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福州电 （魏芳） 两岸出版合作共同
作业平台启动暨海峡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开业
仪式将于 !月 "#日在福州和台北同步进行。

海峡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由海峡出版发行

集团和城邦媒体控股集团共同投资
成立。作为两岸出版合作的平台，
将面向数字出版，由两岸出版人合
力经营，整合两岸优质出版资源，

构建全媒体出版旗舰平台。
海峡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是大陆第一家获

得互联网出版经营许可、互联网信息服务许
可、移动信息服务许可的境外合资企业。

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的多所小学纷纷

设立莆仙戏兴趣班，开设唱腔课、组建莆仙

戏曲唱腔和表演兴趣小组，邀请莆仙戏演员

为学生戏迷讲戏，或借节假日在校园及附近

的社区演出。

大图：3月 20日，在莆田市荔城区梅

峰小学，舞蹈教师林培华（右二）指导小学

生戏迷学习莆仙戏的动作。

小图：老师为扮演包公的学生陈腾化

妆。

林剑冰摄（新华社发）

海 峡 西 岸

新闻周刊
人民日报海外版港澳台部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合办

东山岛上的东山石

海西
时评

2013年3月22日 星期五海西周刊
责编：王 昭 邮箱：gtbhwb@peopledaily.com.cn

改革开放的前一个 !$ 年，爱拼敢赢的晋江人创造了发达
的县域经济，竞争力持续领跑全省乃至全国。当前，晋江上下
在开展忧患意识大讨论，晋江人忧的是，下一个 !$ 年发展的
后劲在哪里？

后劲在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目前，晋江正在探索以新型
城镇化带动服务业提升和传统产业升级的路径。

城市“大变脸”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不断书写经济奇迹，创造了“晋江经
验”和“晋江模式”。

然而，与之相比，晋江的城市名片和亮度却远不对称。长
期以来，城市化发育不足、水平不高，尤其是中心城区的辐射
能力偏弱，是晋江一大软肋。

为改善城市面貌，更为原有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的
优化造就优良的环境，"$%$ 年，晋江开始大规模推进城市建
设。以梅岭组团为出发点，晋江拉开了“全市一城、一主两
辅”的城市建设布局。近年来，晋江市相继实施 !&"个重点城
建项目，推进 %' 条道路的功能完善、景观提升和立面综合整
治。

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吸引了更多的服务业项目。在晋江
世纪大道两侧，随着祖昌体育馆、万达广场、宝龙广场、金融
中心等地标大楼拔地而起，这一带正在崛起成为晋江商贸服务

业和总部经济区。
在位于青阳街道的洪山文创园内，多幢别具风格的创意产

业大楼巍然矗立。这些大楼，全部由老旧的皮革生产企业厂房
改建而成。今年 !月底，已有包括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广
东工业设计总公司在内的 %%家工业设计企业和设计机构进驻。
据悉，今年还将有一大批国内外工业设计机构和公司入驻。这
些企业和机构选择晋江，就是看好晋江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城市
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

乡村城镇化

晋江的民营经济发端于草根，多数布局在乡镇。从产业分
布看，东石的伞具、英林的夹克、陈埭的运动鞋服、罗山的食
品……一镇一品特色非常明显。如果只是简单地做好中心城区
建设，难以带动和辐射密布在乡镇的众多产业与民企。

按照“全市一城”思路，晋江把全市陆域 '#( 平方公里、
%"%公里海岸线作为一个城来规划建设，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
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向农村延伸覆盖，让乡镇和农
村也能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

在自来水领域，目前，晋江 !)( 个建制村全部通上自来水；
在环境整治领域，晋江市财政每年投入 %亿元，实现城乡环卫一
体化；在公共安全方面，晋江组建了 !($$多人的巡防队伍，将治
安力量配到村一级；在保障制度方面，医疗、养老等各项制度正

在走向城乡一体化……随着城乡各项公共服务日趋完善与统
一，密布乡镇、乡村的众多民营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支撑。

在晋江南部的金井，拔地而起的办公大楼、优美的现代化
小区、遍地分布的公园、崭新的星级酒店，与晋江中心城区已
不相上下。由于配套完善，七匹狼等多家民营企业将企业总部
建在这里。

外来人员本地化

与此同时，农民与市民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在磁灶镇大
埔村，有整齐划一的小洋房，!$$$平方米的农民休闲广场、干
净整洁的菜市场、文体活动中心、休闲中心广场、体育健身路
径、灯光球场、老人活动中心及藏书近 *$$$ 册的农家书屋。
这里，与城市早已别无二致。

人的城镇化还体现在百万在晋江务工的外来工身上。"$%%

年 * 月，晋江启动居住证制度，凡年满 %' 周岁，且在晋江务
工满 !$ 天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均可申领居住证。以居住证取
代暂住证后，外来务工人员可享受子女教育、医疗卫生、住房
保障等 ""项市民待遇。截至目前，全市已有近 '$万外来人员
申领了居住证。

