友变旧交，有的人初

见如故知。来自台湾中正大学的黄
郁涵是曾湘菱同专业的好友，今年在
曾湘菱的邀请下，黄郁涵首次参加领
袖营的活动。令她惊喜的是，室友陈
榕钦恰好是福州本地人。“一开始总
是对对方有很多好奇，但聊多了才发
现大家都一样，都爱用‘小红书’，爱
听周杰伦的歌，爱喝奶茶。”黄郁涵
说，两个人从兴趣爱好聊到学术研
究，再到今后的就业方向，常常凌晨
两三点才睡觉。

“领袖营之后我对工作生活的方
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明确的规
划”“通过领袖营我认识了许多两岸
的好朋友，为我们交流搭建了桥梁”

“领袖营是一个很温暖、有爱的地
方”……不论是第几次参加领袖营，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段回忆在心底
里珍藏。

经过八年的打造，两岸大学生领
袖营累计有百所台湾高校的702名学
生、百所大陆高校的285名学生参加，
是参与人数最多、高校覆盖面最广的
两岸大学生领袖交流活动。两岸青
年的友谊之花，在闽江畔璀璨绽放。

从历史文化到科技创新
领域更宽了

从“首来族”到“老朋友”，林彦良
始终记得 2019年初次参加领袖营的
感受——兴奋激动，对一切都充满了
好奇。

“参加第三届两岸大学生领袖
营，是我第一次到访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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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彦良说，领袖营让他对
大陆不再陌生，他也习惯了将每年的
8月份预留给领袖营。2022年，林彦
良参加两岸大学生领袖营高雄分会
场的筹备工作，从一名参与者成长为
组织者，带领新学员深入福州、共同
追梦。

跟着领袖营的足迹，林彦良到访
过文脉昌盛的三坊七巷，感受过博大
精深的闽都文化，体验过滨海新城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日新月异，了解过
两岸在社区治理上的成功经验……
对于林彦良来说，每一届领袖营都在
推动两岸融合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迈进。

尽管参加领袖营的学员来自两

岸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但每每问起
此行的收获，总能听到肯定的答案。
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的赵天恺第三次
参加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学习电子工
程专业的他，对于大陆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有着浓厚兴趣。

“此次领袖营活动中，我们参观了
东南汽车，工厂里自动化、智能化的生
产设备让我既震撼又兴奋，也让我感
受到大陆市场大、发展快，年轻人创业
大有可为。”赵天恺说，从第七届两岸
大学生领袖营开始，活动加入了就业
方面的内容，进一步了解台青就业意
向与规划，精准推介就业政策。

在通过领袖营第一次来大陆的
台湾政治大学学生胡心宁眼里，这次
行程更像是一次“发现之旅”，他们游
览古色古香的坊巷，也体验新能源汽
车、移动支付。“在福州，我们看到传
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转变了对大陆
的固有认知。”胡心宁说。

从文化寻根到科技发展，从基层
治理到展望未来，两岸大学生领袖营
举办的这八年间，两岸融合大步向
前，两岸青年的交流正以前所未有的
深度和广度展开，生动体现两岸青年
交流往来生生不息的澎湃动力。

从福州迈向全国
影响力更大了

在本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的队
伍中，来自台北艺术大学的吴沁怡显
得十分醒目，她总是背着单肩包，揣
着一支笔、一本本子边走边画。在她
的笔下，有两岸成员们嬉戏打闹的身
影、有福州烟台山古今交融的风光、
有南平武夷山自然和谐之美……一
张张速写作品，成为领袖营走出福州
向外拓展影响力的印证。

从第五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开
始，领袖营的影响范围就走出闽台，
扩展至全国。两岸学员分为 8个小
组，在北京、上海、高雄等8个两岸重
点城市，以聚力新发展、探索新征程
为主要内容，结合学科专业、城市发
展进行分主题调研。

近两年，领袖营的集中活动还从
福州向南平、宁德、莆田等城市延伸，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感受到大陆惠
台利民的政策，唤起他们求学、就业、
创业的热情。据统计，活动举办八年
来，两岸大学生领袖的足迹遍布两岸
15个城市，行程达 4万公里，活动的
影响力、影响范围持续提升。

