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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木易
通讯员 李煜晗 陈何畏

福州晚报讯 昨日，福州肉燕博物
馆开馆仪式在青口镇后福村举行。

福州肉燕博物馆由占地600平方
米院落式古厝打造而成，是全省首个
以肉燕为主题的博物馆。

据了解，20世纪60年代初期，燕
皮制作技艺在后福村迅速传播，从业
村民达到50多户。2018年，后福村成

立福州福榕燕食品有限公司，年产值
一度达到500多万元。

在肉燕博物馆，游客可以体验传
统的燕皮制作工艺，品尝肉燕，了解后
福村肉燕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历
程。

活动现场，后福村与闽侯县青口
小学学区、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联
合举行授牌仪式，三方将在后福村共
同打造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大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记者 林铭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教育局
获悉，2024届公费师范生专场双选会将
于11日在仓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双选会招聘对象为2024届教育部
直属重点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及 2024
届福建省内高校福州生源公费师范生。

应聘人员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简历、高校入学时与生源地省级
或市级教育主管部门签订的《培养就业
协议》、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及大学期间学
业成绩单、就业协议书等应聘材料，于当

天13:00入场完毕，未到场者视为自动放
弃招聘资格，

双选会采用供需双选、直接考核的
办法，择优聘用。应聘人员根据本人教师
资格证学段、学科类别到用人单位招聘报
名处报名、考核。一人可参加多个单位的
考核。2024届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
公费师范生报名后，可由市教育局推荐到
市属学校或各县（市）区教育局对接考核。

用人单位对应聘材料审核后，可结
合面谈、组织片段教学、回答专家提问、
技能测试等方式进行直接考核，确定拟
聘用人选。

■记 者 赵铮艳
通讯员 台融君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
获悉，合春巷杨氏家祠等17
处建筑已列入台江区第二批
传统风貌建筑名单。至此，
台江区共有 23处传统风貌
建筑。

此次公布的第二批传统
风貌建筑，包含上下杭历史
文化街区杨氏家祠等15处，
南公河口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路通街46-48号1处，苍霞特
色历史文化街区依春酒库旧
址1处。建筑类别包含传统
民居、金融商贸建筑、工业遗
存等，充分展现了台江区商
贸繁荣的历史特色。

其中，杨氏家祠位于合
春巷 6号，建于民国初年，
是合春杨氏家族第三代杨
文畴在事业顶峰时兴建的
合院式古民居，目前在修
缮。

依春酒库旧址位于德

镜弄 4号，外观为三层青砖
楼，内部为木质构造。新中
国成立前，苍霞洲德镜弄的
依春酒库和白龙庵的玉春
酒库、南门外马道街的瑞春
酒库，以及仓前山洋洽的民
天食品厂，并称“福州四大
酒库”。

台江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台江区将加强对传统风
貌建筑的保护管理，更好地
传承历史文化、保留历史记
忆、彰显地域特色。

福州肉燕博物馆开馆

台江新增17处传统风貌建筑
涉及上下杭、南公河口、苍霞等地 公费师范生双选会11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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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赵铮艳
通讯员 许流钦

福州晚报讯 昨日上午，
2023年福州市“十佳精美小
街巷”评选结果揭晓，市城管
委组织了授牌及经验交流活
动。

十佳精美小街巷是：中
山路（鼓楼区）、利桥古街（福
清市）、香槟路（晋安区）、亭
下路（仓山区）、井美巷（长乐
区）、圣水街（罗源县）、浮桥
头街（闽清县）、茶山路（马尾
区）、秘书巷（鼓楼区）、青年
横路（台江区）。

根据市委市政府 2023
年为民办实事工作要求，市
城管委牵头各县（市）区开展
10条市级精美小街巷创建工
作。通过调查摸底，各县
（市）区梳理出拟创建小街巷
共146条。经过近一年的部
署推动、达标验收、网络投
票、实地考评，市城管委最终

确定评选结果。
昨日，记者跟随市城管

委、各县（市）区城管局相关
人员，参观了亭下路、香槟路
和中山路。这些小街巷实施
绿化花化美化以及市政精细
化管养、立面改造等，有效净
化视觉空间，改善街巷整体
面貌。

经验交流活动中，鼓楼
区、晋安区、福清市的城管部
门分享了精美小街巷创建
经验。例如，鼓楼区注重数
字科技赋能，通过城市运营
数字化、“门前三包”电子
化、垃圾分类智能化、街面
管理可视化等 4项措施，围
绕“鼓楼智脑”系统，实现街
巷市容、环卫、垃圾分类、市
政等工作全要素管理；晋安
区城管局以“党员红+城管
蓝”为抓手，在香槟路设立
集党建宣传教育、城管定点
值守、业务政策咨询、协商
议事座谈、社情民意收集、

公益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
体的城市管理驿站，面对面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福清市注重深挖街巷历史
文化，讲好街巷故事，利桥
古街现代与古朴相碰撞、公
益与文明相贯通、文化与商
业相融合。

“小街巷惠及大民生。”
市城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小街巷提升改造要从街区功
能、惠民利民、周边景观等综
合考虑，尊重文化、保持特色
的同时，美化街巷环境，使其
成为充满生命力且富有多样
性的公共生活场所，实实在
在造福市民群众。

据介绍，我市今年将开
展新一轮创建活动，抓实背
街小巷管理提档升级，再
评选出 10条市级精美小街
巷，力争“串点成线、连线
成片”；积极引导市民群众
参与，形成共建共享新格
局。

福州评出“十佳精美小街巷”
看看在不在你家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