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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湛蓝的天空下 ,圆山大地上水
仙花郁郁葱葱 ,九龙江南岸碧水幽
幽、风景这边独好 ,漳州高新区呈现
出山青水碧天蓝的生态之美。今年
来 ,区党工委、管委会坚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按
照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
的部署要求，漳州高新区的水气土
等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省控南凌大桥断面水质均值为Ⅲ
类水质，达到省控断面水质要求;漳码
公路水质均值为Ⅲ类水质，岱仙岩水
质均值为Ⅲ类水质。古县中学空气质
量有效天数 356 天，优 151 天，良 202
天，轻度污染 3天，优良率 99.2％，达到
考核要求；6项污染物指标均优于国家
二级标准考核要求，PM2.5 平均浓度
为 2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达到考核要求。
全区化肥使用量（折纯）9572.44 吨，同比减少
4.02%，农药使用量 263.78吨，同比减少 3.81%；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93%以上，均达到考核要求。

打好蓝天保卫战
持续加强大气监测能力建设，今年于南湖

新建 1 座空气自动监测站，目前已完成建设并
进行联网试运行。制定《漳州高新区扬尘污染
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持续开展“施工扬尘整治
专项行动”，今年共开展现场检查 589 次，发现
并督促整改施工扬尘整治措施落实不到位问
题 1668 条；同时，严厉打击渣土车“滴、撒、漏”、
乱卸渣土等违法行为，劝导整改违规运输渣土
车、农用车 329 部。强化餐饮企业污染治理，巩
固油烟治理成效。

打好碧水保卫战
紧盯断面水质提升，坚持“源头治理，末端

兜底”治理模式，加大对农业面源、工业面源和
生活面源的监管力度。强化农业面源整治，在
去年全域整治清退 845 场禽类养殖场的基础
上，继续开展整治“回头看”，严格遏制养殖场
反弹，督促 431 家食用菌种植户完善环保处理
设施。强化项目带动，结合辖区实际，完成《漳
州 高 新 区 地 表 水 污 染 防 治 规 划 总 体 实 施 方
案》编制，策划形成“山水林田湖草”项目，总
投资约 4.2 亿元实施九龙江西溪（高新片）流
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目前已完成南星支
渠、浦尾港、沥阳排涝渠等 12 条渠道污染源现
场第一轮溯源工作。顺利完成九龙江下割渠、
武林渠等 10 个入江口整治项目建设。持续加

快马洲污水处理厂、圆山新城及靖圆
片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其中，
马洲污水处理厂已于 6 月底试通水，
正在进行调试试运行；圆山新城农村
生活污水整治 PPP 项目已完成 64 座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约占总数的 78%；
污水管网完成约 173 公里，约占总数
的 97%，预计 12 月底基本完成建设 ；
靖 圆 片 区 农 村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工
程 42 座污水处理设施以及污水主管、
纳户管建设已全部完成，处于试运行
调试阶段。

打好净土保卫战
对辖区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进

行全面“体检”，指导企业认真完善土
壤环境自行监测、土壤隐患排查报告
编制等各项内容。目前，辖区 3 家土壤

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均已完成自行监测报告及
隐患排查报告，并提交市生态环境局备案。严
格抓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以危险废物
贮存间规范设计、危废台账档案、网上平台危
废业务办理等三大方面为抓手，完成对 17 家危
废产生单位考核，达标率 100%。全力推动危废
配套处置设施建设，目前，漳州市工业废弃物
处置利用中心已顺利建成，核准处置类别 42
种，处置规模 82500 吨/年，截至目前，共收集危
废约 17444.14 吨，处置危废约 17425.79 吨，填补
全市危废处置缺口。此外，积极推进漳州市医疗
废物处置中心二期建设，向上争取中央资金
1276 万元并到位。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约 1470
万元，占总投资 20.4%。

（陈群 黄佳蓉 叶瑞珺 文/图）

12 月 21 日上午，漳州高新区颜厝镇
启用白云小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并与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共建协议，成立
颜厝镇乡村振兴人才培训中心。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与颜厝镇将秉承
助力乡村振兴的宗旨，实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加快转变乡村振兴新思路，形成
高职院校与乡村振兴实践相互贯通、深
度融合、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下一步，颜厝
镇白云小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将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为民办实事”原则，
坚持党建引领，服务群众，深入群众，听取
群众意见诉求，架起邻里连心桥，解决好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党建“邻”
距离。同时，通过培育更多乡村振兴领军
人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新一届村“两
委”干部“充电储能”，提高辖区农民创业
就业能力，为失地农民“增技赋能”，为乡
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王雨欣 文/图）

