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声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福建日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杨颖 美编：郑伟 电话：（0591）87095207
2024年4月12日 星期五2 要闻

一年最是春好时，两岸同庆“三月三”。
4月10日—11日，以“福籽同心 全家福安”

为主题，2024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三月三”暨
福建省第十一届“三月三”畲族文化节在福建福
安举行。本次文化节把民族团结节庆与文旅、经
贸、两岸元素交流巧妙结合，举办两个主场活
动、两个分会场活动，设置5个融合专场。

“三月三”，又称“上巳节”。随着中华民
族不断融合、发展，“上巳节”的很多民俗和
文化传统已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中，成为多民
族共享的节日。

10日晚的主题联欢晚会以舞蹈《凤来畲起
三月三》开场，身穿两岸各民族盛装的舞蹈演
员们在热烈的节拍中，尽情舒展身姿。在欢腾
喜悦的氛围中，展现了海峡两岸守望相助的民
族交往、开放包容的民族交流和相互促进的民
族交融，奏出了“吾心归处是吾乡”的温馨乐曲。

台湾学生身着民族服装，倾情演绎台湾
少数民族舞蹈《泰雅丰收情》。表演过程中，

福安小朋友给台湾小朋友送“福”，表达对
“福籽同心”的美好期许。

“三月三”是畲族男女对歌定情的日子，
“大陆新娘”林翠花、“台湾新娘”施筱筱先后
登台分享两岸家庭甜蜜的婚恋故事，一个个
温暖的瞬间，见证情牵两岸的动人时刻。

新疆昌吉达尔汗乐队与来自台湾的主
持人杨品骅共同演唱《爱拼才会赢》，当熟悉
的旋律响起，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这首歌
是福建援疆干部教给我们唱的，融入哈萨克
族音乐元素进行改编后，我们很爱唱，越唱
越喜欢。”达尔汗乐队的加尼别克·赛力克边
唱边分发哈萨克族糖果，“我们有个习俗，搬
新房子的时候，都会送糖给亲戚朋友们。福
建恩人帮忙援建的天鹅小镇建好了，我们都
搬了进去，日子越过越好。”

“我们同风雨，我们共追求，我们怀着同
一样的爱……”因为有爱，海峡两岸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同德，团

结奋进。牢记“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
族团结进步的窗口”的重要嘱托，福建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打造

“福籽同心爱中华”品牌，携手台湾同胞共建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10 日，两岸民族融合发展交流活动现
场，福安市乡镇代表与台湾桃园市复兴区、
台东县海端乡及相关协会代表签订“乡与
乡”产业合作框架，涉及水蜜桃、葡萄、茶、民
族医药及乡村振兴等，并就两岸民族产业融
合发展开展研讨座谈。这一活动以特色产业

（茶、医药、文旅、果蔬）和人才发展交流为
媒，在福安发起“两岸民族融合发展交流联
盟”，将为闽台各民族青年创建共同的“朋友
圈”和“事业圈”打造宽广的平台。

台湾少数民族历届乡镇市区长策进协会
理事长潘荣宗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希望和大家
手牵手、心连心，一起由文化、经济、教育、体育、
贸易、农业做起，大力推动闽台交流与合作。

作为“台茶之父”吴振铎祖籍地，福安市
持续扩大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先后
与台湾新北市淡水区、高雄市及金门县、澎
湖县等地开展交流活动 20 多场次，共同举
办多届海峡两岸交流文化节，并在社口镇、
潭头镇等乡镇引进台湾乡建乡创团队，助力
当地乡村振兴。其中，潭头镇南岩村被确定
为“2024年度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村”。

对此，投身潭头镇南岩村乡建乡创的台青
陈柏菁深有感触。当晚，陈柏菁与当地村民合
唱一曲《南岩孝老有你有我》，温暖真挚的歌声
中流淌着一家人的亲密无间。

“我喜欢南岩村，和这里的村民相处融
洽，很享受这里的生活。”陈柏菁正着手把自
己在台湾做孝老活动的一些经验带到南岩
村，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福安市市长黄其山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携手打造交流互鉴平台，举办两岸红茶之
都博览会，建设海峡两岸茶叶合作示范基地。

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三月三”

