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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业主：
感谢您购买我司开发的中骏云景府项目（宣传推广名：中骏云景

府，以下简称“项目”）房产。项目现已办理初始登记，并已具备办理不
动产权证书的条件。请您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
往我司领取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需相关资料。第三方公司为项目提供
代办房产不动产权证书服务，请委托第三方公司代为办理房产不动产
权证书的客户携带办理房产不动产权证书需由买受人（即您本人）提
供的资料前往以下办理地址，并支付相关费用，第三方公司将竭诚代
您办理。

办证联系方式：0596-8298888；
办理地址：漳州市长泰区武安镇文昌西路277号中骏云景府售楼部
特此公告！

漳州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6日

中骏云景府

不动产权证书办理公告

兰徐小璇参加中外青少年齐唱闽南语歌曲兰徐小璇参加中外青少年齐唱闽南语歌曲““快闪快闪””活动活动

近日，在长泰区文泉社区，一场
别开生面的公德积分兑换活动温馨
上演，这一活动不仅极大地激发了
退役军人及军属的积极参与，更在
社区内部营造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拥
军爱民良好氛围。

“瞧瞧，这是我用公德积分兑换
来的生活用品，既实用又贴心！”12
月 4 日下午，退役军人张先生手提
刚从“公德积分派‘兑’点”兑换的礼
品，满面春风地与邻里分享着这份
喜悦。在超市的货架上，商品种类繁
多，从日常生活必需品到话费流量
卡，乃至长泰春晚的珍贵入场券应
有尽有，每一份礼品都蕴含着社区
对退役军人及军属深切的敬意与无
微不至的关怀。

原来，这一切的创新与尝试都
源自于文泉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站
长戴素敏的深思熟虑。面对社区内
180 名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
如何有效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让他
们在退役之后依然能够发挥余热、
贡献力量，成为戴素敏上任后亟待
解决的首要任务。经过反复推敲与
精心策划，一个以公德积分为核心
的创新管理机制应运而生。

“我们期望通过这个机制，让退
役军人的每一分付出都能被看见、被
肯定。”戴素敏介绍道，2023年6月，
社区正式推出了公德积分机制。

然而，在机制初推之时，反响并
未如预期般热烈。为破解这一难题，
2024年5月，机制再次进行了全面升
级。不仅设立了“公德积分派‘兑’
点”，让积分可以兑换各类实用物
品，还创新性地引入了积分转赠、志
愿服务时长记录等多元化激励手
段。年底时，积分排名前10的退役军
人还将荣获最美“公德人物”的称
号，并享受社区提供的特别资助。

这一系列的举措，将原本抽象

的积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回馈，极
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参与热情与积
极性。社区里的退役军人龙振中，
一直对音乐充满热爱。转业之后，
他始终在寻找机会继续发挥自己
的音乐才华。公德积分机制的推
出，为他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舞台。
如今，龙振中不仅在社区开设的

“绿橄榄”老年声乐公益课上大放
异彩，还巧妙地将音乐教学与国防
教育相融合，吸引了超过 600 名居
民的踊跃参与，成为社区文化生活
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就像在部队时一样，现在只要
有活动，我就跃跃欲试，想要多赚点
公德积分。”龙振中笑着坦言，他的
积分已经累积到了 120 分，这份成
就让他倍感自豪与荣耀。

随着活动的持续深入与不断推
广，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军属乃至
民兵纷纷加入公德积分的行列中
来。退役军人戴林斌因在公益救援、
社会救助等领域的杰出贡献，积分
遥遥领先，荣获了“漳州市最美退役
军人”和“长泰区道德模范人物”等
多项殊荣。

此外，文泉社区还通过“部站融
合”的创新模式，将社区综治中心与
矛盾纠纷调解室紧密结合，定期走
访退役军人家庭，及时了解他们的
实际需求与困难，广泛征集意见建
议，从源头上传递出对退役军人的
深切关爱与温暖关怀。

“社区无小事，拥军是大事。”戴
素敏语气坚定地说道，他们将继续
探索更多贴心、暖心的服务举措，用
心用情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让
每一位军属、退役军人、民兵都能真
切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与关怀。

⊙本报记者 王琳雅
通 讯 员 戴伟国

谢致卿 文/图

长泰文泉社区创新公德积分机制——

这里的退役军人“论功行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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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长泰区陈巷镇西湖
村到处是繁忙景象，一片片金黄
色的玉米地展现出勃勃生机，预
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村民
们在田间地头忙碌着，脸上洋溢
着喜悦的笑容。

长泰区作为闽南鲜食玉米的重
要产地，年种植面积近3万亩，占全
市的 70%以上。陈巷镇种植面积达
1.74万亩，成为长泰鲜食玉米的主
产区。自2022年陈巷镇与福建农林

大学农学院携手，共建长泰鲜食玉
米试验示范基地，并筹建长泰鲜食
玉米科技小院以来，先后吸引了多
名指导专家和常驻研究生入驻。他
们通过集成创新减肥增效技术，带
动农户科学栽培，实现降本增收。这
不仅为陈巷镇鲜食玉米产业注入了
新活力，也让该产业的硕果“甜”润
农民心田。

