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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租售

好店面出售联系电话18960905275

中盐福建盐业有限公司现有约
1800㎡厂房出租，位于福建省
闽侯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岭路5号，
联系方式：13559169813

房产信息

荆溪厂房空地2000可割13950289718

▲福建巨凡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闽GB1689车道路运输证，证号：
闽交运管明字350428203372号，
声明作废。

▲福州市鼓楼区致美皛白净医
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遗失福州
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
年11月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350102MAC4J1JBX4，声明作废。

专业空调拆装清洗维修加氨
海都公司加氨维修

87229665有证

空调维修

▲福州市马尾区岐食港鱼庄，
不慎遗失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 11
月5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壹本，许可证编号: JY
23501050048235，现声明作废。

▲闽 AS7075（证号：35012120
5823）、闽 AS2882（证号：3501
21205149）、闽AS7250（证号：
350121205824），以上营运证丢
失，声明作废。

▲ 福州市台江区情缘咖啡屋遗
失福州市台江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3年3月7日核发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码：
JY23501030182010，声明作废。
▲闽AU791挂 (黄色)的道路运
输证号，证号：350102205859，
声明作废。
▲福州市鼓楼区小草餐饮店遗
失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22年12月7日核发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为
JY235010201170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福建金品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公 章 丢 失 ，编 码 ：
3501050035680，声明作废。
福建金品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1日

▲父亲林政、母亲黄梓纯遗失
其女林牧白的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T350433111，声明作废。

▲福建天普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闽AU7560 (黄色)的道路运输证，
证号：350130200411，声明作废。

▲屏南县老高食品经营部不慎
遗失屏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12月5日核发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3509230017421，声明作废。

▲ 闽 AR5039 榕 字 3501822
01193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福州市仓山区华溢
茶叶店不慎遗失福州市仓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1月22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350104
0143708，声明作废。

▲福州源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21年8月4日核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码：
JY235010202007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张笛遗失香开连
天花园5#2103购房款、地下一
层265#车位款收据，日期：2018
年3月28日，金额：287157元，
收据号：0002288；日期：2018年
3月28日，金额：141745元，收
据号：0000637，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分公司有价单证遗失
声明: 单证代码：000000Y27
604，单证名称：人身保险投
保书（70版），流水号：000270
00036506至00027000037535 ，
单证代码：000000Y27607，单证
名称：人身保险投保书（73版），
流 水 号 ：00027300026154 至
00027300026156，以上有价单
证号段中领出未使用的，声明
遗失并作废。

▲福州市仓山区王强自行车修
理店遗失仓山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2018年12月25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2350
104MA32D50M9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福州高新区南屿新佰味餐饮
店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码 ：
35012110059510，声明作废。
福州高新区南屿新佰味餐饮店

2023年11月21日

▲福建鑫祥源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由中国（福建）自由
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管理委员
会于2020年11月21日核发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证号：D335199928。特此登报。

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
院副教授陈瑜、福建师范大学社
会历史学院2022级学生谢彦，和
专家学者们围绕“传承侯官文化
精神 书写教育强国福建篇章”主
题，阐释了侯官文化厚重的历史积
淀、清晰的发展脉络、独特的精神气

韵、丰富的时代内涵、重大的育人价
值，呈现了侯官文化的吸引力、亲和
力、凝聚力、创造力。

“‘两个结合’视域下的侯官
文化大众化国际化传播”“侯官文
化与新时代福建精神”“侯官文化
的传承发展”3个分论坛同时举
行，分别由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
林大学、福建江夏学院承办。

美术与书法展
展现侯官精神

开幕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
在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展出的

“闽人智慧 侯官精神”——侯官
文化主题美术与书法展。

展览展出130余幅作品，分为
“侯官文化名人题材主题创作”“侯

官人文景观主题创作”“侯官文化
主题书法创作”3个板块。展览紧
扣侯官文化主题，以福建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收藏或师生、校友创作的
作品为主，包括馆藏的林则徐、陈
宝琛、严复、林长民等近代侯官名
人书画作品，范迪安、徐里、林容
生、王来文、卢志强、汤志义等闽籍
书画名家作品，以及向全省各高校

征集的侯官文化主题艺术作品，全
面展现了侯官文化的历史底蕴、文
化内涵和时代价值。

主办方还开展了“寻访侯官文
化”现场考察，组织参会人员考察
中国船政博物馆、三坊七巷历史文
化街区、闽侯县上街镇侯官村等
地，了解侯官文化赓续千年的独特
魅力。

上接A1版

线上线下结合 侯官论坛举行

弘扬侯官文化 青春筑梦再出发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2022级本科生谢彦

谢彦认为，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上，侯官精英辈出，他们怀抱着“吾奋吾力，
合群图强”的社会理想，探索救亡图存之
路，引领一代风气之先。

