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司拟出租位于福州市连江县潘渡乡
沿江大道1号贵安新天地“贵裕郡”及“贵
雅苑”房产，产权面积5908.07平方米，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租，综合议价比选，择优确定
承租方。

凡有意向者，请于2023年12月29日至
2024年 1月 15日，工作日时间每天8:30-
11:30、15:00-17:00，致电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591-87069523

招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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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两会福州两会喜迎喜迎

■记者 李晖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
从市人大常委会获悉，积极
回应代表和人民群众关切，
福州各承办单位充分尊重代
表主体地位，将建议办理工
作同推动本单位中心工作相
结合，同解决人民群众关心、
社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相
结合，努力将代表提出的高
质量建议转化为破解难题、
推动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
提高办理实效。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以来，代表们认真听取群众
意见，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
智，通过专题调研、集中视
察、走进人大代表联系群众
活动室、参与代表小组等履
职活动，聚焦福州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共提出建议469件
（大会建议440件、闭会建议
29件）。

代表们围绕市委提出
的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民
营经济强省战略，推动民营
经济做大做优做强，为加快
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的
发展目标，提出了许多建设
性意见。各承办单位积极
采纳吸收、主动作为。其
中，市商务局认真研究代表
提出的《关于积极推动金融
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的建议》，出台《关于促进
商贸行业稳增长的若干措
施》《2023年促进外贸外资

平稳发展若干措施》，促进
行业良性增长，提升福州民
营企业发展水平。

在深化社会治理、助力
乡村振兴方面，市农业农村
局结合办理代表提出的《关
于加大对助力乡村振兴企业
支持力度的建议》，持续推进

“扶持龙头壮大产业”“万名
干部下基层”专项行动，新认
定省级龙头企业46家；市水
利局结合办理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快解决我市农村饮
用水安全相关问题的建议》，
加快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作，累计铺设管网
883.55 公里，受益人口达
43.84万。

紧扣民生主题、增进人
民福祉是代表建议关注的热
点。市城管委结合办理代表
提出的《关于加强夜间灯光
管控，减少“亮夜污染”的建
议》，除正在进行节能综合改

造的部分市管道路路段外，
已将其余所有市管路段的光
源采用3000K色温的LED光
源路灯，为行车和行人提供
舒适的道路照明环境；市民
政局围绕代表提出的《关于
优化长者食堂布局，扎实推
进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建
议》《关于完善与提升福州市
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的建
议》，高规格推进长者食堂建
设工作，目前共有27家养老
服务企业承接运营173家长
者食堂，并挖掘餐饮企业中
央厨房规模化优势，将服务
触角延伸至社区乃至小区，
辐射132个社区（村），扎实推
进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

在提高生态质量、促进
海滨山水城市建设方面，市
水利局结合办理代表提出的
《关于保护闽江流域（福州
段）生态环境的建议》，持续
加强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闽江流域16个国省控
断面优质水质比例为62.5%，
同比提升6.25%；市农业农村
局围绕代表提出的《关于打
响“双世遗”福州茉莉花茶品
牌的建议》，优化茉莉花空间
布局，结合“两江四岸”景观
提升工程，打造闽江、乌龙江
沿江市花生态走廊，推动美
丽福州建设；市生态环境局
认真研究代表提出的《关于
加大河道改造建设及日常维
护管理的建议》，制定“清流
行动”方案，定期开展内河周
边污染源专项执法检查，共
发现问题 219个，完成整改
215个，进一步推进全域治水
工作，加快海滨山水城市建
设。

据了解，截至2023年12
月底，代表建议已全部办复，
代表对建议办理情况表示满
意或基本满意的468件，占总
件数的99.79%。

福州不断提高建议办理实效

469件人大代表建议全部办复
陈一新：

“金嗓子”宣传党的政策

东北街社区离退休第三党支部有两名党
员，他们的房屋仅隔了一堵墙。这堵墙墙顶的天
沟漏水问题，让两家争执了几十年，这堵墙成了

“矛盾墙”。陈一新、陈乃鸿等支部老党员得知
后，先后走访了两家，讲述了清代“六尺巷”的故
事，并提供了解决方案。最终，两家握手言和。

陈一新出色的宣讲水平和党建工作责任
心获得广泛认可。东北街社区离退休第三党支
部被评为首批省级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陈
一新党建工作室获评福州市“十佳社区离退休
干部党员党建工作室”称号。陈一新个人获得

