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西时评

清洁核电助力“美丽福建”
谢贤伟 王永珍

商界有一句话：只有 1%的

产品是成功的，但这 1%的成功

却是由 99%成功的细节组成的。

言下之意，要想成功就不能忽视细

节，要不懈努力，直到“最好”。

一次策划、一场活动———相对于战

略层面动作———许多事都可以理解为细

节。可是有些地方流行宏观思维，偏好大

而化之，实际效果事实可以检验。

这两天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

在举行。展会不小，不少省市和企业亮

相，主展厅里展台大大小小，少说也有

上百个。展会第一天，很多展台还没

聚集起人气，台湾展台前已经熙熙攘

攘。85度C即兴表演创意蛋糕，糕

点师细致地裱画着一朵朵奶油花；

一家号称最先把优格混入冰激

凌的店家现场提供试吃，人

们只要排队就能尝尝味

道；陶作坊的茶壶精

巧细致，温着香

茶等待来

客品尝……

相形见绌，四周其他展位

就冷清许多。一些属于海峡西岸

经济区重镇的展位显得刻板，不够

吸引人。没有主动的介绍，缺少活泼

的推介活动，有的只有简单的回答、

一块块展板和成套的宏观信息介绍。

大陆展位固然“高屋建瓴”，却让

参观者不知“与我何干”，徒生距离感。

而台湾展台放弃宏观思维，以茶道、美

食的细节体验招徕顾客，现场聚起超高

人气。

台湾人营商善于从小处着眼，主要

是商业文化进步使然，其做派很值得

大陆同业借鉴。未来两岸签署服务贸

易协议，相互开放服务业市场，台

湾服务业起步早，已经占到市

场先机，大陆同业若不放弃

“宏观思维”，从细节做

起，在客户为本的服

务业竞争中会更

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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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周刊

福建的数字化建设已经驶上快车道。依
托社区信息化平台，福建各个城市社区均已
基本完成信息化建设，实现了“人在格中，
事在网办”，创新了社会管理模式，受到社
会各界的深切关注和广泛认可。

弥补资金技术“短板”

近年来，福建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工作中，坚持把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作为加
强社会管理、拓展公共服务的基础工程摆上
重要位置。

为解决社区信息化建设资金和技术力量
不足问题，福建省民政厅寻找技术成熟、居
民认可的运营商作为合作伙伴，共同推进社
区信息化建设。经过多次沟通协商，省民政
厅与福建电信公司达成共识，走“合作发
展、互利共赢”的路子，共同开发建设社区
信息化平台。

为加快社区信息化进程，福建也把社区
信息化工作纳入“数字福建”发展规划，与
“数字福建”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实施。
同时，明确各部分工作职责，省民政厅提出
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要求，并推广平台和系
统应用；省数字办负责统筹社区信息化发展
规划，协调相关部门基于社区信息化平台开
发等其他便民信息化应用项目；省电信公司
负责建设社区信息化平台，不断丰富完善应
用功能；街道负责改善社区信息化条件，利

用平台与社区建立便捷的工作联系和信息沟
通；社区居委会利用平台做好社区数据搜
集、整理、录入工作。

应用先进的“云计算”

福建还选择福州市军门社区、厦门市康
乐社区等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社区开展试点
工作。试点过程中，省民政厅会同电信公司
组织一批专家，与有关部门反复沟通论证，
从实际需求出发，以云计算技术建设了全国
首个社区信息化平台，建立统一的社区电子
档案，为社区提供一系列信息化应用终端设
施。

为加快普及推广工作，社区信息化建设
连续 !年列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并纳
入 "#$$ 年“数字福建”重点工程。省里下
发多个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文件；召开电
视电话会议、现场推进会、社区信息员视频
培训会议等，明确社区信息化建设的政策要
求和任务措施。

