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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福州市
马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闽江马
尾对台综合客运码头 1#泊位清淤疏浚物中海砂处置权，海砂
数量：约 75279m3。起拍价：505万元，竞买保证金：151.5万元。

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个人、企业均可竞
买，但有法律法规和外商投资产业另有规定（含全国法院失
信被执行人）的除外。本次交易不接受联合竞买。

意向竞买人可登录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电子交易网：
https://fzsggzyjyfwzx.cn/FZ 获取拍卖文件，竞买人须在 2024
年 5月 16 日下午 5时（工作时间）前在电子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报名并缴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指定账户时间为准），竞买保
证金账户：

户名全称：福州市马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开户行全称：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君竹支行；
账 号：166666636310010002000006。
建议竞买申请人在竞买申请截止前 2 天上传申请文件。

竞买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保证金缴交、网络报名手续后方
才具备竞买资格。

展示时间：即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15 日，联系方式：陈先生
0593-2985606；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竞买保证金缴纳、资料上传截止 2024 年 5 月 16 日下午

5 时；
拍卖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马尾

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
联 系 电 话 ：拍 卖 公 司 ：18950372190；交 易 中 心 ：0591-

83688922；
若 遇 平 台 登 录 问 题 可 联 系 平 台 技 术 支 持 ：0591-

83306027。
备注：其他事项详见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及相关

拍卖文件。
福建鸿远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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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处置权拍卖公告 声 明
声明：吴宏位于晋安区新店镇

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 K 地块项目桂山村南侧项
目征收范围。总面积 248.63㎡。未办
理产权，现吴宏签订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
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
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出
并提交证据。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
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
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
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
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经济与法
律责任。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
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
讼解决，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
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声明
人:吴宏

声明：张天芳位于晋安区新店
镇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 K 地块项目桂山村南侧

项目征收范围。总面积 226.98㎡。未
办理产权，现张天芳签订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
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
州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
提出并提交证据。逾期无人提出本
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
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
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经济
与法律责任。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
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
径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
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
声明人:张天芳

声明：陈婷在福州市仓山区建
新镇长埕村 91 号自建房屋一幢（无
产权）于 2015 年 7 月列入台屿片区
旧改项目征收范围。陈婷具结在本
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2015
年 7 月陈婷签订编号：TYJG-0065

《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我户
成员陈婷、林子钧，共计 2 口人享受

购房指标75㎡，增房30㎡，安置105㎡
户型壹套，后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
东岭路 17 号（原东岭路南侧、盘屿
路东侧）奥体新天地花园 G04 地块

（三期）B5#楼 1601 单元。现安置房
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
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陈婷名
义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如有
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
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
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
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
登记。声明人:陈婷

声明：陈明星在仓山区金山街
道 上 雁 村 自 建 房 屋 一 幢 无 产 权
2012 年列入葛屿安置房用地地块
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377.42㎡。陈 明 星 于 2015 年 7 月 3
日 签 订《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
书》,安置面积 105㎡2 套、75㎡1 套，
安置于仓山区金山街道新颐路 30

号 金 闽 小 区 二 期 10# 楼 203 单 元 、
21#楼 201 单元、仓山区凤冈路 788
号葛屿新苑 8#楼 1803 单元。现安置
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声
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
记至陈明星名下。如有异议者可在
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
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
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
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 记 。声 明
人:陈明星

声明：黄钰鑫的房屋坐落在晋
安区新店镇战峰村上柳 12#，产权
未登记。2019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
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新店
镇南平东路 668 鲁能花园（二期）
11#2303 单 元 、新 城 卓 越 公 馆 1# 楼
1405 单 元 。现 黄 钰 鑫 申 请 产 权 登
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
房屋所属村委会（社区）提出，逾期
按规定办理。声明人：黄钰鑫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宝
岛台湾，一个从小诵读朱熹古诗的少年郎，
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跨过台湾海峡，
到朱子文化的“源头”追梦筑梦圆梦。

跨海“追星”

相传 800多年前的朱熹，在建阳麻阳溪
畔筑室而居，“琴书五十载”，四方学子不远
千里前来求学问道，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考
亭学派”，朱子学也渐从闽北传遍四方。

10 多年前的黄柏翰，跟随朱子的脚步
来到武夷山下，同样是求学问道，过去那个
用功读书的少年郎，如今已成为武夷学院
台湾特聘专家、朱子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海的那一边，到山的这一边；从求学
问道，到传道授业。他的身份几经转换，不
变的是追梦的初心。