⊙本报记者 游斐渊 图
许文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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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张作掀 黄顺平）“高速执法的服务
太好了，你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为我加班办理，我就不用再跑一趟
了，太感谢了！”近日，驾驶员张师傅
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漳州高速执法
支队四大队执法人员手中，感谢执
法人员为其延时办理业务，解决他
的“燃眉之急”。

12月 6日 18时，来自厦门某客
运公司的张师傅正要带亲友前往南
靖云水谣景区旅游，公司听说后便
让他顺路到漳州高速执法支队四大
队队部办理信用修复事宜，不料到
达队部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张师

傅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了大队当
天带班领导进行沟通。大队的带班
领导了解具体情况后，当即协调大
队业务主办返回办公室加班处理，
第一时间为张师傅办理业务。

在办理过程中，大队带班领导
还邀请张师傅走进队部进行谈心。
在谈心过程中，执法人员担心张师
傅肚子饿，还贴心为张师傅提供了
面包、茶水等。执法人员的热情服务
让张师傅非常感动，他说：“不好意
思，影响你们下班了，要感谢你们的
服务精神，让我少跑一趟！”说着，张
师傅当场写了一封感谢信，于是便
有了开头那一幕。

为民服务不打烊 延时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李润）为进一步
弘扬中华民族扶弱助残的传统美
德，帮助残疾人增强自尊、自信、自
立、自强的信念，倡导全社会理解、
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风尚，在国
际残疾人日期间，我市各县（区）残
联广泛开展“国际残疾人日”系列关
爱宣传活动，营造团结友爱的社会
环境。

其中，龙海区残联在区特殊教
育学校举行“新阶助残、大爱有我”
百名千人助残行动慰问困难残疾人
活动。活动中，特教艺术团的孩子们
带来精彩的非洲鼓表演，展现艺术

的魅力，也体现了孩子们在逆境中
不屈不挠的精神。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还向现场的困难残疾人对象送上
慰问金和精心准备的爱心礼物。

南靖县残联联合辖区内康复机
构开展“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未来”
主题活动。活动中，康复儿童、家长
和志愿者们齐聚一堂，共同参与丰
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手工艺展示和
互动游戏。孩子们或唱歌，或跳舞，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家长们的脸
上洋溢着骄傲和幸福的笑容，他们
为孩子们的进步和勇敢感到自豪。

扶弱助残 传递温暖

近日，在漳州古城文庙前，来自市老年大学舞
蹈班 61岁的兰徐小璇被一群孩子围在中间。她化
身亲切的奶奶，开启一场闽南语与闽南精神的传承
之旅。

“咱闽南人，有句话叫‘爱拼才会赢’，这可不只
是一句歌词，更是咱闽南人骨子里的精神。”兰徐小
璇目光温柔且坚定，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孩子们讲
述着闽南人在岁月长河中拼搏奋进的故事。

说着，她轻声哼唱起《爱拼才会赢》。“一时失志
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孩子们跟着奶
奶的节奏，努力模仿那独特的闽南语发音。兰徐小
璇耐心地逐句纠正，还不时解释歌词里蕴含的深
意，告诉孩子们面对困难不能气馁，要像先辈们一
样勇往直前。欢声笑语在文庙前回荡，阳光洒下，为
这充满爱与传承的场景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辉。

快闪邀约快闪邀约 文化传承展风姿文化传承展风姿

为何会在此进行演唱教学呢？原来是“世界青
年 趣淘漳州”主题采风活动的子项目——中外青
少年齐唱闽南语歌曲“快闪”活动在此举办，而兰徐
小璇则是受邀而来。“我接到市开放大学一位老师
的邀请时，心里那叫一个激动，能参与这样的国际
活动，可真是莫大的荣幸。”兰徐小璇笑着说道。

退休后的兰徐小璇，就像一只放飞的鸟儿，尽
情地在文娱活动的广阔天空中翱翔。回想起退休那
年，她经朋友推荐踏入市老年大学的校门，瞬间就
被那丰富多彩的课程吸引住了。

“在众多课程里，我一眼就看中了舞蹈课，那感
觉就像是冥冥之中注定似的，从那以后，我就一头
扎进了舞蹈的海洋。”此后，兰徐小璇又先后报名开
放大学和龙文区老年大学的舞蹈课与非洲鼓课程。

一年到头，除了节假日和寒暑假，兰徐小璇每
天都雷打不动地往返于学校之间，风雨无阻：“有时
候下着大雨，路上都积水了，但我一想到要去上课，
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心里只想着不能错过任何一次
学习的机会。”

兰徐小璇性格活泼开朗，这使得她在闲暇之余
有了更多的机遇。她常常穿梭于市区、古城等地，当
起了龙套演员。“我记得有一次在古城拍戏，演的是
一个过路的群众，虽然没有台词，但我却特别认真
地去琢磨这个角色的神态和动作。”她回忆起自己
的龙套经历，脸上带着淡淡自豪。