12月 22日上午，圆新建设集团党支部
与新源工程公司党支部共同组织党员到
中国女排腾飞纪念馆开展“学党史、担使
命、办实事、惠民生”党建共建红色教育主
题党日活动，重温女排奋斗历程，坚定砥砺
奋斗步伐。

公司党员观看了“祖国至上，团结协
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专题视
频。本次活动激发了党员们的爱国热情。
圆新建设集团、新源工程公司党员们表
示，近距离感悟中国女排的精气神，学习
她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敢打敢拼的作

风，汲取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以实际行
动推进新时代“双满意”工程，奋力谱写富
美新漳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曾秋华 林芬芳 文/图）

向蓝天碧水净土要生态环境
——漳州高新区打好“三场战役”交出亮眼成绩单

白云小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
启用

弘扬女排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公司开展党建共建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漳州高新区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漳州高新区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增殖放流现场增殖放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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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全面使用全国统一财
政电子票据式样

据省财政厅消息，为推进财政
电子票据社会化应用，实现财政票
据统一，按照财政部部署，我省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使用全国统
一财政电子票据式样，原有票据式
样停止使用。

新版票据通过“福建省非税收
入和财政票据综合管理系统”开具。
针对各用票单位已领用的旧版票
据，即 2012年至 2019年省财政厅监

（印）制的各类财政票据，可沿用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此后开具的旧
版票据将被视为无效票据，缴款人
有权拒绝付款，财务部门不得作为
报销凭证。 （据《福建日报》）

我省首个县域城市 IP“松溪福
宝”正式亮相

近日，“松溪福宝”作为松溪的
城市超级 IP 正式发布，松溪也成为
我省首个以地方党委政府名义确立
并发布城市 IP形象的县。

“松溪福宝”以松果、松溪九龙

大白茶、松溪三宝（湛卢剑、版画、青
瓷）、湛卢山、白马山、松溪百年蔗等
元素进行设计，展现了松溪的秀美
自然风光和千年文化古韵。随着该
IP 的首次亮相，相关的表情包、钥
匙挂件、贴纸、手机壳、水杯等衍生
文创也出现在当天发布会上。

（据《福建日报》）

我省公路货运量增速居全国前列

记者从省运输中心获悉，前 11
个月，我省公路货运增长显著，全省
累计完成公路货运量 10.09亿吨，货
物周转量 1120.38亿吨公里，较 2020
年同比分别增长 22.3%、20.8%，分别
超过去年全年总数 10.7%、9.7%。其
中公路货运量增速居全国第六位，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据《福州日报》）

我省将打造“海峡国际电竞港”

日前，省发改委印发《福建省促
进电竞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1—
2023 年）》。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3
年形成“厦门电竞潮玩休闲之都”和

“福州电竞文旅之都”两个城市电竞
品牌，我省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海峡国际电竞港”，形成“季
季有大赛、月月有比赛”的良好赛
事氛围。 （据《福建日报》）

12 月 25 日，由漳州市妇女联
合会、漳州市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局、漳州市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漳州）首
届美食文化节暨漳州市“美丽厨

娘”PK 赛在漳州技师学院举行。近
40 名由全市各县区选拔的餐饮行
业女厨师及社会各界烹饪女爱好
者齐聚一堂，切磋厨艺。

本报记者 李伟 摄影报道

同台同台PKPK 争当争当““美丽厨娘美丽厨娘””

本报讯（云融）“一标三实”基础
信息采集工作是推动公安工作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公安工作为
创新社会管理提供的新路径之一。连
日来，云霄县和平乡派出所集中警
力，分组分时间协同各村区干部加班
加点对和平乡 22 个村区进行“一标
三实”信息采集工作，并广泛宣传流
动人口、出租房屋治安管理等政策法
规，提高广大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为
开展采集工作创造良好基础。