“今天台湾的主体文化是朱子文化，这
个源头就在福建，而后传入台湾。南平是
朱子理学萌芽发展、集大成的文化圣地，
也是福建省朱子文物遗存最集中的区域，
可谓‘县县有朱子、处处有遗存’，每个受朱
子文化影响的华夏子孙都会想到源头看
看。”说起跟武夷山的结缘，黄柏翰自觉是
命中注定的缘分，也是一种思想上的寻根。

2012 年，黄柏翰跟随“朱子之路”研习
营第一次来到碧水丹山的武夷山。彼时，他
的身份是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秘书长。作
为 活 动 组 织 方 ，他 带 着 台 湾 青 年 学 子 寻

“朱”问迹，一路走过朱熹出生、成长、求学、
讲学和终老之地，“那是我和朱子最靠近的
一次，当时既震撼又激动”。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
化，泰山与武夷。在黄柏翰的记忆里，台湾
地区仍是以儒家传统为主的社会，他读中
学时学校开有儒家经典课程，朱熹的《四书
集注》等古文经典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此
他迷上了朱熹，心中埋下热爱中华传统文
化的种子。

一趟闽北之行，让这颗种子发芽了。
“以前书里的世界，感觉一下子活过来了。”
深受触动的黄柏翰，决定留在南平，深入研
究朱子学。那一年，刚好武夷学院因应学科
发展的需要，向黄柏翰伸出橄榄枝，双方一

拍即合，黄柏翰顺利接下教鞭，入职朱子学
研究中心。“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我当时是
来‘追星’的。只不过我的偶像，是大儒朱
熹。”黄柏翰说。

宝藏老师

“ 胜 日 寻 芳 泗 水 滨 ，无 边 光 景 一 时
新。”潭溪的半亩方塘、朱子巷的鹅卵石、
兴贤书院的青苔、紫阳楼的灯光、九曲溪
的棹歌，过去这里是朱熹讲学、授徒的地
方……来闽执教的黄柏翰在武夷山一待
就是十载有余，如今这些地方也成了他时
常徜徉的所在。

“除了研究朱子学，我还可以跟朱子一
样，以一名教师的身份，将优秀的中华文化
传给下一代。”武夷学院浓郁的学术氛围、
便利的研究条件，给了黄柏翰施展才华的
大好舞台。

站上三尺讲台，黄柏翰是学生眼中的
宝藏老师。他注重互动式的教学模式，主讲
朱子文化的课堂气氛总是很活跃，备受学
生欢迎。譬如，讲到朱子的礼学思想，他会

带着学生穿上汉服体验，沉浸式感受国风
古韵。

黄柏翰的办公室位于古色古香的朱子
书院内。2022 年，武夷学院朱子书院正式揭
牌成立，致力于打造集学术研究、对外交
流、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和文化展示为一体
的朱子文化综合平台。“大陆很重视我们台
湾老师的研究工作，很多政策也与此相关，
像朱子文化、民族历史等领域的研究，都鼓
励我们申报课题。”

在广阔舞台大显身手，黄柏翰的视野
更加开阔了，学术研究也有了更多源头活
水。“在台湾只能看到一个小角落，在大陆
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黄柏翰告诉记者，
武夷学院不仅是朱子学研究重镇，还有中
国社科院与福建共同设立的宋明理学研究
中心，这里可学可用的资料非常丰富，可以
汲取最前沿的学术养分，而且与国际交流
密切。

10年的潜心研究，黄柏翰收获颇丰。近
年来，他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 10余
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多篇。2020 年，他主持
的课题《战后台湾儒学研究（1945—2000）》

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两

岸历史文化的根基，也是两岸同胞血脉相
连的纽带。”黄柏翰说，他想通过这一研究，
系统性地建构儒学在台湾的发展和演化过
程，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

第二故乡

一盏岩茶入口，茶香四溢。在茶的故乡
生活，黄柏翰早已练就一身泡茶、品茶的技
能，“武夷山早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现
在太太也来这边教书了”。

采访间隙，黄柏翰兴奋地掏出一本证
书，跟记者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他与太太已
经在武夷山买房，就等着入住新居了。

近年来，为便利台胞在闽生活，福建各
地出台一批政策措施，鼓励台胞在闽购房
置业。2021 年底，南平市向 6 位台胞颁发了
首批《台企台胞金融信用证书》，黄柏翰就
是其中一位。

“以前台胞在大陆贷款买房不容易，有
了这份证书，在大陆买房方便多了，我们直
接在银行办了按揭贷款。”圆了安居梦的黄
柏翰感谢大陆惠台利民政策的支持。

由于痴迷朱子文化，前年黄柏翰还被
聘为南平文化传播专员，以台胞的视角向
海内外讲述朱子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不止于此。如何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学
习朱子文化，也是黄柏翰一直关注的方向。
为了让朱子文化“活”起来，他协助推动朱
子敬师礼这一古礼在学校重现，朱子文化
节成为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在此基
础上，武夷学院的“朱子文化进校园”项目
获得国家级优秀传统文化优秀奖。