“福州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福州市基层
理论宣讲名嘴”等称号，还被确定为首批“福建
省党史和地方志宣讲师”、首批“福州市党史和
地方志专家库”专家。

上接A1版

■记者 李锦清

“真是太好了！”昨日，得知福
州市体育局正在拟订《福州市关
于台湾地区体育裁判员和教练员
资格证书备案办法（试行）》草案，
在榕创业的台胞陈燕亭开心地说
道。

这个好消息源于林军华等14
名市政协委员在去年福州市“两
会”上提交的联名提案《关于推进
台湾地区优势体育项目执教证和
裁判证在福州地区获资格认定的
建议》。在市政协委员和福州市
体育局的不懈推动下，这个提案
有了上面的进展。

2022年“五一”期间，在市政
协工会界别联系点——福州市职
工创新创业创造中心，市政协社
法委与市总工会联合在这里开展

“履职尽责展政协委员风采，纾困
解难显工会界别担当”系列活动，
并与入驻的科技、文创等众创机

构、职工创客开展座谈会。在这
场座谈上，陈燕亭反映她在台湾
地区的执教证和裁判证无法在大
陆获得承认的问题，引起了林军
华的关注。

陈燕亭是跆拳道项目的国技
院黑带六段，看好祖国大陆市场
的她，2018年放弃台湾地区的高
薪工作，来福州创业开设跆拳道
培训馆，以跆拳道为纽带推进两
岸交流。

在创业的过程中，陈燕亭发
现了台胞在福州体育领域的创业
就业“瓶颈”——她拥有台湾地区
跆拳道协会核发的A级裁判证和
B级运动教练证，但在现行的政策
下，无法获得大陆相关部门同等
效力的平行采认。

“台湾地区核发的裁判证和
教练证的效力，如果不能获得大
陆相关部门的平行采认，一方面
在榕台胞的跆拳道培训馆做大做
强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

台湾的同行伙伴想过来创业就
业，因为没有大陆相关部门认可
的职业资格证书，也会有一定的
顾虑。”陈燕亭说，在那场座谈会
上，她说出了创业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

“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
一家园先行城市，这是福州一直
在做的事情，我们要想方设法为
来榕创业就业的台胞破解难题，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林军华说，
在座谈会上得知陈燕亭遇到的问
题后，他和另外13名政协委员协
力开展调研，最终在去年的福州
市“两会”上联名提交上述提案，
希望为跆拳道等台湾地区优势体
育项目从业人员在福州创造安
心、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

市体育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告
诉记者，去年收到林军华等14名
政协委员联合提交的提案后，他
们积极联系上级有关部门，了解
台湾地区跆拳道等体育项目从业

人员证书在大陆平行认定的政
策。但在一段时间里，由于缺少
既有政策的支持，提案的推动缺
少一个突破口。

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更加深
入和我省着力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转机在去年下半年出现。

围绕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去年11月、12月，我省先
后举办两场政策发布会，发布一
批政策举措。去年11月发布的政
策举措中，在鼓励台胞就业创业
方面，“扩大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
业技能资格范围”便包含在其中；
去年12月发布的政策中，在建设
台胞宜居宜业首选地方面提出

“建设全省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
业资格证书统一平台，颁发采信
证书全省通用。扩大台湾地区职
业技能资格直接采认范围”。

“两场政策发布会，给了我
们推动落实《关于推进台湾地区
优势体育项目执教证和裁判证

在福州地区获资格认定的建议》
很大的信心和动力，我们同市体
育局加强了对相关政策的研读
和沟通，共同推动建议尽快落
地。”林军华说。

市体育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对照我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相关政策，市体育局对包
括跆拳道项目在内的多个体育单
项展开了调研，目前正着手制定
《福州市关于台湾地区体育裁判
员和教练员资格证书备案办法
（试行）》草案。该草案将征集多
方意见，施行后将为台湾地区体
育项目从业人员的教练证和裁判
证在福州地区获得直接采认，提
供规范性渠道，助力解决体育行
业领域台胞在榕创业就业难题。

陈燕亭说：“台湾地区体育项
目人员的裁判证和教练证，能够
在大陆获得同等效力的直接采
认，这是我所期盼的，希望这一天
尽快到来。”

市政协委员提案牵线，部门积极办理破解难题

福州有望采认台胞体育裁判证教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