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短波
银6 月 6 日，我县在县会议中心组织收听收看 2024 年

全市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

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组
本报讯 6 月 4 日晚，“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2024 年

闽侯县六五世界环境日文艺汇演活动在鸿尾乡超墘村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舞蹈《火火的中国 火火的时代》、男生独唱
《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情景剧《闽江美 龙船情》等 10 多
个节目轮番登场，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刚成立的闽侯县盘诗研究会，也带来
了多首精彩的山歌（盘诗）。其中《龙潭自古是情场》《胜似荷潭
并蒂花》是乡贤林万金根据鸿尾乡广为流传的九龙治水的古
老传说，创作的大型盘诗神话剧《紫藤传奇》其中的选段，展示
了一个婚姻合和、家庭和美、国家和谐、世界和平的文明愿景。

又讯 6月 5日，主题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世界
环境日宣传活动在鸿尾市民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
现场讲解、互动游戏等方式，多角度、多渠道、多形式向群众宣
传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环保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环保意识、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又讯 6 月 5 日，闽侯县环保生态产业园环保设施向公
众开放。闽侯县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鸿尾乡乡、村干部及村
民等进行参观，“沉浸式”体验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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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 林芳玉
本报讯 6 月 2 日，2024 年闽侯县“我们的节日·端午

节”竹岐专场暨“节日感党恩 共话新时代”主题活动在竹岐
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

活动现场，畲族乡亲们展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畲药锤板拍打疗法，还带来了现场包粽子、送艾草香囊
等活动。不仅如此，主办方还邀请了省肿瘤医院乳腺中心主
任医师、省畲家企业商会顾问雷雯担任讲座主讲嘉宾，结合
其多年的临床经验，通过生动的案例和科学的分析，提升群
众对健康生活理念的认知。

据竹岐乡党委书记李必伟介绍，竹岐乡是畲族人口较多
的乡镇，其中白龙、元格和天台等村都有畲族人聚居，通过端
午节这一传统佳节，送医送暖惠群众，同时让大家感受畲族
文化、非物质文化内涵。竹岐乡始终坚持“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的发展思路，以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推动文化与旅
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接下来，竹岐乡将深入挖掘和整合全乡
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推动
文化振兴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姻记者 李煜晗 程钊
本报讯 办事流程“通不通”？服务体验“好不好”？带

着这些问题，6 月 5 日上午，闽侯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陈其清来到闽侯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
口，开展“局长走流程”活动，现场体验办事流程效率，切
实推进企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服务提升。

在公安出入境窗口，陈其清详细向窗口民警了解出入
境业务办理的受理流程、材料清单、办理时限及各项便民举
措落实等情况，并现场陪同一名群众办理了港澳通行证。

“没想到今天过来办证，还能享受到这般‘待遇’，对于我来
说也是个不一样的体验。在办理业务的同时，局长还给我们
讲操作、讲政策，这种形式真接地气。”市民陈先生说。

姻记者 陈世荥
本报讯 6月 5日，闽侯县惠台政策最后一公里落实情况对

口协商会在县政协会议室召开。县政协副主席黄敏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有关部门对我县惠台政策最后一公里落

实情况的工作报告。随后，与会台胞代表分别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以及来闽侯的真实感受，就医疗、教育、住房、人才招聘、
企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交流发言，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姻记者 陈世荥
本报讯 6月4日，闽侯县盘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鸿尾乡举行。
会上，与会人员通过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闽侯县

盘诗研究会章程》，产生了闽侯县盘诗研究会理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选举产生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监事长等人
选。会后，与会领导共同为“闽侯县盘诗研究会”牌匾揭牌。

据了解，闽侯县盘诗研究会是由闽侯县盘诗爱好者自愿组
成的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研究会的成立将民间盘
诗爱好者广泛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从而开展一系列
盘诗文化研究和盘诗演唱活动，进一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让盘诗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姻记者 李煜晗 程钊
当非遗龙舟遇上国风茶

饮，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当传
统与创新结合，会起怎样的化
学反应？日前，福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方庄龙舟制造技艺
（闽侯县）”传承人———方绍晃
与霸王茶姬跨界合作，制作了