工作之余，黄柏翰还热心推动两岸交
流，学校台湾博士团团长、“朱子之路”研习
营策划人……一连串标签的背后，是他渴
盼两岸交流交融的初心。他的辛勤付出和
工作成绩得到了广泛称赞，2019 年，他还荣
获南平市“五一劳动奖章”称号，“斜杠人
生”愈加丰满。

“当初的选择太对了，在大陆舞台和视
野都更大了，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和获得感。”在朱子文化的历史长河里溯游
而上，黄柏翰的人生之舟满载星光。

从海的那一边到山的这一边
——记武夷学院台湾教师黄柏翰

□本报记者 刘深魁 李烈 通讯员 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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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夷学院朱子书院，黄柏翰（左三）指导学生课程学习。 本报记者 刘深魁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文/图） 近
日，40 名来自台北、台中的台胞来到厦
门市湖里区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台
湾居民居住证，这是今年以来台胞首次
组团到湖里区办理该证。

采集人像信息、领取办证号、到服务
窗口办理，从台北来的双胞胎兄弟张文
豪、张文勇几分钟时间就把台湾居民居
住证办好了，过几天就可以领证。

“没想到这么快！”张文豪开心地
说，办证过程简单、智能化程度高，非常

便利。
张文豪告诉记者，兄弟俩平时爱看

大陆的综艺节目、追大陆的电视连续剧，
也曾想象过大陆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情况，但实地来到大陆，仍被眼前的一切
惊呆了。“我们会继续了解厦门的创业生
活环境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将来一定
要来这里发展、生活。”张文豪说。

“住酒店可以用，手机上订机票、高铁
票可以用，搭乘动车可以直接刷证，支付
宝、微信、抖音等实名认证可以用……”来

自台北的秦士烜细数台湾居民居住证的
好处。他表示，他经常来大陆出差、探亲，
如今有了居住证，可以享受种种便利，非
常开心。

秦士烜不仅办了台胞居住证，他还
和一同前来的朋友办理了临时驾照。“走
遍大陆的大好河山一直是我的心愿，有
了这两张证，我们一定要来大陆自驾游。”

图为在办证现场，湖里区台港澳办
工作人员向台胞介绍湖里区的营商环
境和惠台利民政策。

40名台胞组团来厦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

本报讯（记者 林智岚 通讯员 史婉慧）
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多领域、多层次推动两岸标
准共通取得实效。

率先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两岸提供一
站式标准化综合服务。自去年 6 月上线以来，截
至目前，已有两岸各类现行有效标准信息 29 万
多份，包括台湾地区标准题录信息近 2 万条，相
关政策措施、标准化动态信息 2000 余条。提供
免费标准化专业服务，包括两岸标准查询、标准
化政策咨询、两岸标准比对等标准化系列服务，
已为金门皇家酒厂等数家台湾地区企业提供产
品指标比对、企业标准编写辅导等服务。

在大陆首创“两岸标准智能比对功能”，提
供两岸标准指标差异快速智能查询服务，已实
现两岸 2000 多种食品添加剂、3000 多条名词术
语对照、1万多种农残限量精准比对。

在两岸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推出两岸共
通标准 141 项，填补多领域共通标准空白。其
中，在经贸合作畅通方面，制定 13 项食品冷链
物流共通标准（包括 2 项国家标准和 11 项地方
标准），工作模式 2 次被商务部复制推广；联合
两岸协会研制《海峡两岸动物常用产品名称及
HS 编码对照》等 3 项海关编码对照标准，涉及
3000多种产品。

联合两岸协会及专家研制《海峡两岸无障
碍设施术语对照》《海峡两岸无障碍设施设计标
准》两项共通团体标准，是首例由厦门、金门、马
祖民间团体共同发布实施的共通标准。

成立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
立两岸名词术语标准体系，制定发布《海峡两岸
养老服务术语对照》等 6 项重点领域名词术语
对照共通标准。

积极推动两岸企业标准共通，对台湾地区
企业试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让标准
共通成果惠及台企台胞。截至目前，已有 10 家
两岸均设厂的台企 41 份企业标准完成自我声
明公开，涉及橡胶塑料、电子设备等多个领域，
涵盖 98 种产品，帮助台企更快适应并融入大陆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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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洪） 16 日，福州市马尾区台胞台企劳动保障
服务中心成立，这是全省首个台胞台企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据介绍，该中心的设立旨在完善台胞台企服务、提升台胞台企
便利性，为台胞台企提供就业创业、职业资格采认采信、用工服务、
人才引进、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咨询、劳动争议化解等一站式服务，
更好地为马尾的台胞台企提供劳动保障，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成立仪式上，马尾区台港澳办与区人社局签订了《台胞台企劳动权
益保障合作共建协议》，并为台胞、律师代表等颁发了特邀调解员聘书。