目前，全省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全面完
成，所有社区开通网站，网站访问量达
%"&' 万人次；平台录入社区居民基础数据
和民政、计生、党建、就业、综治等信息数
据 '() 万人 （占社区常住人口 (!*）；所有
社区全面开通社区总机，发布各类公告；开
通社区服务热线 $%'+ 条；建成社区全球眼
平安监控 $$)%路。

以人为本 便利民众

福建的社区信息化平台同时具有四大创
新亮点：一是技术先进性，全国首个采用最
先进的云计算技术；二是网络安全性，连接
省政府政务外网系统，具有强大的安全保密
机制；三是平台开放性，统一数据库能够与
各部门的信息系统数据对接交互；四是功能
实用性，按照“+,-”模式，完善社区信息
化平台的管理和服务功能，提升社区信息化
应用水平。
“+,-”模式中的“+”是全面推广普及社

区光纤宽带入户、社区数据库管理系统、社区
网站、社区一号通服务热线 +个平台项目。在
此基础上，结合社区实际，拓展“- 个”服务

项目，如社区电子商务、社区固定电话平安联
防、电子图书室、全球眼监控、老人儿童关爱
手机、社区翼机通考勤系统等。“社区一号通
服务热线”使用统一的对外号码，居民随时拨
打都可自动或人工转接到社区内各办事机构
和服务商家；“社区全球眼监控”让社区保安
和居民可以远程实时监控社区内外具体情
况；“社区固定电话平安联防”让楼上楼下、亲
戚朋友组成群组，遇有紧急情况拨固定电话
./就可自动呼叫求助。

社区信息化服务项目为社区和居民群众
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实现了社区日常管理和
服务工作的全面数字化，构建了政府、社
区、居民之间随时能够以网站、手机、电
话、电视、电子屏等多种方式进行互动的全
能沟通平台。

“数字福建”
迎来“云”时代

本报记者 章文秀

细节决定成败
王 昭

站在宁德核电站观景台眺望，远处，
蓝天碧海相交，白云波涛共舞；眼前，曾经
一海之隔的过境岛、备湾山，融为一体。

在过境岛上，+座反应堆厂房一字排
开。0号机组已投入商业运行，"号机组进
入调试阶段，!号机组正在安装设备，+号
机组土建工程已完工……到 "&0) 年，宁
德核电站一期 +台机组将全部投入商运。

这一国内首座建在海岛上的核电站、
全国第四个投入商运的核电基地，让福建
电网迈入了清洁、安全的“核时代”。

宁德核电站由中广核集团、中国大唐
集团、福建能源集团共同投资，是我国核电
中长期发展规划颁布后开工的第一座核电

站。据测算，0号机组投产后，日发电量
"+&&万千瓦时，可同时满足 "+&万户家庭
的电力需求；年发电量近 '01"亿千瓦时，
相当于福建省去年全社会用电量的 +1)*。

目前，在全省水电资源基本开发完毕
的情况下，核电项目承载了八闽清洁能源
的梦想。随着未来宁德、福清 '台核电机组
的陆续投产，到“十二五”末，全省清洁能源
装机占比将提高至 )"*，超过省“十二五”
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的 +'1(*的目标。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人们更为关注宁
德核电站技术是否可靠、安全保障水平是
否更高？

连接核岛主设备的大厚壁承压管道，
是核电站的“主动脉”。主管道的焊接质量，
直接影响到整个核电工程质量，关系核电

站的稳定运行。在宁德核电项目中，中广核
工程有限公司启动了主管道窄间隙自动焊
项目，与中核二三公司等单位携手攻关，完
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稳定的主管
道自动焊技术研发，并成功应用于 $号、"
号机组，焊接合格率达 //1(%*。

最关键的安全保障技术在反应堆。宁
德核电站量身定制了三道保护屏障。第一
道，是裹住了堆芯中 $)'组核燃料组件的
燃料包壳，浸在 "&" 立方米的水中，形成
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的保护层；第二道，
是由 "&厘米厚的合金钢板制成的一回路
压力边界，将水和燃料包壳“罩”起来，耐
高温高压，防止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反应堆