充满国风茶饮元素的龙舟，将
传统工艺与现代潮流巧妙相
融，让古老的非遗文化焕发出
新活力。

创新跨界
老手艺玩出新花样

端午节将至，位于南通镇

的方庄村又迎来了一年中最
忙碌的时节。

在“龙舟世家”方绍晃家
的制船厂，记者看到，匠人们
全神贯注于各道龙舟制作工
序，不远处的空地上，摆放着
一艘绘制有霸王茶姬标志性
红 logo 的龙舟，十分“吸晴”。

“今年端午节，我们和霸
王茶姬品牌合作，制作了两艘
龙舟，其中一艘已经交付。”方
绍晃说，此次制作的龙舟按照
福州传统龙舟尺寸的 50%比
例打造，造型十分精巧。

龙舟虽精巧别致，却更考
验手上功夫。方绍晃介绍，此
次两艘龙舟都是由厂里的老
手艺人制作，从选料、做工到
细节等各方面都讲究精益求
精。龙舟全长约 9 米多，舟身
狭长细窄，其图案、纹样设计
采用红色、紫色、金色等鲜艳
色彩，并巧妙融入了茶文化元

素。
“茶文化和龙舟文化都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希望通过这种跨界融
合与创新，让更多人了解和喜
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绍
晃说，近期，他还将与征途 IP
跨圈合作，推出征途龙舟实
物，以更多细节来展示中华传
统文化之美。

秉承匠心
延续古老造船技艺

“世界龙舟看中国，中国
龙舟看福州，福州龙舟看方
庄。”方庄村是全国最大的龙
舟制造村，已经有 700 多年的
制作龙舟历史。目前，全村四
个龙舟厂一年可以生产龙舟
200 多艘，这些制作完成的龙
舟穿过狭长的街道，被运往全
国，乃至世界各地。

“我们祖先发明创造了龙

舟制造技艺，我们有责任将这
份祖传手艺传承下去，发扬光
大。”方绍晃认为，为了更好地
发扬和传承龙舟技艺，造船人
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
新。近年来，他常常前往广东、
湖南等地学习当地的龙舟造
船技术，吸取优点，并跟踪了
解每艘船在实际比赛中的表
现，找出不足之处并加以改
进，不断升级龙舟的造型。

方绍晃的侄子方剑伟，作
为新一代龙舟技艺传承人，近
年来还尝试将龙舟制作成模
型进行推广。经过几番尝试，
他成功地设计出了长度约为 2
米、造型多样的“龙龙仔”，受
到了许多龙舟爱好者的喜爱。

“虽然手工技艺受到了现代工
业的冲击，但我们传承龙舟制
作技艺的热情不会冷却，手工
技 艺 永 远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价
值。”方剑伟说。

姻记者 林若野 程钊
本报讯“作为闽侯人，我

生于斯长于斯，回报家乡是理
所应当的。”5 月 31 日，在接
受采访时，年近八旬的闽侯乡
贤林明海如是说，朴素无华的
言语，句句发自肺腑。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
来之际。林明海匆匆赶回家
乡闽侯县，参加在闽侯县七
里学校 举 行的 奖 教 金捐 赠
仪式。仪式上，他出资 7 万
元人民币，另一位乡贤企业
家林明锦出资 3 万元，共同
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添砖加
瓦”。今年以来，林明海已经
在家乡 捐资 超 过 三百 万 元
用于教育事业。

林明海，现为中国侨联
委员、香港福州十邑同乡会
会长，华利植毛吸塑制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闽侯县侨联
名誉主席。 20 世纪 40 年代
末，他出生于祥谦镇洋下村，
祖上七代务农，番薯米、咸菜
干伴随着他度过了童年；长
大后，他报名参军，五年的军
旅生涯淬炼了他吃苦耐劳、
不畏困难的品质。 1978 年，
林明海赴香港定居。为了在
香港立足，他刻苦学习广东
话、客家话，在这里，他住木

屋、打零工，什么苦都吃过。
1981 年，林明海进入当

地的一家五金植毛厂打工。由
于他努力学习技术，工作积极
肯干，待人友善，收获了老板
和同事们的信任。不到几个
月，林明海就被提拔为主管。
不久，雇方老板出资，让其发
展配套的下游企业，开始了其
创业的历程；期间，他钻研出
植绒技术运用于金属、陶瓷等
制品，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
让这种工艺走俏市场，赚得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