“福籽同心”，中华一家亲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陈雅芳

洪成木，泉州市南安市霞美镇一名普通
的外卖小哥。他对自己的描述是：“我是一名
不务正业的外卖小哥。”

一名外卖小哥如何不务正业呢？
这还得从 2019 年 1 月的一次热心之举

说起。1 月份的南安，寒冬的凛冽尚存。晚上
8 点半左右，洪成木照常送着外卖订单。在
街边他突然发现一名脚踩红色拖鞋，身上只
披着单薄上衣，精神状态恍惚，走路摇摇晃
晃的男子。洪成木骑车从这名男子身边而

过，频频回头，越看越觉得眼熟。突然回忆
起，这不是前两天在网络上看到的寻人启事
照片上的人吗？洪成木上前询问，证实是同
一人后报了警，顺利帮助走失者找到了家。

事后，洪成木还发了一则朋友圈：“昨晚送
餐路上遇到了一名走失者，警察已经将他送回
了家。忍不住骄傲一下。”在评论区下，洪成木
还写道：“希望大家也一起关注走失者，浪费我
们几分钟事小，可是对方家属焦心等待可能就
是几天、几个月、几年，甚至是一辈子！”此后，
凭着一颗热心，洪成木开启了寻人之路。

说起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洪成木说：“就
是那一次，我从被动寻人，变为主动寻人。”从
被动到主动，只因一次错过，洪成木回忆起了
当时的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 2019年
11月份，下午1点多，我送餐路过霞美镇军民
连心路，看见一名穿着时髦的女子，白色短
袖、黑色短裙，还挎着小背包。”由于订单即将
超时，又有被人误会故意搭讪的顾虑，洪成木
骑车离开了。晚上下班后，洪成木在手机上看
到了一则寻人启事，描述的走失者样貌和下
午看到的女子一模一样，他马上联系走失者

家属。家属从泉州市中心赶来霞美镇派出所
查监控，洪成木则到下午遇到女子的街道上
沿路搜寻，并将消息转发到朋友圈，发动朋友
一起寻找。幸运的是，在大家的寻找下，找到
了这名走失女子。“当时那个女孩子一下就哭
了起来，说‘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你们怎么现
在才来找我’。”看到走失者哭泣的模样以及
家属寻找时那种紧张焦虑的神情，洪成木后
悔之前没有停下来问一下。

此后，洪成木只要看到疑似走失者，不
管送餐多么急，都会停下来询问。千百次停
留，只为不错失每一名走失者回家的机会。

在寻人过程中，洪成木也慢慢摸索总结
出了寻人经验：观察、沟通、联系。走失者往
往没有方向感，左顾右盼，眼神迷茫。通过观
察，确定为疑似走失者后，便上前沟通询问。

“一上去就问人家是哪里人，会让人心生疑
虑，所以我一般假装问路，再进行更多的交
流。通过对方的回答来判断其是否有正常的
认知能力。”确定为走失者后，他便联系家属
或者警方。

这几年，洪成木还通过社交平台的传播

力扩大寻人的力量。他把线上寻人比喻成
“爱的接力”。第一棒，家属在网络上发布寻
人启事；第二棒，志愿者将信息收集提供给
网络公益组织，通过大数据匹配分发，将信
息扩散；第三棒，便是看到这条寻人启事的
社会力量，发现线索通知家属或警方。

浏览洪成木的微信朋友圈，几乎每天都
会转发 2 至 3 则寻人启事。“越多的人转发，
越多的人关注，走失者回家的希望便多一
分。”洪成木翻动着用胶布拼贴黏起的A4纸
说着，“这些便是我帮助寻找到的走失者，我
会把他们的形象特征记下来，到现在一共
127个了。”

根据 2021年 2月 25日发布的《中国走失
者人口白皮书（2020）》的数据统计显示，2020
年，我国走失人次达到了100万。2016年发布
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显示，全国
每年走失老年人约有 50万人，平均每天约有
1370 名老人走失，迷路、精神疾病和老年痴
呆是老年人走失的重要原因。

“我的梦想很简单，希望更多的人关注
走失者这个群体，希望更多的外卖小哥、快
递小哥，利用走街串巷的职业特点，留意和
帮助身边的走失者，让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
平安回家。”洪成木说。晚上 8 点多，洪成木
收到送单提示，这名外卖小哥再次隐没进了
人群中。