厂房；第三道，是由钢筋混凝土浇筑成的
反应堆厂房，壁厚 &1/ 米，内壁衬是 % 毫
米的厚钢板，并运用预应力张拉技术提高
混凝土墙的强度，防止放射性物质泄漏到
自然界。

宁德核电站靠海一侧，筑了一道近两
公里长的防浪墙，将整个核电站围裹起
来。防浪墙下的防波堤，由纵横交错的
“扭王块”织成，浪潮拍打在上面，能量立
即被分散消解。即便出现溢浪，防浪墙后
的排水沟，也足可以将其排掉。这也是宁
德核电站最重要的安全屏障之一。

有关专家表示，宁德核电站不仅能缓
解东南沿海地区电力和能源运输的压力，
还将优化福建省能源结构和电网结构，实
现节能减排，推动“美丽福建”建设。

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福建省茶业总产量和毛茶产值均

居全国第一，福建全省涉茶人数超过300万人。 王东明摄（中新社发）

福建300万人“涉茶”

本报泉州电 （林晓英、周晓宣）
“这次台轮进港小额贸易，只需在边
防工作站的微博上预约申报，不仅省
去多项手续，还节省了近 $个小时的
审批时间。”一名党姓台籍船长对福
建泉州后渚边防工作站推出的“微博
申报台”赞不绝口。

后渚边防工作站创新推出“微博
申报台”，采取“键对键”交流方式，
简化台轮进港贸易手续。台轮来港交
易，无需到工作站递交申报申请，只
需将申请传真至该工作站即可。手续
齐全、长期合作的台轮，其负责人还
可通过 "+ 小时电话预约、手机短信
固定格式申报、手机拍照微信申报等
方式，进行进出港预申报。

“微博申报”
全天候

本报连江电（赵建强）自 )月初
进入休渔期以来，福建连江边防大队
充分利用船舶回港、渔民休整时机，
开展创建“平安海区”、海上船舶安
全隐患排查等专项行动。

近一个月来，大队官兵走码头、
上船头，深入辖区港澳口和渔船集中
停泊海域，全面对辖区船舶底数、回
港休渔情况和渔船民情况进行调查并
进行登记，确保每艘船走访到位，每
个港澳口核对到位，提高对辖区各类
船舶和渔船民的熟知度。

在走访中，官兵们还发放传单、
张贴标语、登船访谈，开展各类普法
宣传和安全生产、治安防范宣传活
动。

连江整顿
海上治安

近日，福建泉州市泉港区沙格边
防派出所普法宣传小分队深入南埔镇
惠屿岛，宣传与海岛群众密切相关的
法律法规，受到海岛群众欢迎。

惠屿岛是泉州市唯一的海岛行政
村，由于受交通条件影响，曾是惠北
地区经济最为落后的村落之一。近年
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规划和支持
下，惠屿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水电工程进岛、养殖业大力发
展、医疗部门进驻……岛上群众的生
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但是，岛上居民大多法制意识淡
薄，海产养殖、土地纠纷等造成的邻
里纠纷、打架斗殴等现象比较突出，
给“美丽乡村”建设带来了不和谐的
声音。为提高岛上群众的司法意识，
沙格边防派出所从官兵中挑选会讲闽
南语的干部组成普法宣讲小分队，到
群众家中现场宣讲法律法规。

在岛上的爱民固边流动书屋里，
宣讲小分队也把普法宣讲的最新报
刊、书籍放到书架上，许多养殖户闻
讯前来借阅。“十八大报告中提到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现在不仅要
丰富物质文化，更要了解国家政策和
法律法规，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养
殖户肖美贵连声夸赞小分队的流动书
屋给他们提供了致富的精神食粮。目
前，通过普法宣传，岛上的和谐气氛
浓厚了，邻里之间的纠纷也明显减
少。