正因如此，“侯官”不再是一个普通的
地名，而是升华为精神层面的文化标识，
潜移默化在侯官人的骨血之中。无数侯
官青年追寻着先贤的脚步，在新的起跑线
上筑梦远航。

晚清时期，侯官先贤倡导“新学”，新
式学堂遍地生根，让侯官成为优秀人才成
长的沃土。116年前，陈宝琛先生带着“莘
莘学子，重任在其躬。看他日教育救国，
万口同归功”的殷切期盼，创立了福建师大前身校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福建现
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福建师大走过的百载春秋，正是中华民族寻求教育兴国的
生动写照。

院士专家和高校师生探讨侯官文化
在第二届侯官论坛上，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代表围绕“传承侯官文化精神 书写教育强

国福建篇章”的主题进行了探讨。以下是记者摘录的部分嘉宾的发言内容。
■记者 徐文宇/文 林双伟/摄

“因为我是侯官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东昕

“我出生于福州闽侯县祥谦镇，长
期从事医学研究，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受邀参加第二届侯官论坛，
我欣然应允，因为我是侯官人。”

林东昕表示，他曾在闽侯二中上
学。闽侯二中的前身是“陶南书院”，
它的创办者就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创
办者——清朝帝师陈宝琛先生。因
此，到福建师范大学来，他感到格外
亲切。

福州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他对家
乡有很深的感情。林东昕说，他在家
乡度过的青春时光，是他人生中最美
好的回忆，是他珍藏在心底的宝贵财
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熏
陶，对他一生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
作用。因此，无论是在国外留学和访
学，还是在北京和广州等地工作，他对
家乡始终怀着一份特殊的眷恋和思
念，始终感受到家乡侯官文化的滋养
和影响。

“本届论坛的举办，对于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并弘扬侯官文化
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科学精神、严谨
治学、创新创造、实干担当等宝贵精神，
进一步扩大福建在经济发展、教育和科
技等领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具有重要
的意义。”林东昕说。

“更多西方人该来东方看看”
福建首位外籍永久居民、“中国友谊奖”
获得者潘维廉

“我第一次了解福州古老的侯官文化，是在
见到‘林则徐’的时候，我还和他一起吃了饭！”

潘维廉语出惊人，然后他解释，他说的是
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林则徐》中扮演
林则徐的演员，而他当时扮演的是乔治·懿律。

在林则徐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家中，他
与林则徐的后人进行了交谈。当时对方已经
十分年迈，甚至无法从床上起身，他为打扰而
感到抱歉。

潘维廉说，他认为这位林则徐后人是一
位真正的绅士，当时在床上礼貌地问好，并为
自己不能起身奉茶而致歉。潘维廉被深深地
感动了，但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是他最喜欢
的中国历史英雄之一的后代。

潘维廉认为，侯官能够孕育出林则徐、严
复这样的开拓者，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
至少在5000年前，侯官人就在历史上留下了
自己的印记。新石器时代的昙石山遗址距今
已有5000年的历史。

侯官之所以能孕育出如此伟大的人物，
主要是因为侯官重视文化和教育，侯官也因
此被誉为“海滨邹鲁”。恐怕很难找出在哪个
领域“侯官文化”没有造福于中国和世界。而
且，福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
略枢纽，他相信侯官的未来将比它辉煌的过
去更加灿烂。

潘维廉期待更多地了解并与世界分享侯
官文化，“以前有‘严复西游’，现在是更多的西
方人该来东方看看的时候了。”潘维廉说。

“侯官是精神层面的标志性符号”
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副教授陈瑜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侯官’不仅是一个
地名，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标志性符号。”
陈瑜表示，侯官文化蕴含胸怀天下、民族自
强的爱国主义精神，黜伪崇真、求是尚实的
科学实践精神，中西汇通、艰苦钻研的严谨
治学精神，勇于破旧、开拓进取的创新创造
精神，脚踏实地、敢想敢为的实干担当精神。

地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由其精
神内核决定。文化精神内核在不同历史阶段
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决定了人以何种形式投
入时代变革，这正是文化的时代价值所在。

陈瑜认为，福州大学城有福建省内最
集中的科教资源与科技创新力量，落地13
所高等院校，每年向社会输送20余万专业人才。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应充分认识
侯官文化在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全面挖掘侯官文化的当代价
值，增强广大师生及科创人才对区域文化的历史认同和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自
强。

新时代，大力弘扬侯官文化，充分认知侯官文化及其精神在当代的整体性价
值引领作用，可以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福建方案、福建智慧、福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