洪成木，凭着一份热望，成为走失者回
家路上的一道光。微光吸引微光，若更多人
如他一般，关注走失者，帮助走失者，微光将
铸成火炬，照亮走失者的回家之路。

外卖小哥洪成木坚持帮助走失者回家

以一颗热心，守一份热望
□福建日报·新福建客户端记者 陈纪凰 吴亦航

本报讯（记者 何祖谋） 记者 11日从 2024年全省民政工
作会议获悉，截至 2023 年底，全省 59.8 万名低保对象、6.8 万
名特困人员享受基本生活保障，28.8 万名低保边缘人口纳入
专项救助范围；低保、特困年人均标准达 10112元和 25380元，
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 22.4%、18.2%。

一年来，我省坚持夯基固本，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更加牢固、步伐更加有力，完成“十四五”福建民政事业发展规
划中期评估，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双过半”目标。

加快构建“福见康养”幸福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质量实
现新提升。连续 7年推动养老服务工程纳入省委和省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去年新建300个示范性长者食堂和50个嵌入式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创新拓展“长者食堂+学堂”、农村“互助孝老
食堂”等模式；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新增 7
个县级示范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建设城乡“一刻钟”养老服务
圈；新增 16家五星级养老机构，445家乡镇级公办养老机构评
定为一级至二级以上服务等级，比 2022 年提高 21.2%；实施农
村幸福院质量提升行动，累计改造 1130 所、占年度计划数的
141%。同时，加强儿童社会福利保障，集中养育孤儿和社会散
居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从每人每月 1800元和 1400元，
分别提高到 2100元和 1700元；实施“福蕾行动计划”，777个乡
镇（街道）建立关爱服务阵地，帮助1.1万名儿童走出困境。

我省城乡低保人均标准达
10112元

本报讯（记者 张辉） 10 日，全国农民教育培训教师说
课大赛福建省级初赛在福州市落幕。经过角逐，排名前十的优
胜者，将代表福建参加全国农民教育培训教师说课大赛大区
赛（东部赛区）。

经由各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推荐，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等全
省各涉农院校、单位的27名教师参赛。参赛者均为纳入农民教育
培训管理信息系统培育的教师，从事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3年以
上，申报参赛的课程每年至少承担40学时教学任务且2年以上。

今年我省将新增培训高素质农民 10 万人次。开展农民教
育培训教师说课大赛，是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实效的重要举措。

全国农民教育培训教师
说课大赛省级初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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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叶建
隆）歌舞剧《畲山情》、民族嘉年华《中华全家
福》等精彩节目纷纷上演，4月 11日，连江县
小沧畲族乡举办了“三月三”暨庆祝小沧畲族
乡成立40周年、库区移民搬迁30周年活动。

小沧畲族乡是我省最早成立的少数民
族乡，后因建设山仔水库需要实施移民搬
迁。近年来，小沧畲族乡累计投入 7105 万
元，完成“畲乡隧道”等道路建设，改善群众
出行条件。累计投入 3317 万元，完成库区移
民示范区建设等工程，全面提升畲乡群众
居住环境。

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图文展览区，用一
张张照片、一段段史实事迹，细数了 40 年来

畲乡人民服从水库建设大局、舍小家为大家
的奉献精神，以及小沧畲族乡干部群众顽强
拼搏、用智慧和汗水建起幸福美丽新家园的
故事。

本次“三月三”活动共设置 12 个板块，
多样的场景布置让群众充分参与畲乡民俗
活动，感受独特的节日氛围。

小沧畲族乡建乡以来，已多次举办“三月
三”民俗文化活动，并于2016年与台湾屏东县
玛家乡缔结友好姐妹乡协议。今年的“三月三”
活动，不仅邀请台湾同胞参加，还布置了“台湾
市集”专区，汇集了来自台湾的优质农特产、文
创、美食小吃等，通过民俗文化的深入交流，助
力两岸融合发展。

连江小沧：
“三月三”活动精彩登场

11 日 ，为 期 4 天 的
第 七 届“ 三 月 三 ”畲 族
民 俗 文 化 活 动 在 永 安
市青水畲族乡开幕，邀
请 八 方 宾 朋 共 享 畲 乡
文旅盛宴。