马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卢辉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台胞
台企劳动权益，该院专门组建了两支服务队伍。一支由台胞特邀调
解员组成，充分发挥在榕台胞熟悉两岸民情的优势，提升涉台劳动
争议处理质效；一支是由仲裁业务骨干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企业可
通过预约上门的方式，请志愿者“把脉问诊”，助力台企发展。

全省首个台胞台企劳动保障
服务中心在马尾成立

本报讯（记者 马丹凤） 16日，三明学院在三明市三元区岩前
镇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毕业生就业协议集中签约活动。活动现场，9名
来自风景园林、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签约加入闽台乡建乡创团队。

2022 年以来，三明学院和闽台乡建乡创团队福建跨界自造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真题真做”实习项目，截至目前，已有
20多名学生通过此项目实习。今年前来实习的 11名学生均与跨界
自造团队达成就业协议，实现“实习即就业”。除现场签约的 9名学
生外，另有 2名正在浙江驻村的学生也将在毕业后正式入职。

“大学生需要就业，乡村需要年轻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合作，
让更多大学生到乡村的广阔舞台施展才干。”台胞、跨界自造团队
运营长蔡幸爵说。

三明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020 级风景园林专业的李栋梁是本
次签约就业的学生之一。在两个月实习期内，他跟随团队在岩前片
区、小蕉片区等地开展老旧房屋改造、景观提升等项目建设，经历
了现场调研、设计建模、施工建设等关键环节。

“我喜欢这份工作。”李栋梁说，通过乡建乡创项目，在深入乡
村、改变乡村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很有成就感。

三明学院一批学生签约加入
闽台乡建乡创团队

本报讯（记者 郭斌） 近日，首届郑成功敬祖节暨两岸融合发
展交流会在永安市青水畲族乡举办。

今年是郑成功诞辰 400 周年。永安市青水畲族乡兴贤坊是郑
成功的先祖地，也是郑成功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几百年来，青水乡
的大部分姓氏宗亲和台湾的许多地方一样，不在传统的清明节祭
祖，而以古早“三月三，祭轩辕”的日子为祭祖日，并形成了具有浓
郁地方特色的敬祖习俗文化。

敬祖节上，两岸郑氏宗亲举行了郑成功神像巡境仪式，两岸同
胞共同表演了《郑成功》《开台圣王》等文艺节目。

在两岸融合发展交流会上，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会聚一
堂，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会长俞杰、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原馆长杨
彦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邓孔昭、台胞代表吴序侬、永安
市兴贤坊理事会会长郑战友等围绕“郑成功爱国主义精神”作主题
演讲，深化两岸对郑成功文化的认识，分享研究成果。

首届郑成功敬祖节在永安举办

新华社台北4月17日电 台立
法机构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召
开公听会。有关人士在会上介绍，
据台教育部门统计，2017 年至 2022
年，台湾小学、初中、高中及大专院
校的校园自杀通报件数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2017 年，台湾小学、
初中、高中及大专院校的校园自杀
通报件数分别为 114件、470件、626
件、378 件。2022 年，对应数字分别
增至 1183件、4204件、2996件、3280
件。5 年增长到 5 至 10 倍，其中小学
生自杀通报件数增幅最大。

综合岛内媒体报道，台教育部
门将增补高中以下学校辅导教师
人力，以协助有需求的学生。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副教授詹昭能分析，学生想自杀与
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当他们觉得
未来没有希望或彷徨无助，找不到
别人帮忙，就会有自杀的想法。现
在的学生花大量时间使用网络及
数码产品，如果心理不成熟加之在
现实及网络上受挫，就会想不开。

台北市新生小学辅导主任吴
盈莹表示，近年来大家很重视自杀
议 题 。学 校 做 心 理 健 康 量 表 时 发
现 ，曾 有 过 自 杀 想 法 的 学 生 近
10%。除低年级学生不懂“死亡”的
概念外，有些学生则是借此发出求
救讯号。

另据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
门统计，台湾 15 至 24 岁自杀死亡
率近 10 年大幅上升，从 2012 年的
6.0/10万人，增至 2022年的 10.7/10
万人，增幅近八成。相较之下，其他
年龄层近 10 年自杀死亡率逐年下
降，显示年轻族群心理健康问题亟
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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