“彼时，我大胆地将‘植
绒技术’运用到金属、陶瓷
上，瞄准市场机遇，收获了丰
厚的回报，也为今后的事业
打好了基础。”林明海说。之
后，在 1985 年，他又紧跟内
地发展的时代浪潮，在深圳
市宝安区观澜镇置地 20 亩，
建起了总面积 1 万平方米的
5 座厂房，第一年产值就超
过千万元，聘请的工人也达
到了五、六百人。

在自身事业进入稳定期
后，林明海便时常想起家乡，
想回报桑梓。为此，他率先倡
议捐赠，推动了闽侯祥谦大
桥、尚干大桥的建成。他还捐
资 100 万元，在祥谦镇洋下

村中心小学，兴建了建筑面
积 3000 平方米的“海芳教学
楼”；在闽侯县青口镇西台中
心小 学 兴 建 一 座 3 层 教 学
楼；捐资近 70 万元，在母校
闽侯二中设立了海芳奖教助
学基金会；每次家乡修建老
人院、卫生院、祠堂、自来
水，举办各种节庆活动，总少
不了他慷慨解囊的身影。历

年来，林明海在基建、教育等
公益方面的捐赠已有数千万
元。

作为一位乐心于公益事
业的企业家，林明海在生活
上却颇为节约和低调。熟悉
他的人都知道，他日常居家
的花销不多，最喜欢的食物
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来
自家乡的小吃———尚干拌面

扁肉。
“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

不单是要在经济上富足，更
需要民众的进步，这就要从
教育入手，注重对青少年的
培 养 。 我 个 人 的 享 受 少 一
些，把钱投给国家的未来就
多一些，这样的生活让我感
到很满足很快乐。”林明海
笑着说。

除了研发新产品，泽霖食品在营销手段上也推出了不
少新举措。“我们正探索‘线上+线下’发展模式，线下通过山
姆、永辉等商超及令狐冲、蜀都丰等餐饮品牌，向全国市场
推广。线上则通过拼多多、淘宝等平台直播带货，扩展市场，
提升销量。”王坤建说。

“今年，我们会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研发更多新
产品，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营养需求和使用场景。”王坤建说。
铸品牌 深海美味飘海外

经过多年发展，泽霖食品在全国海蜇市场的占有率及品
牌知名度均名列前茅。但对于王坤建来说，还远远不够，他希
望能将海蜇的健康饮食理念推广到世界各地。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让海蜇饮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每年，王坤建都会带上泽霖食品的产品去参加全球各大食
品展览、水产博览会、美食节、美食赛事等活动，不遗余力地
将海蜇的健康饮食理念推广到全世界，让更多人了解海蜇
背后的饮食文化与营养价值。

如今，随着“闽洋”海蜇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及东南亚等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尝到了这口来自福建的深海美
味。“未来，我们会继续加强海外的销售渠道，将海蜇所承载的
健康饮食文化传递给更多人，打响福州海蜇品牌。”王坤建说。

守正创新 “蜇”服世界渊上接第 1版冤

姻记者 陈枫
在国家税务总局闽侯县

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办税
服务厅），活跃着一支“繁花
锦盛”的团队，49 人的队伍
里，女性 37 人，占总人数的
75.51豫，平均年龄在 35 岁以
下，是一个以青年女干部为
主体、综合素质高的集体，以
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导，
担负着全县各项税收、社保
费、非税收入征收和服务工
作。

近年来，第一税务分局
荣获福州市青年文明号、福
建省巾帼文明岗、福建省五

一先锋号、全国巾帼文明岗
等荣誉。
一心为民
筑牢信念之基

近日，纳税人黄先生到
闽侯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咨
询业务，第一税务分局相关
人员接到该纳税人诉求后，
立即对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
了解，并积极寻求相关业务
部门帮助，对其发票开具数
据进行核实，让其能够顺利
办理二手产权证。

办税服务厅作为直接面
对纳税人缴费人的窗口，是
展示税务形象的重要平台。

县税务局全体干部职工们始
终以“优质、高效、规范、廉
洁”为服务宗旨，积极履行

“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
等各项工作制度，赢得了纳
税人缴费人的广泛赞誉。
敏而好学
激发奋进之为

“2023 年度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已经开始了，今年
申报流程有变化，我们来共
同学习一下。”第一税务分局
始终坚持“学思用贯穿，知信
行合一”理念，创新推出午会
制度，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利
用下班时间，共同学习最新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
及社保业务等相关知识。

