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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道庆洲大桥通车
近日，福州道庆洲大桥正式开放通车，这是全省首座公轨

两用桥。
道庆洲大桥双向 6车道，是我省首座双层公轨两用桥梁，

多项设计与施工在国内实现大突破，填补同类型桥梁建造空
白。道庆洲大桥全长 6.82公里，其中跨江段为 2.3公里，公轨共
建段为 4.4 公里，上层为双向 6 车道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
设计时速 60公里，下层搭载地铁 6号线。 （据《福建日报》）
福清核电2号机组连续安全运行1500天

近日，中核集团福清核电传来喜讯：福清核电 2号机组实
现连续安全可靠运行 1500天。

福清核电 2号机组 2009年 6月 17日正式开工建设，2011年
4月 16日完成穹顶吊装，2015年 8月 6日并网以来，累计发电近
500亿度，累计安全可靠运行天数位列中国核电旗下在运机组
第二名，是继 1号机组 2021年 11月 9日实现连续安全可靠运行
2500天之后，福清核电取得的又一佳绩。 （据《福州日报》）
大田首家民间人才文化展馆建成开放

近日，三明大田县奇韬镇东佳村高楼堂人才文化特色展
馆建成开放。

展馆内容丰富，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设计理念，设
有高楼堂简介、百字规、题诗、清代科第仕宦、现代知识分子、
历史人物、社会影响等展项栏目，通过图文、实物等形式，宣传
东佳村崇文重教、尚德明理的优良传统，以此来推动形成尊重
人才、激励后学良好社会风气。 （据《三明日报》）
厦门新材料产业去年产值超千亿

刚 刚 过 去 的 2021 年 ，厦 门 市 新 材 料 产 业 实 现 产 值
1074.14 亿元，增速达到 17.89%。其中，去年 1 到 11 月，厦钨系
列、象屿兴泓系列、华懋、明达、长塑等企业增幅均超过 24%；
先进基础材料领域，以金路通、朋鹭、嘉鹭、金鹭等为代表的企
业增幅超 30%。 （据《厦门日报》）

近日，龙海区程溪镇下庄村柿仔自然村何碧煌给 73位老
人每人发放红包。何碧煌创办了一家企业并取得一定成就，致
富后的他不忘乡梓，除给老人发放慰问金外，还为当地中学捐
助物资，助力教育发展。 陈建和 摄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曾灿辉）记者从市城管局
获悉，即日起我市在中心城区（芗城区、龙文区、高新区）开展
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整治重点包括规范人行道停车、整治
私自占用公共停车位行为、整治人行道机动车及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行为等，强化重点区域部位交通整治力度，督促“门前
三包”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其中，即日起至2月15日为强力治理阶段，通过成立专项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一线整治队伍、加大停车秩序治理力量和
资金投入等举措，实现全覆盖、无缝隙执法。值得一提的是，我市
将加大违停车辆搬离和处罚力度，提高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
违停的违法成本，同时统筹兼顾群众合理诉求和执法管理效能，
合理设置违停车辆集中存放地点，全面保障违停执法管理。

此外，2月 16日至 3月 15日为持续治理阶段，我市将充分
发挥“街长制”作用，督促临街“门前三包”责任人自觉维护好
门前停车秩序，并通过街道社区和城管志愿者引导市民规范
停车，实现停车秩序常态化管理。在 3 月 16 日至 31 日的优化
提升阶段，我市将及时总结整治工作经验，查找停车秩序管理
工作存在的不足和短板，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和工作改进对
策。整治过程中，我市还将建立集中整治工作台账，由市城市
管理局直属执法四大队对各责任单位进行督查考核，发现专
项整治工作开展不力、责任不落实的，将严肃问责问效。

我市开展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时间：即日起至3月31日

范围：芗城区、龙文区、高新区

本报讯（记者 许意斌 通讯员 林金顺）连日来，市住建局
加大对在建工程用砂和预拌混凝土企业用砂的督查力度和宣
传工作，并对全市 28 家预拌混凝土企业进行检查，均未发现
使用海砂的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工程施工现场和商品混凝土生产用砂来源
监管，该局结合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检查，深入建
筑工地、预拌混凝土企业，在重点场所，对在建工程现场用砂
开展抽测摸排。同时，重点部位张贴《关于依法打击整治陆地
涉海砂突出问题的通告》，进一步提高禁用海砂意识。共派出
执法人员 16 人，在全市 16 个县区 11 个有现场用砂的在建工
程中抽取 13 组砂样，经检测，氯离子含量及贝壳含量均符合
建设用砂标准要求，未发现使用海砂。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强化预拌混凝土用砂和工程用
砂质量管理，严查违规使用海砂行为，扎实推进全市陆地涉海
砂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确保全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市住建部门加大力度打击违规使用海砂

全市 28家预拌混凝土
企业均未发现使用海砂

本报讯（周丽娜）连日来，云霄县海洋与渔业局持续开展
渔船安全生产大检查。

据了解，岁末年初是寒潮、大风、大雾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季
节和海上生产作业繁忙季节，极易发生渔船突发性安全事故。
此次行动与“蓝剑”“渔业生产安全整治三年行动”港口查巡等
工作相结合，深入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厉打击
渔船“四超两改”、船员不适配不适任、安全救生设备配备不齐、
擅自拆卸北斗定位终端、擅自关闭AIS终端等违法违规行为。

对排查的渔船隐患问题，该局建立渔船隐患问题清单、隐
患整改责任清单、隐患销号清单，落实“限时治理”“闭环管
理”，实现“见底清零”，确保在隐患整改到位之前渔船“不带
病”离港出海作业。