“在领袖营的经历大大拓宽了我
的视野，也让我有机会在去年随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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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更加坚定了我推动
两岸青年交流的决心。”林彦良说，现
在他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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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朝一日我希望
自己能来大陆就业，目前已经在寻找
到高校担任教职的机会。”

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
八年间，在两岸大学生领袖营的每一
次握手、拥抱，都传递着同根同源的同
胞情深，彰显着两岸融合发展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吴其法 陈成志）16日12时，福建迎
来开渔。连日来，在全国海洋大县
连江，活蹦乱跳的海鳗、肥壮的螃
蟹、鲜活的章鱼等第一批海鲜已被
运到码头，已在岸边等待多时的收
购商和食客们，终于迎来了开渔后
的第一网鲜美，迫不及待地将“头
口鲜”送上各地餐桌。

千帆竞发开渔去，鱼虾满仓丰
收归。18日傍晚，在黄岐国家中心
渔港陆岛交通码头处，人群熙攘，
吆喝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只见海
面上，十余艘返航渔船划出道道白
浪，满载而归；码头上，一艘艘活鲜
运输船陆续进港，船上的渔民通过
人工接龙的方式，将螃蟹、章鱼、海
鳗、海螺等海鲜运送上岸，然后按
大小进行分拣、装筐、过秤，再装上

活水运输车，准备运往连江本地、
马尾，以及浙江等省内外市场。

“这艘船运载了花蟹、三眼蟹、
章鱼等渔获，重量在 3吨至 4吨左
右。”渔民董先游告诉记者，卸完货
之后，他们要趁热打铁，继续出海
捕捞。

据悉，渔船在海上按编组进行
生产，每组有 10 艘船左右，其中 1
到2艘为大马力运输船，俗称“赶鲜
船”，每天主要负责将组内其他渔
船的渔获集中运往岸边批发，让海
鲜从浪尖直达市民“舌尖”。一般
来说，渔船靠岸 24小时内，市民就
可以品尝到全国海洋大县最鲜活
的海鲜。

当地经验丰富的渔民陈清兵
告诉记者，由于渔民在海上作业类
型不同，因此收获的渔获也有所不

同。笼壶作业渔船的渔获多为螃
蟹、章鱼等活鲜，张网等作业渔船
的渔获多为鲳鱼、带鱼等经济鱼
类，产量大，却不易存活，需要用冰
块将其冰鲜，一般两天集中运回一
次。

“休渔期过后，可以明显发现
渔获种类变得更多了，而且个头肥
大，品相特别好，这次出海捕捞可
以说是大丰收。”渔民李发兵表示，
开渔之后渔获大量上岸，不仅品质
好，而且价格要比开渔前的冷冻制
品来得便宜，深受市场欢迎，他们
共有 8艘生产船，2艘运输船，每天
可以收获 30 吨至 50 吨不等的渔
获，供不应求。

连江黄岐镇船管站站长林孝
铿介绍，现在是开渔后第一网鲜上
岸，第一批归来的是张网和笼壶作

业类型渔获，数量有限。预计 8月
23日前后，桁杆拖虾、刺网、灯光围
网等作业类型的渔获将大量上

岸。届时，连江海鲜市场供应量将
翻几番，海鲜价格预计将更加亲
民。

连江渔民捕获海鳗。（连融媒供图） 榕32家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信用评价结果为A级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近日，省住建厅
公布 2023年度全省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信用
评价结果，福州有32家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信
用评价结果为A级。

今年 4月，省住建厅组织各设区市房屋
征收部门对辖区内已在省住建厅、福州或厦门
备案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开展2023年度信用
评价。经各设区市房屋征收部门评价，共有89
家单位信用评价结果为A级（最高等级）。

