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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马丽清
通讯员 江超云

福州晚报讯 选房、签约、缴
费……昨日，廖先生成为第一名
享受到马尾区台胞保租房政策
的台胞。

工作人员带领廖先生查看
了马尾区台胞保租房的设施，并
介绍入住前的准备工作。记者
在现场看到，冰箱、洗衣机、热水
器、空调、抽油烟机、衣柜、沙发、
餐桌……房屋内，基本生活所需
的家电、家具一应俱全。在福州
打拼多年的廖先生，参观后很是
满意，决定当日就搬入新家。

近年来，福州先行先试，加
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先行城市，取得了良好成效。马
尾区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此前
发布了《福州市马尾区就业创业
台胞住房保障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鼓励支持台胞来马尾区就
业创业，帮助解决就业创业台胞
住房问题，切实打造台胞台企登
陆第一家园先行区。

方案实施“随时申请、马上
受理、快速配租”的原则，马尾区
面向就业创业的台胞推出首期台
胞保租房。这批房源位于马尾区
乐业路26号翡丽公园，有45平方
米、60平方米、75平方米的户型
可选择，具有地段优越、户型多
样、租金优惠等特点，且交通、商
业、教育等配套齐全。租金方面，
对符合配租标准的面积实行减免
30%的市场化租金标准。

马尾区还推出了台青短期
求职免租房。住宿点位于马尾
区乐业路26号翡丽公园，共有5
套60平方米左右的免租房，共
10个床位，可实现拎包入住。
45周岁以下、有意来马尾区就
业创业的具备大学本科学历及
以上的台湾青年，可申请最长不
超过6个月的求职过渡期免费
住宿。

■记者 马丽清

三坊七巷内有一座融合福州
特色与台湾元素的老建筑——福
州台湾会馆，这里周末经常成为
在榕台胞的聚集地，被他们亲切
地称为“台胞之家”。

100多年前，它是台湾士子参
加福建乡试、进京会试的“中转
站”，承载着两岸同宗同文、同根
同源的血脉深情。

100多年后，它成为榕台同胞
增进乡情乡谊、共诉家国情怀的
重要场所。

近日，福州评出第二批17个
“台胞寻根示范点”，福州台湾会
馆上榜。本报《台胞寻根工程》专
栏第11期讲述福州台湾会馆的两
岸缘。

台湾科举学子“中转站”
步入福州台湾会馆，映入眼

帘的是象征着“两岸一家亲”的
“连心桥”，敞亮的中堂挂着下榻
会馆、以文会友、挑灯夜读、赴考
应试四幅动态画卷屏，诉说着台
湾士子的赶考故事。在二进大
堂，“闽海钟声启发性灵数百载，
中华文运绵延道统五千年”楹联
道出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

福州台湾会馆亦称“两郡试
馆”，1883年由福建台湾兵备道兼
提督学政刘璈提议所建，1884年
在福州中山路贡院附近建成，为
清末专供台湾士子来榕参加福建
乡试、进京会试的栖息之所。

当年是出于何种目的，在福
州建立台湾会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
设府，隶属福建，开始设立官学，
全面推行科举制度。台湾秀才须
赴省城福州参加乡试，中举后可
赴京师参加来年会试。

“明清两代，乡试每三年一
次，一般在8月举行，为了避开台
风季节，台湾士子通常三四月就
抵达福州。其间或赁屋而居，或
投靠亲友，很不方便。”福州台湾
会馆负责人、福州市台湾同胞联
谊会秘书长蔡华说。

台湾学子经历波涛汹涌的颠
簸、跨海应试的居住艰辛，牵动了
福建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刘璈
的心。他于1883年筹集1.5万两
白银在福州贡院附近（今鼓楼区中
山路附近）购地，兴建了台南、台北

“两郡试馆”，1884年建成，1885年
乙酉科乡试投入使用，可住300余
人。同时，他还提银3000两，在北
京购建台湾会馆，供台湾举人赴京
参加会试时暂住。

两岸携手复建台湾会馆
据统计，科举制度在台湾施

行的200多年间，共产生了33名
文进士、306名文举人，涌现不少
师生同榜、一门六举人、父子进
士、舅甥进士、翁婿进士等佳话。

台湾彰化士子陈肇兴，首次来
福州应试就一举中第，当他看到自
己的名字被高挂于“全闽第一楼”
的鼓楼之上，十分激动，写下《第一
楼观榜》的诗作表达兴奋之情。

台湾学子许南英，第三次到
福州参加乡试时，成为首批入住
台湾会馆的士子，也正是在这一
年，他终于乡试中举。“卖藕小娃
犹认得，笑余三度到榕城”的诗篇
因此成名。

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历
经时代变迁，福州台湾会馆原址
已不存，福州市于2018年择现址
复建福州台湾会馆。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2019
年7月，福州市台联组织福州市中
华传统文化交流访问团一行16人