海岛普法
周电彬 黄规亮

陈燕君知道，自己今生将与“槌”相伴。
!"#!年，这个从小就做着音乐梦并且越来

越接近梦想、已是时尚乐团打击鼓手的“$%

后”女孩，却为了一个祖辈父辈的梦想，成了
中华老字号“同利肉燕”第五代掌门人。
“要放下钟爱的鼓槌，拿起笨重的燕槌，确

实令人纠结。”陈燕君坦承，“开始时主要还是
责任使然，让这个百年老铺一代代传承下去。”

作为福州著名风味小吃，肉燕流传已有数
百年，因形状圆头散尾似飞燕而得名。而“太
平燕”则是福州风俗
中的喜庆名菜，由肉
燕和鸭蛋配煮而成。
在福州，逢年过节、
红白喜事，都必上这
道菜，取“太平”
“平安”之吉意，有
“无燕不成宴，无燕
不成年”的说法。

肉燕同馄饨有些
相似，独特之处在于
“肉包肉”，即先用精肉捶打出“肉燕皮”，再包
进肉馅。“打燕皮”称得上独门绝活，掌握的
人叫“打燕郎”。在“同利肉燕”老铺，这种绝
技已传承了 &'% 多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
“当初动员女儿接班，内心很矛盾。一是这

行当是‘粗活’，历来都是‘传男不传女’，二
是眼看着她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梦想，却让她为
了祖辈父辈的梦想接班。但我的体力精力一年
一年下降，再不抓紧培养接班人，就真的来不

及了。要知道很多传统工艺就是因为年轻一代
不愿学或学不精而失传，很多老字号也因此跟
着消失。”现已被聘为“技术顾问”的“同利肉
燕”第四代掌门人陈君凡说。

陈燕君真正沉下心来当“打燕郎”，把祖辈
父辈的梦想作为自己的梦想，是在帮助父亲整
理相关资料之后。“通过整理，对家族创业史
和肉燕本身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再去看老铺
和一只只肉燕，好像都有了生命，有了故事，
全都在那儿栩栩如生地讲述着我们家族也是我

们民族的价值理念，那就是对和谐幸福、平安
吉祥的不懈追求。”
“肉燕皮核心价值就在于纯手工加工，材料

要精选，做工要到位，这是一定不能变的。而
其他的则一定得变，随时代需求而变。”这位被
媒体称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样
本”的女掌门一上任，就用古老的燕槌敲出了
新时代的节拍。

如今的“同利肉燕”建起了中央厨房，开
启了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时代，每天生产的肉

燕和燕皮已分别达到 &%%%千克和 (%%千克；开
办了专门网站，进入了电子商务领域，网购者
已遍及海内外；出版了 《同利肉燕传奇》 《穿
过后街的百年槌声》 等书，编排了“打燕舞”
“同利诗声”等。

陈燕君的努力很快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已
取得了包括中国饮食界最高奖“金鼎奖”在内
的一系列荣誉，并被推选为福建省闽菜技艺研
究会副会长。
“把肉燕做好，推销出福州，是我祖辈的梦

想，这一点我爸爸已
经做到了；把肉燕做
大，让它成为一张文
化名片，成为我们与
世界人民交往交流的
一道桥梁，是我父辈
的梦想，虽然这几年
通过参展参赛，获得
了一些认同，但离目
标还很远，还需要我
们继续努力。”小有

成绩的陈燕君保持着冷静，“‘槌声响世界、燕
皮盖全球’，是当年我老爸参加中国烹饪代表团
出国访问时我赠送给他的对联，现在却成了我
对自己和这家老铺的未来期许。”
“我父亲的愿望是让这个百年老铺一代代传

承下去，我的名字叫做燕君，就包含着这层意
思。现在，我两个孩子的小名也都与肉燕有关，
一个叫丝丝、一个叫皮皮，希望他们今后也能
真心喜欢上这一行当，把它传承下去并发扬光
大。”陈燕君说。

一位“80后”非遗传承人的心声———

把肉燕做成一张文化名片
王凡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