自今年以来，第一税务
分局共开展午会 14 次，组织
开展业务测试 8 次，开展常
态化业务测试，达到“以考促
学”“学以致用”的目的。同
时，第一税务分局立足“小窗
口”，做优“大服务”，进一步
完善“简事快办”窗口、设立
意见簿与表扬簿，打造一支
业务过硬的巾帼服务队伍。
务实创新
成就拼搏之彩

“这个简事快办窗口真
是太好了，不需要取号，不到

半分钟就能办完业务，大大
节约了我们的时间！”在闽侯
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表扬簿
上，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评价。

“近年来，闽侯县税务局
第一税务分局以纳税人缴费
人的涉税费诉求作为第一要
务，以推进建设新时代‘枫桥
式’办税服务厅为契机，推行

‘简事快办’窗口，截至 4 月
底已经累计办理涉税费事项
435 件，实现简单涉税事项

‘零等待’，极大提高了服务
的精准化、高效化。”闽侯县
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相关负
责人说。

姻记者 潘慧晶 程钊
本报讯 进入六月，终于

盼来了闽侯县小箬乡福田村
的“顶流”———杨梅。小箬乡
福田村杨梅基地里，一颗颗
或红或紫的果实挂满枝头，
空气里飘荡着酸甜的气息，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体验采
摘的乐趣。
深耕栽培技术
助力抢先上市

走进杨梅基地，穿过林荫
小道沿着山坡而上，就能看到
两旁触手可及的杨梅树，镶嵌
在绿叶间的杨梅在充足阳光
的照射下、优质土壤的滋养中
茁壮成长，散发出诱人果香。

杨梅，又称圣生梅、白蒂
梅、树梅，具有很高的药用和
食用价值。此地栽种的杨梅品
种为“黑炭”和“东魁”，汁多肉
厚味美，个体大，肉厚核小，含
糖量非常高，属于甜中微酸的
品种，深受群众喜爱。

“这片果园已经有超过 20

年的种植年龄，经过去年的扩
建修整，在果园清理、矮化改
造、深翻改土等各方面技术精
细管理下，虽是老果园但生产
能力可不老，现在‘黑炭’已经
抢先上市，果肉脆嫩而酸甜可
口，每天都有很多从福州慕名
而来的客人现场采摘。”杨梅
基地种植户杨仲新表示。

为了把好美味的“源头
关”，杨仲新每日都穿行在果
树间，细致地察看杨梅挂果情
况，并进行悬挂防虫网、疏花
疏果等养护管理。“我们的杨
梅不打农药、激素，坚持生态
方式种植，虽然最近雨水相对
比较多，但在科学模式种植
下，杨梅品质基本上能够不受
影响，亩产还能保证在 2000
斤左右。”杨仲新表示。
主动野牵手冶网剧
推广扩大市场

“快来，这里的杨梅又大
又红！”“边采边吃真过瘾！”
……微风中透黑了的杨梅摇

摇欲坠，不少游客兴致颇浓提
着篮子穿梭在林间，采摘新鲜
的杨梅。

“之前刷短视频，看到这
里的杨梅新鲜又美味，趁天气
好，我和几个朋友就开车来这
里摘杨梅，也顺便采风，为接
下来福田村短剧拍摄做好准
备。”吕女士表示。

据悉，吕女士是小箬乡即
将打造的一部新乡村短剧《远
方有福田》中的团队人员。《远
方有福田》讲述响应“我的家
乡我建设”号召的女主角回到
福田村，当起了网络主播，给
村民带货卖土特产，把家乡的
杨梅和橄榄推向全国的乡村
振兴励志故事。“我们希望能
够借着乡村短剧的东风，进一
步打响福田村杨梅的知名度，
吸引更多人前来游玩。”杨仲
新表示。

据悉，近年来，小箬乡不仅
着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

标，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以农业
产业为支撑，以美丽乡村为依
托，积极盘活山地资源，大力发
展杨梅、茭白、地瓜、黄桃等特
色农产品，推动乡村旅游与农
业产业相融合，实现增绿增收。

“我们正持续开发杨氏宗祠、四
知堂、沿溪步道等设施，建成并
对外开放了特色餐饮和民宿，
推动乡村旅游与文化资源相融
合，赋能乡村振兴。”福田村相
关负责人说。

杨仲新正在采摘杨梅遥 潘慧晶 摄

龙舟制作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遥 李煜晗 摄

林明海渊左一冤送上助学金遥 林若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