赴台湾开展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和
复建福州台湾会馆考察调研。得
知福州台湾会馆复建，许多台湾民
间人士捐献出珍贵的文物史料。

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复
建后的福州台湾会馆于2020年11
月落成揭牌。目前，馆内展示文物
史料400多份（张），详尽展现闽台
科举制度的渊源、榕台民众交流
交往的历史，让参观者更加真切
地感受到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

打造两岸交流合作新平台
在新时代，福州台湾会馆不再

是科举考生的专用栖息所，而是承
担起新的使命——为两岸开展文
化、教育、经济、人才、民间基层等
多个领域交流合作提供新平台。

近年来，福州台湾会馆以榕
台历史沿革、传统文化、民俗信仰
为依托，持续开展“台湾学子重走
科举路研习营”“闽海大讲堂”“青
春相约 融通未来 台湾青少年交
流”等特色品牌活动；与福州大
学、福州台协会等培育海峡两岸

（福州）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
竞赛活动品牌，联合福建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启动“校·家·社·馆”
协同育人教育实践项目。

自开馆以来，相关部门和社
团在会馆开展各类活动163场次，
接待两岸同胞51万人次，再现当
年台湾士子下榻会馆时热络的闽
台文化交流场景。

近年来，全国台联台胞之家
联谊站、全国青联两岸青少年研
学交流站、福建省政协港澳台侨
交流基地、海峡两岸闽籍台胞社
团民间交流基地、福建省中华文
化学院教学科研基地、海峡两岸
乡创企业合作联盟闽江会客厅
（福州台湾会馆点）、榕台民间信
仰文化交流基地、涉台文物和文
化遗产司法保护基地等相继在福
州台湾会馆挂牌成立，各领域的
两岸青年经常借助会馆的交流平
台，一起进行思维碰撞，共同助力
两岸融合发展。

福州台湾会馆还是促进福马
融合发展的新平台。第二十六届
海交会举办期间，福州台湾会馆
马祖青少年研学基地揭牌成立，
联动福马两地资源，创新推动两
岸青少年交流融合，助力福马“同
城生活圈”建设。

“福州台湾会馆是情牵两岸
的‘台胞之家’。我们将继续突出
以情促融，为两岸同胞搭建联谊
联络、合作互动、学习交流等平
台，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助力
福州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
行城市。”蔡华说。

从“台湾科举学子专供”到“两岸交流合作新平台”

福州台湾会馆：榕台情深 文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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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报刊十大名栏目福建省报刊十大名栏目

马尾推出首期台胞保租房
鼓励支持台胞到马尾就业创业

▲身着少数民族服装
的台湾青年学子，在福州
台湾会馆内参加活动（资
料图）。 记者 包华 摄▲位于三坊七巷的福州台湾会馆（资料图）。记者 林双伟 摄

■记者 李晖 文/摄

福州晚报讯 为进一步打
击欺诈骗保行为，把基金安全防
范的触角延伸到社区一线，推动
全社会共同维护社保基金安全，
市人社局社保中心昨日上午走
进晋安区王庄街道五里亭社区，
举办了主题为“警惕社保欺诈
守护养老钱”的宣传活动。

市人社局社保中心的志愿

者们聚焦群众关心的社保热点
问题，通过讲解社保政策、发放
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社区居民普
及社保基金安全知识，提醒社区
居民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警惕各
类欺诈骗保行为。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提供
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社保规划和政策咨询服务，把社
保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大
家看得懂政策、算得清待遇。

市人社局社保中心宣传活动进社区

警惕社保欺诈 守护养老钱

活动现场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记 者 陈木易
通讯员 陈舒凡 邓一飞

福州晚报讯 最近，闽侯洋里
乡花桥村种植的海南“大红”红心
火龙果迎来丰收期。

花桥村的火龙果种植区域主
要集中在见村洋火龙果采摘园
内。该园从去年开始种植火龙

果，其中海南“大红”红心火龙果
20亩、海南燕窝麒麟果35亩。

花桥村党支部副书记江荣告
诉记者，目前已经成熟的海南“大
红”红心火龙果主要供游客采摘，
其余部分统一装筐运往南通批发
市场售卖。海南燕窝麒麟果则要
等明年中秋才能收获。

江荣着重介绍了海南燕窝麒

麟果。该品种被称作长在树上的
“冰糖燕窝”，较之海南“大红”红
心火龙果，它个头更小、甜度更
高，也更娇贵。

江荣告诉记者，这20亩海南
“大红”红心火龙果预计每年能给
村子带来30万元的产值。海南燕
窝麒麟果成熟后，预计能为村子
带来更多收入。

闽侯花桥村红心火龙果丰收
这里还有长在树上的“冰糖燕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