本报记者 罗昱伦
通讯员 邹雯 陈波文 摄

11 日，霞浦县 2024
年“ 三 月 三 ”传 统 歌 会
暨 霞 台 非 遗 文 创 节 在
水 门 畲 族 乡 茶 岗 村 开
幕 。图 为 畲 族 传 统 抢

“秧酒”活动。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11 日，屏南县屏城乡前汾溪村，“三月三·山水生活艺
术季”活动热闹举行。活动设计有祭水游龙民俗演绎、邮票
艺术展等环节。图中的棕榈龙长达 66 米，由数十名村民设
计制作。在该村，祭水游龙本已中断半个多世纪，近年来在
中国美院师生团队的帮助下，该项民俗活动得以恢复。

本报记者 林熙 摄

（上接第一版）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潘越认为，

这项改革很有意义，不仅引导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建立符合规
范要求的机制，努力让涉案企业“活下来”“经营得好”，更有效
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企业“生病”，法官“出诊”。针对不同“病因”，全省法院运
用不同手段进行治疗。企业患“重病”，法院运用“手术”救患于
危——推动企业通过重整程序实现重生。

安溪铁观音集团、实达集团曾是我省的知名企业，近些年
陷入资金和经营的困境。福建法院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通
过“政院联动”机制，引入新的战略投资人，进行破产重整，帮
助企业逐步走上正轨。两起破产重整案分别入选全国破产审
判典型案例和全省十大法治事件。

据统计，仅 2023 年，全省法院审结强制清算与破产案
件 3764 件，有效盘活资产 113 亿余元，帮助 182 家企业摆脱
困境。

源头化讼助企远纠纷

“茶企在签订合同时，要特别注意这些事项……”3 月初，
法律特派员、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徐欢到武夷
山生态创业园进行了一次“法治体检”，降低企业陷入商业纠
纷的风险。

借鉴科技特派员制度，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行法
律特派员制度，在全市法院选派优秀法官担任“法特派”，帮助
企业公平竞争防范风险。

在福建，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从企业到产业，只有让每个
经营主体远离纠纷，才能更好地打造“闽”字金招牌。

全国闻名的沙县小吃门店超 8 万家，如何守好金招牌？沙
县法院在全国 33 个中心城市打造了“一城一法官”定向联络
工作模式，联合本地小吃管委会成立专门调解组织，诉前化解
涉小吃业主纠纷 900 余件，提供诉讼引导、维权保护等司法服
务 1000余件次。

千年窑火，造就了“中国白·德化瓷”。德化法院打造 5 个
陶瓷“行业调解室”“园区巡回审判点”，积极邀请陶瓷大师、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诉前化解纠纷，为企业提供涉诉风险防范、
辅导讲座 30 多场次，营造“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良
好生态。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泉州市网络外贸
商会会长陈明烟告诉记者，各级法院为企业提供贴心暖心的
服务，让企业能安心谋发展。

如何从源头上减少涉诉纠纷？福建法院创新提出诉源、案
源、执源、访源“四源共治”工作思路，推进“园区枫桥”机制建
设。同时，省法院连续两年在全省部署开展“千名执行干警进
千企”活动，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促进诉源治
理从“化讼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

用心服务助企走更远

今年春节前夕，全国人大代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技术工人王红梅，将一封感谢信寄到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该院在新能源动力电池产业知识产权予以司
法保护致以感谢。

宁德时代是动力电池的龙头企业。然而，企业在成长过程
中，也面临着自主创新创造、核心技术保护等难题，需要各级
法院的有为引导和用心服务。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省法院加大对关键核心
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的保护力度，以严格司法树立鲜明导
向，为创新创业者营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同
时，探索多元化解决涉外知识产权争议新路径，与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仲调中心签署《加强知识产权领域替代性争议解决交流
与合作协议》，成为全国第二家与该中心合作的省级法院。

此外，福州、厦门、泉州知识产权法庭集中审理技术类案
件，加大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农业科技
成果、重点领域保护力度。

为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全省法
院积极融入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通过设立厦门、泉州国际商
事法庭和厦门涉外海事法庭、福建高院海丝中央法务区巡回
审判点、国际海事海商纠纷诉调对接中心，积极打造开放层次
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国际商事海事争端解决
优选地，助力更多民营企业“走出国门”。

“我们正抓紧出台服务保障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实
施的若干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在福建这片沃土持
续发展壮大。”省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