开渔第一网上岸“头口鲜”热销
海鲜价格近期将更亲民

（上接1版）
可门园区继续亮出“独门秘

籍”——联合中闽国富基金探索
“政府+基金”招商模式，由基金机
构建立高匹配度、低风险性的招商
图，形成动力电池上下游企业画
像。经过多番洽谈，作为宁德时代
配套项目，溥泉新能源成为可门园
区高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的首
个入驻项目。以溥泉项目为支点，
沿锂电池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先后撬动上游硅砂材料，中游正极
材料、负极材料、辅助材料，下游电
池梯次利用项目接连落地。截至
目前，已经引进胜华、中福等 10个
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

祺添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这

家总部位于江苏、致力于生产锂离
子电解液添加剂的企业，将技术做
到了国内领先。2021年，公司与可
门园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建设全
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锂电池电
解液添加剂生产基地。

“一期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待
一期和二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
将为园区贡献 20亿元产值。依托
园区完善的配套设施，项目毛利将
超过30%。”3年前，福州祺添新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晓文从江苏
来到福州，一头扎进建设现场。

在转型升级加速延链的同时，
可门园区精细利用驱动塑链，充分
利用申远己内酰胺项目上游产出
的发烟硫酸、氨、氢气等副产品，配

套引进以这些副产品为原料的高
附加值项目。连江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刘然介
绍，一方面，加快推进恒申电子特
气、申芯湿电子等高端电子级化学
品项目建成投产，有力拓展精细化
工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从零开始，
布局高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逐
步引进溥泉新能源、祺添锂电池电
解液添加剂、胜华等上中下游全链
条项目，构建“一园两基地”，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待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达产
后，年产值将超 2500亿元，加速奔
向千亿临港产业新城、国际一流亿
吨大港，为强省会建设不断贡献连
江力量。”刘然表示，如今，可门园

区聚集了近40家民企，全球最大己
内酰胺生产基地日夜运作，全球最
大锂电池绿色循环利用基地加速
成形，两大千亿级产业“双链共
舞”，一个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全要
素支撑有力、新经济蓬勃发展的产
业高地，正在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获得感】
福建东禾晟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林杰：
作为绿色纺织产业园首家动建

及投产企业，东禾晟实业是“政府+企
业”合作模式下的受益者。得益于园
区“政企共建”和“政务绿色通道”运
营模式，由园区统一配套水、电、蒸

汽、污水处理、员工宿舍等设施，极大
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在此模式下，我
们真正实现了“拎包入驻”。

福州祺添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总经理林晓文：

我们一期项目的建设，得到了
连江县人民政府以及可门园区的
大力支持。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
甲类化学生产企业来说，双路用电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门园区
靠前服务，竭尽全力为我们提供保
障。此外，可门园区服务中心的干
部们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一切围
着企业转，一切围着项目干，打造

“产业园区就是产业链，左邻右舍
就是上下游”的发展格局，助力我
们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两岸青年交流 动力生生不息
——八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回眸

本报记者 叶欣童

领袖营结营晚会上领袖营结营晚会上，，两岸青年合影留念两岸青年合影留念。。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华摄包华摄

领袖营结营
晚会上，两岸青
年热情拥抱，相
约来年再聚。

本报记者
包华摄

连江可门崛起世界级产业集群

领袖营的
营员们在心愿
墙 上 留 下 福
袋 ，互 赠 美 好
的祝愿。

本 报 记 者
包华摄

“信用+企业服务”试点
走进元洪功能区

本报讯（记者 钱嘉宜 通讯员 陈凯婷）
近日，福清市发改局携手福州新区元洪功能
区管委会在园区开展“信用+企业服务”试点
活动，通过“信用修复”专题培训讲座、助企
增信“大礼包”等，帮助企业开展信用修复。

讲座以信用修复政策解读为切入口，从
企业需求出发，重点讲解了信用修复的条
件、流程及要求，普及线上线下“信用修复一
件事”办理途径，对企业日常经营中可能遇
到的信用问题提供了详细解答和解决方案，
使参与人员深刻认识到信用对企业生存和
发展的重要性。

此次活动还详细介绍了如何获取“信易
贷”平台上的银行金融产品信息和发布融资
需求，帮助企业利用信用信息拓宽融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