云霄开展渔船安全生产大检查

节日期间，南靖辖区不少路段迎来出行高峰，南靖交警和溪中队对来
往车辆驾驶人员进行酒精检测，确保安全行车。 本报记者 游斐渊 摄

◀春节期间，在
长泰古山重景区油
菜花争相开放，游
客纷纷驻足欣
赏，用手机拍
摄记录美丽春
色。梁健 摄

▲2月 6日晚，市民徜徉在市区
中山公园百福园。这里的百种“福”
字，行云流水，刚柔相济，寓意百福
骈臻。 本报记者 饶超毅 摄

▶在东山县西埔镇白
石社区，志愿者与辖区儿
童一起制作虎年灯笼，传
承传统工艺，共迎新春佳
节。 陈思佳 摄

▶节日期间，漳州市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直属分中心
8名党员志愿者走进省道219
线浦林服务区开展春运暖程
志愿服务活动，让回家的旅
客更安全顺心。 郑文典 摄

◀春节期间，漳州市医
院急诊的医护人员坚守岗
位，防疫接诊两不误，积极救
治病人，认真做好医护工作。

本报记者 严洁 摄

▲2月 6日，不少市民
带着自家孩子来到市区天
虹商场购物、游玩，玩得不
亦乐乎。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春节春节

（上接第一版）
居住于此，成为游客深度了解土楼文化的一把钥匙，

也亲近了石桥村的历史文脉和秀美风光。“有一位来自武
汉的客人，本来只预定了一天，但因石桥村秀美山水和舒
适的民宿，而住了一周才走，还有的客人来了一次后又陆
续几次带了家人朋友前来。”郭彦斌说道。

如今，郭彦斌正着手对振德楼民宿的开发利用。振德
楼始建于 1722年，占地面积约 950平方米，可提供 18间客
房。“我们正着手打造土楼特色民宿品牌，促进非‘世遗’土
楼良性开发，在恢复土楼居住功能的同时，也带动当地旅
游经济发展。”为了让更多土楼长久“活下来”，郭彦斌还志
愿为当地有土楼修缮需求的村民提供咨询和帮助。

据石桥村党支部书记张志龙介绍，石桥村有 63 座不
同形状土楼，其中方楼，圆楼等集体的约 20 座，居家单户
40余座，主要分布在洪坑坝、门口洋、溪背洋三个自然村。
由于传统土楼建筑设施不完备，居民在生活上较为不便，
越来越多原住民搬离土楼，住进更方便的钢筋混凝土房，
一部分土楼变成了农用仓库，一部分土楼因无人居住开
始逐渐衰败、破损。目前，石桥村不断强化村民对土楼保
护意识，同时积极利用获得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的奖励资金对这些集体土楼进行修缮保护。

他，106岁
从单体民宿到产业集群

坐落于书洋镇田中村的龙昌楼今年 106岁，但在土楼
群中论资排辈，它仍算是“小年轻”。

虽然资历尚浅，但排面很大。龙昌楼建于 1916年，因龙
王第 51孙辈号昌，该楼建成后故名“龙昌土楼”，土楼延续了
传统的围合圆形构造，共有三层，占地面积3699平方米。

2018年，由厦门电商协会牵头开发，龙昌楼在保留土
楼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按星级酒店标准对其进行了装修
改造，打造成 25 间客房，可容纳 50-80 人的土楼特色民
宿。此外，龙昌楼还为游客提供了住宿、餐饮、购物、娱乐
等综合服务，一条旅游产业链就此形成。

如今，土楼旅游发展的红利也惠及了越来越多当地
群众。龙昌楼里的厨师、保洁、水电工等工作人员几乎都
是本村村民，他们在这里工作不仅可以拿到一笔不错的
工资，闲余时间还可以照顾到自家农地和家人，一举两
得。“我在龙昌楼打扫卫生，每个月可以拿到 3000多块钱，
工资比在外面打工还高呢。”田中村村民陈丽珠说道。

如何在活化土楼资源的同时兼顾楼体保护？这其中

也深有门道。
虽然是土楼中的“新生代”，但守护还得靠老办法。因为土

楼特殊的结构，不能靠现代机器进行清洗，龙昌楼便有了“清洁
三姨”——丽珠姨、美娘姨、素琴姨，她们定期要对楼体进行纯
手工擦洗，保持龙昌楼颜值“在线”。

夏日酷暑难耐，土楼本身承重力有限，不可能在每个
房间都安置空调，怎么办？

据龙昌楼内容运营主管张凌鸿介绍，为了给游客降温，
他们在土楼屋檐布置喷淋水管网络，通过三通管粘合固定连
接，让水沿着管道环绕一周，最后从间隔一米来远的出水管
喷淋出来，形成一圈水幕，起到楼体降温的效果。此外，龙昌
楼在每一个房间配备集成卫浴一体式淋浴房，轻便的材质不
仅不会造成楼体压力，也保留了土楼原建筑的“原汁原味”。

近年来，书洋镇不断深化非“世遗”土楼活化利用。通
过引进文创项目，扶持文创产业发展，促进土楼文化与旅
游深度融合。在书洋镇田中赋土楼群，几座原本破旧的土
楼，加入现代建筑风格，被修复改造成了展示土楼文化的
平台。此外，还启动了传统村落村志编纂规划、成立传统
村落文化研究会，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认定的
具体标准办法等措施以保护土楼文化。

⊙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李小琴 余祥龙 张静

敬业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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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