外来人员本地化、进城农民市民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晋江正向人的城镇化方向探索、迈进。

这些，都是晋江新型城镇化的新注解。

晋江“注解”新型城镇化
何 金 林 青 陈文经

海西进行时

3月 19日是福建省公务员招考

报名最后一天。报名截止，18.5万多人

竞争5400多个公务员职位，大大超过

往年，最热门岗位的录取比例攀升到

1392∶1，真可谓千军万马过大桥。

“公考热”延烧多年，并不局限

在福建一地，早就是全国性的景观。

大家一窝蜂涌向“铁饭碗”背后的原

因和现实弊端，已经引起社会反思无

数。

公务员职业的含金量为“公考

热”持续添薪加柴，是“公考热”冷

不下去的最重要原因。他们收入稳

定、待遇优厚，在阳光照射不到的环

节，甚至还有灰色收入的可能。加上

就业困难，经济大环境不理想，做一

个永不失业的公务员成为不少人的职

业梦。

从未认真思考，面临就业就随波

逐流的心理，也令许多人盲目加入公

务员考试大军。谈到考试“有枣没枣

打一竿子”的态度，正是这群人的心

态。他们对生活道路缺乏思考，从某

种意义上说，也是所受教育的一种失

败。

年捧“铁饭碗”弊多利少，某种

程度上成为社会共识。公务员以所谓

旱涝保收的优势，引人趋之若鹜。然

而进入公务员队伍后，不少人安逸慵

懒，得了“机关病”，再也没有活力，

更缺乏创新意识。在其他“铁饭碗”

纷纷被打破的年代，大批年轻人却怀

抱求稳求平，甚至追求权力和灰色利

益的心态向体制内进军，对我们这个

需要创新的社会来说，不能不警惕。

正如有媒体评论说：“再这样下去，

这个社会要病了”。

共识如此，人们竞逐公务员职位

的热情不但丝毫未减，人数反而一次

次刷新纪录。为“公考热”降温，只

能向制度设计求索。

从公务员的“高含金量”切入思

考，不难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不

过，单纯削减“铁饭碗”福利不是解

决问题的方向。高薪方能养廉，除去

一些优渥到不合理的政策，公务员绝

大部分福利应该得到保障。相对应

的，完善的社会福利系统、较友好的

创业政策和环境倒是亟待建立。老有

所依，无后顾之忧，“铁饭碗”的退

休工资就不再那么吸引人；创业者只

要面对简单的环境，不必瞻前顾后，

付无罔代价，更多人便能从“旱涝保

收”的思维桎梏里挣脱。

改革诚然不易，建设也耗费心

力，要褪去“铁饭碗”的光环势必需

要时日。但是，选对了方向就是希望

的开始。

“公考热”

要降温
王 昭

平潭—台北航线即将开通
本报平潭电（王凤山）由福建省海峡高速客滚航运有限公司运营的第

二艘高速客滚船“丽娜轮”，!月 '日获得台湾相关方面核发的平潭至台
北港高速船航行许可证书。目前，“丽娜轮”正向大陆方面申请航权，预
计 #月将开辟台北至平潭航线。

据悉，这份高速船航行许可证书是台湾交通主管部门发出的首张航行
于两岸间的台湾资本船舶的高速船证照。
“丽娜轮”"$%" 年由台湾华冈集团购入。船长 %%"+' 米，宽 !$+& 米，

核定载客 **#人，汽车 !&$辆。去年 %%月 !$日，“丽娜轮”从平潭澳前
客滚码头出发，试航平潭—台北航线。“丽娜轮”时速 !'海里，从平潭
出发后 !小时即可到达台北港。

平潭设对台小额商品市场
本报平潭电（李向娟、王凤山） 近日，一座由 !(幢建筑组成、面积

达 %&万平方米的平潭对台小额商品贸易市场、水果批发交易中心一期封
顶，不久将交付使用，有望打造成为台湾小商品和水果贸易最便捷的交易
平台。

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距离澳前客滚码头仅有 &分钟车程。目前，两
岸海上新通道正逐渐发挥效应。据统计，平潭———台中航线开通一年多时
间，“海峡号”已运送旅客超过 %"万人次。据介绍，今后游客乘坐“海
峡号”赴台游，可以不用大包小包拎回台湾特产，只需在平潭小额商品市
场一站式搞定，价格跟台湾差不多。

本报闽侯电（金柱、兴政）困扰福建省闽侯县祥谦镇澜澄村
村民 "$多年的自来水管道老化、出水量小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这次政府为我们解决喝自来水的问题，做得又好又快。”近日，
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林福在该村“回访”民生，村民林亨春对他
称赞道。