截至目前，和平乡派出所已对
全乡 22 个村的集体户、空挂户、不

规矩的门牌号进行梳理，对实际不
存在的予以删除 ，共梳理门牌号
16137 个，删除不规矩地址门牌号
30 条，新增楼房 137 栋。期间，执法
人员在河塘社区田坎入户访查时发
现三个外来人口，经过盘问和现场
勘查，此三人涉嫌网络诈骗、传播淫
秽物品行为，现已移交云霄县公安
局治安大队办理。

下一步，和平乡派出所将不断提
升业务能力，加强对辖区外来人员等
重点人群管控工作，做到不漏管、不失
控，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云霄：加强“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

玉徽生光彩，朱弦发新音。2021年，龙人古琴与闽
台多所高校共同发起“龙人杯”首届闽台大学生古琴
文化论文大赛。经评审，台湾政治大学沈祺人《知音相
感——听琴诗的情志与再诠释》、闽南师范大学刘博
文《〈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引琴书考证》和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吴怡《〈诗经·雅〉琴曲入乐选材初探》获得一
等奖，另有 10位学生的论文获得二等奖、12人论文获
得优秀奖。大赛的举办，有效助推了闽台青年之间的
文化交流。通过论文的研究和撰写，闽台大学生们一
起畅游古琴的世界，对古琴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深刻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
的根脉和归属。”古琴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代表之一，在漳台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与优
势。2010 年，长泰龙人古琴文化村建成后，便开始以

“古琴文化”为核心，积极开展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工
作，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传承古琴文化精髓传承古琴文化精髓 构筑两构筑两岸交流平台岸交流平台

从海峡两岸深厚的古琴文化渊从海峡两岸深厚的古琴文化渊源说起源说起

“海峡两岸有着深厚的古琴文化渊源。明末陈永
华随郑成功来到台湾，以礼乐教化，奠定古琴文化传
入台湾的文化基础。清代谢颖苏携琴赴台，而后又有
施士洁、林占梅等人往返于闽台之间，为两岸古琴交
流做出贡献。”龙人古琴教师黄志禄介绍，如今，两岸
琴人往来更加频繁，龙人古琴也努力发光发热，共同
推动着两岸的古琴文化交流。

悠悠弦音连“海峡”，龙人古琴聚“鸿儒”。多年
来，龙人古琴积极构筑两岸古琴文化交流平台，陆续
举办海峡两岸古琴文化研讨会、海峡两岸古琴论坛、
海峡两岸书院论坛等数十场声势浩大的古琴文化活
动，促进两岸琴人、学者之间往来互动。台湾琴家陈
雯、黄永明、孙于函、王太琴、李枫、叶绍国，台湾诗人
萧萧、郑愁予、林焕彰，台湾著名学者曾永义、朱高
正，台湾茶人罗文玲、李阿利，台湾书法家陈维德、陈
志声等，都曾应邀来到龙人古琴文化村，与大陆的琴
人、学者一起，参与各类与古琴相关的文化活动。

琴音伴茶香，还有诗的味道。“现在，两岸琴人交
流频繁，还常常将古琴与诗歌、茶道、书法等相结合，
开展人文艺术的跨界交流。”福建省龙人书院执行院
长修少维介绍，龙人古琴也积极作为，以“古琴文化”
为核心，举办海峡两岸人文艺术营、海峡两岸琴茶诗
会、海峡两岸古琴与戏剧研讨会、闽南诗歌节等系列
活动，持续推进两岸人文艺术的跨界融合。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018年，海峡
两岸重点交流项目——龙人古琴文化节暨“游于艺”
之学研讨会举办。来自漳台的 70 多名艺术家，围绕着
古琴、雕塑、陶艺等主题展开两岸文化交流，探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请进来”的同时，龙人古琴还坚持“走出去”。
每年定期在台湾举办古琴音乐会、文化培训等活
动，推动古琴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例如，“古
典的温柔·当代的敦厚”艺文研习营便于 2018 年在
台湾望风息心山房举办。在三天的课程中，龙人古
琴研究院副院长、闽派古琴非遗传承人张锦冰为
来自台湾各地爱好古琴、茶道以及艺文的朋友们
讲授习琴之道。2019 年，应台湾小巨人丝竹乐团的
邀请，福建省古琴协会会长、闽派古琴非遗传承人
张俊波，龙人古琴研究院副院长、闽派古琴非遗传
承人张锦冰赴台，在台北两厅院演奏厅举行“悦琴
知音”专场古琴音乐会。