去年以来，兰徐小璇先后参与《无障碍 更有
爱》《种星星的人》等微短片的拍摄，并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上展播。此后还拍摄红色革命题材话
剧《红军来了》，并在市离退休干部微信公众号、福
建老干部App展播。在拍摄过程中，她虚心向导演
和其他演员请教，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

演微电影演微电影 真情演绎悟人生真情演绎悟人生

今年 11月，兰徐小璇迎来一个新的挑战。也是
受一位朋友邀请，她参与一部微电影的拍摄。这部
微电影是由闽南师范大学影视编导专业的十几名
学生精心组织策划的。兰徐小璇在剧中饰演主角的
母亲，是戏份颇重的主演之一。

“这部剧讲述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男人的家庭
故事，他早年离家外出打工，辛苦打拼后赚了一些
钱。然而，命运弄人，他因病回乡。回乡后，他翻新了

古厝，儿子也争气地考上了大学，一家人本应共享
天伦之乐，可他的病情却日益恶化……”兰徐小璇
娓娓道来，她扮演的母亲角色既要照顾病重的丈
夫，又要照顾即将高考的儿子，用柔弱的身躯支撑
起家里的大小事务。

拍摄期间，有一场戏让兰徐小璇印象深刻。那是一
场病床前的哭戏，她需要表现出母亲对即将离世的丈
夫的悲痛与不舍。为了演好这场戏，她在拍摄前反复
酝酿情绪，回忆起自己父亲去世的一些悲伤经历，将
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融入角色中。拍摄时，她的泪水夺
眶而出，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被她的表演深深打动。

“当时导演喊了‘卡’之后，好多人都过来安慰
我，说我演得特别真实，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努力
没有白费。”兰徐小璇感慨地说，这部微电影深刻地
体现了家庭的温暖与亲情的可贵，同时也表达了落
叶归根的美好希冀。

那部微电影的拍摄，虽然才不到一周的时间，
但兰徐小璇收获颇丰。“通过这次拍摄，我对表演有
了更深的理解，也过了一把演戏的瘾，感觉自己好
像实现了年轻时的‘明星梦’。”她开心地说道。

公益之路公益之路 爱心无限映晚霞爱心无限映晚霞

在热衷于个人文娱追求的同时，兰徐小璇还积
极投身公益活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老年人的社
会责任与担当。她是“春天义演团”的一员，这个团
队活跃在漳州的多个角落，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
他们的身影。

在一次社区晚会上，“春天义演团”为居民们带
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兰徐小璇参与了舞蹈表
演，她和队友身着鲜艳的舞蹈服装，身姿轻盈地在
舞台上翩翩起舞，台下观众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她
们的身影，特别是她的独舞《鸿雁》，更是迎来了热
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的表
演，我心里就特别满足，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兰徐小璇笑着说。

除了舞蹈表演，兰徐小璇还会在义演活动中与
其他成员一起，为观众送上温馨的歌曲演唱。有一
次，他们演唱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当熟悉的旋
律响起，兰徐小璇和其他演员们饱含深情地放声歌
唱，台下的观众也纷纷跟着哼唱起来，一时间台上
台下歌声交融，爱国之情在空气中弥漫。

兰徐小璇还参加“春之歌”合唱团。在合唱团
里，她与其他团员一起刻苦训练，不断提升合唱水
平。他们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演出，用歌声传递着对
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我站在舞台
上，唱着那些歌颂祖国的歌曲时，我感觉自己仿佛
年轻了许多，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敬意。”兰徐
小璇激动地说。

最近，兰徐小璇又将开启一段忙碌而又充满期
待的旅程。她凭借在校出色的表现被市老年大学选
中，成为参加“福见银龄老年教育欢乐大舞台”2025
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一名说唱演员，即将奔赴福州参
加演出录制。这次她要表演的节目独具匠心，是一个
原创语言类说唱节目，名为《新时代快乐老年人》。

“这个节目可有意思了，它把漳州的美食和古
城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过说唱的形式展现出
来，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漳州的人文风情。”兰徐小璇
兴奋地介绍道，并期待着节目的最终呈现。

“兰徐小璇就像一颗闪耀的银龄之星，她用自
己的热情、努力和爱心，在退休后的生活中描绘出
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兰徐小璇周围的朋友如是
评价她。

“岁月虽流转，但只要心怀热爱，生命的每一个
阶段都能绽放出独特的光彩。”兰徐小璇希望自己
能继续在文艺与公益的道路上前行，激励更多的老
年人勇敢地追求梦想，积极拥抱退休生活。

⊙本报记者 李 润 通讯员 刘 磊 文/图

退休十余年，热爱跳舞、热衷演戏，拍摄多部纪录片、微短片，参加公益
演出，且看漳州阿姨兰徐小璇——

多彩退休生活 闪耀银龄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