去年初，闽侯县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百村万户访民生”
活动，从 %"月开始组织县乡干部“回头看”，回访活动效果。祥
谦镇澜澄村自来水问题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上世纪 )$年代后期，祥谦镇澜澄村等 %)个村的自来水管道
陆续建成。直径 %&厘米的镀锌管年久老化，且供水流量小。在
去年初开展的“下基层，访民生”活动中，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此后，镇里投入 ")$$多万元进行水管改造，新铺设水管近 &$公
里，受益人口达 '万多人。

“下基层”之后，有些问题也在探讨解决中。白沙镇有两所
中学———白沙中学和闽侯四中，由于历史、软硬件投入差异等因
素，两所学校之间资源并不平衡。教育部门“会诊”之后提出对
策，今年开始将探索两个学校资源共享、师资共享、一体发展，
化解资源不平衡引发的择校问题。

去年 * 月，闽侯出台农村住房保障暂行办法，将全县 "$$$

多户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纳入保障范围，但迄今尚未有人
申领农民保障房。县住建局解释，这是因为政策出台后，由各乡
镇（街道）具体负责实施，但房源统筹、保障对象确定等进展不
快。目前，他们正协调各乡镇（街道），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明
确保障对象数量，多渠道筹措农村保障房房源，做到成熟一批，
保障一批。

闽侯县的“民生回访”

曲径通幽的陈列馆

穿过“客家祖地”福建省连城县城的闹市，拐入一
个不起眼的角落，闹中取静处便是当地尽人皆知的一
个陈列馆———存有特别的历史见证物匾额。这就是客
家女子杨芳一手创立的树芳斋匾额文化陈列馆。走进
陈列馆，面对一块块大小不等、种类丰富、古香古色的
匾额，杨芳说，每块匾额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述说了一
个故事。

杨芳是在连城土生土长的客家人，而连城县是客
家人的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十余年前，一个偶然的
机会，丈夫谢远忠带回了一块年代久远的匾额。出于
好奇，杨芳对照匾额的上、下款查阅资料，欣喜地发
现，该匾额的受匾人竟是自己的祖先。
“对于客家人来说，受匾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情。”回想儿时父母的教诲，这一重大发现令杨芳激动
不已，“我意识到研究匾额，或许可以收获一些被遗忘
的历史。”

匾额蕴藏丰富历史

匾额是中国古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悬挂于显
要位置，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有彰显美德、光宗耀祖

的作用。匾额最早出现于秦代，至今已有 "$$$多年的
历史。

客家人素来崇文敬祖。在闽西客家祖地，无论
走进哪个姓氏的祠堂，堂内必不可少的便是匾额。
有专家表示，匾额在客家盛行，还因为客家人在南
迁离开亲人和祖居地以后，希望通过挂匾额来取得
同宗群体的归属感，并以此提高别居者的社会地位。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多年遗留下来的
匾额逐渐被遗弃，中国独有的匾额文化也从上个世
纪 &$年代开始逐渐断绝。

指着馆中一块康熙年间的匾额，杨芳对记者说：
“找到这块匾额时，它正被用来晒地瓜干。”谈及此，
杨芳言语中流露出惋惜之情，“我们把它带回来之
后，做了很多修复工作，但始终都没办法复原了。”

由于匾额文化未获重视，匾额往往散落民间，
需要一块块地收集。为了支持杨芳，谢远忠负责四
处收购匾额，而杨芳则负责研究、修复、展示、解
说。

耗尽积蓄拯救文化

在匾额收藏遇冷、匾额研究专家稀缺的现状下，
杨芳要想了解匾额上的人物、史事及文字典故，单

凭一己之力，常常耗尽心力。对于收集回来的每一
块匾额，杨芳都努力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希望“能
够拂去历史尘埃，让陈旧的匾额鲜活重现”。

在杨芳的指引下，记者在众多匾额中找到清代
著名学者纪晓岚在客家祖地留下的真迹———“文明有
象”匾。杨芳介绍，这块匾出自连城县塘前乡迪坑
村，当年这个村的一客家人考中秀才，府试期间，
正好是纪晓岚巡视。为了褒奖这个家族教育成风，
纪晓岚提笔写下“文明有象”。

如今，杨芳已收藏 *$$ 余块历史悠久的匾额，
种类涵盖翰林书法名家匾、圣旨匾、功名匾、堂号
匾等。其中，*$,以上的匾额出自客家地区。福建省
博物馆专家参观陈列馆后惊叹，从来没见过品种如
此齐全的匾额。

民俗研究专家严修鸿表示，客家匾额表达了客
家人向往、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欣赏趣味，反映
了客家地区的一些民俗民风，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虽然匾额研究占据了杨芳生活的全部，也耗尽
了夫妇俩多年的积蓄。但杨芳说，既然开始了，就
一定要做好，让更多的人通过匾额了解客家文化，了
解正在消失的匾额文化。

客家女：收藏匾额找寻历史记忆
中新社记者 郭熙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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