推广古琴文化教育推广古琴文化教育 实现两岸办学合作实现两岸办学合作

从从““龙人古琴课堂龙人古琴课堂””走进台湾高校说起走进台湾高校说起

“海峡两岸校企携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
产生的历史意义将超越现实意义。”黄志禄说，两岸未
来的希望在于两岸的青少年，以中华文化教育好和培
养好两岸青少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古琴作为一门
传统音乐艺术，易于与大中小学校教育相结合，推动
古琴文化走进台湾校园，让更多的台湾青少年通过学
习古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近年来，龙人古琴充分发挥漳台古琴教育交流方
面的独特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于 2016 年 7 月与台
湾明道大学签署古琴教育合作协议，在台湾明道大
学设立首家“龙人古琴课堂”。这是龙人古琴首次走
进台湾高校，也是台湾高校首次将古琴文化列入课
程，初步形成与台湾高校合作办学、共同培养人才
的模式。

“该课堂以选修、社团活动等形式，至今已吸引近
千名台湾大学生学习古琴音乐、古琴发展史等内容。学
生们通过对古琴的学习，探索其背后蕴含的深厚的中
华优秀文化，为未来成长注入了良好的文化基因。”黄
志禄说。

在此基础上，台北艺术大学、台湾明道大学等
多所高校，定期组织台湾古琴师资到长泰龙人古琴
文化村进行研修培训，提高古琴演奏、教学水平。同
时，积极组织台湾大学生到龙人古琴开展实习、培
训工作。

多年来，在龙人古琴文化村，经常出现这样的
场景：两岸青年学子在龙人古琴教师的带领下，参
观斫琴坊，从选材、定型、到髹漆、安足等，详细了
解古琴制作的每一道工序，感悟深厚的古琴文化
内涵 ；“一勾”“一抹”“一挑”之间 ，两岸青年学子
在龙人古琴教师的引导下，认真学习《流水》《笑傲
江湖》《凤求凰》《关山月》等古琴曲的弹奏方法。大
家其乐融融，既学习了古琴文化，又增进了彼此的
友谊。

开展古琴文化活动开展古琴文化活动 增进两岸青年情谊增进两岸青年情谊

从南方传统小年的从南方传统小年的““家味家味··年味年味””说起说起

2020 年 1 月 18 日，南方传统的“小年”。在这个特
别的日子里，“家味·年味”台湾青少年文化旅游研习
营活动在龙人古琴举办。来自闽台两岸的 50 多名青
年学子，通过古琴弹奏体验、听漳台年俗讲座、剪纸、
拓年画、写春联、画蝶画等形式，感受最传统的福建年
味。不少台湾学子表示，很高兴到大陆过小年，这是第
一次体验古琴文化，被其清丽悠扬的琴音深深吸引。

在推进漳台古琴教育交流的同时，近年来，龙人
古琴积极组织闽台古琴夏令营、古琴文化旅游研习
营、古琴文创大赛等形式多样的古琴文化相关活动，
有效推进海峡两岸青少年的文化交流。

2021年，龙人古琴与闽台多所高校发起“龙人杯”
闽台大学生古琴论文大赛、古琴文化文创大赛，进一
步在两岸高等院校推广普及古琴文化，推动两岸学子
成为古琴文化研习与传播的重要生力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古琴文化衍生品
原创设计，增进闽台大学生交流”。首届“龙人杯”闽台
大学生古琴文创设计大赛为两岸学子搭建了一个创
意、创新、创业的展示平台，让两岸大学生在比赛交流
中感受古琴文化的魅力，增进文化认同、情感认同、民
族认同。大赛历时一个半月，吸引了台中科技大学、中
原大学、云林科技大学、南华大学、南台科技大学、高
雄师范大学、高雄大学和福建工程学院、闽南师范大
学、泉州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技术师范
学院、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等 13 所闽台高校学生
的积极参与，初选并推荐古琴文创作品 90余件。

龙人古琴创始人谢建东表示，大学生是知识的学
习者开拓者，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当然的传承人与光大
者。闽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希望闽台大
学生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认同的基础
上勇于创新，通过交流学习，创造出更多赏心悦目的
古琴文创作品，展现闽台大学生的智慧和才华，为海
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合作拓宽新渠道、搭建新平台。

穿越海峡的琴声
——长泰龙人古琴以古琴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本报记者 邱丹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