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正廉明，世人敬仰”、“一代名相立
天地，千秋金鉴照古今”、“太宗纳谏百年
仁政江山定，玄成直疏千载留名九州春”
……走进福建省周宁县礼门乡魏征纪念馆，
!"#

面廉政文化碑林映入眼帘。
魏征，唐朝政治家，以直谏敢言著称，

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谏臣，被唐太宗李
世民尊称为雕琢“美玉”的良工、矫正己过
的“人镜”，享有“千秋金鉴”之盛名。

青山环绕，绿水依傍，魏征纪念馆内凉
亭古朴，楼阁各异，主体建筑由书法名家廉
政碑林、魏征勤政廉政史迹、魏征铜像、古
今廉政格言展馆等构成，尤以

!"#

面廉政文
化碑文最为壮观，它环绕在魏征纪念馆围墙
内侧，是当今书画艺术家留下的珍贵墨宝。

据家谱记载，
福建省周宁县礼门
乡魏氏系魏征第十
三世后人。

$"!!

年，当地在外民营企业家
魏明生等人，捐资

!%""

万元兴建纪念馆，
为的就是深入挖掘魏征文化，大力弘扬魏征
“民为邦本、本固国宁”的执政思想和“居
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治国理念，以丰厚
的历史底蕴来充实廉政教育的内容，以此
教育党员干部以史为鉴、克己自励、以人
为本、执政为民。现今，魏征纪念馆已成
为周宁县最重要的廉政教育基地。基地建
成以来，已吸引各地党员干部和游客

&

万
多人次，搭建起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廉政
文化教育平台。

本报福州电 （严群星） 为期
'

天的第七
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

!!

月
!(

日在武夷山
市落下帷幕。

本届茶博会坚持“精简、实效”原则，
发挥专业会展公司能动性作用，提升展会办
展实效，较往届减少

)

个工作组，不搞排
场、不做形式，简化了开幕式，取消了文艺
晚会、欢迎晚宴，馆外取消大型广场造型、
花柱、拱门、彩带等。

以“缘聚武夷、茶和天下”为武夷茶文化
要旨的本届茶博会，展览面积

)*'

万平方米，设标准展位
!$""

个。在
'

天时间里，除举办主题讲座等外，还举办禅茶文化节、欢乐茶节、“茶和
天下”海峡两岸祭茶祈福大典等活动。围绕“茶与养生”这一主题，组委
会邀请国内茶界知名人士、专家开设“茶与养生”专题讲座；

$"!'

年武夷
山国际禅茶文化节，邀请日、韩、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两岸
三地佛教界、文化界、茶学界、企业界精英参加。

突出海峡两岸交流是历届茶博会的特色。本届茶博会设立台湾
馆，超百家台湾企业在该馆设点。在茶博会期间举办的中国武夷山国
际禅茶文化节上，台湾冻顶乌龙茶始祖林凤池的第四代传人携带台湾
冻顶乌龙茶苗回赠天心寺。“美丽武夷山，美丽阿里山”书画名人邀
请展，展出海峡两岸百名书画名人

$""

多幅作品，增添了本届茶博会
的文化色彩。

与往届相比，本届茶博会在办展规模、展会交易、品牌影响等方

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围绕展览展销这一主题，茶博会重点突出了茶
生产企业与茶经销企业之间、茶消费者与茶专家之间、茶产区与茶销
区之间的交流互动。参展产品包括茶叶、茶具、茶工艺品、茶叶加工
机械等

+'""

多种产品。
据不完全统计，本届茶博会共吸引海内外各界来宾、客商

&

万多人，
比上届增长

!

倍多。
'

天时间里，参会人数达
$"

万人次，进馆人数达
!"

万人次。茶博会期间共签约合同项目
!#(

项，总投资
)$"*('

亿元，签约
项目涉及生态旅游、机电、生物、商贸服务、度假休闲等行业，以及
茶叶种植、观光、精深加工等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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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弘毅 王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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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周宁县浦源村有一条“鲤鱼溪”，
因其独一无二的“护鱼文化”，已申报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记者日前趁着天冷人少，对浦源村
进行了一番“探索”。

一进村口，便是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尽管
雨后溪水显得湍急且混浊，凉风阵阵，但仍可见

成群结队、五彩缤纷的鲤鱼在溪中怡然自
得地游着，一副令人羡慕的“主人翁姿
态”。

一位阿婆正在溪边自来水龙头下
洗衣服，水龙头旁边的墙上还钉着一
块小小的标语牌，写着“一滴水一分

钱，请节约用水”，不禁有些
诧异：这溪水不可以用来洗衣
服么？阿婆笑了，抬起沾满泡

沫的手指着溪边一排石
条：“原来也是用这
溪水洗衣服洗碗的，

现在都用洗衣粉
和 洗 洁
精，怕对鱼

儿不好，
大家全改用自来水了。”

阿婆告诉我们，她姓肖，今年
!"

岁了。自
#$

岁那年从邻村嫁到浦源后，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遵守
着这样一条“乡规民约”：视鲤鱼为“老朋友”，细

心呵护，永不捕杀。
“后来我也这么告诫我的五个儿子、

两个女儿的。这么多年来，哪
怕是在最难熬的饥荒年代，我
家子孙都不捕杀鲤鱼。”家里
人对这条“乡规民约”的遵
守，让肖阿婆感到十分自豪。

浦源村有村民
%&&&

多人，
大部分姓郑。根据资料记载，

其先祖来自北方。南宋嘉定年间，郑氏先民在动荡
不已的迁徙中经过浦源时，为此处“世外桃源”般
的美景所吸引，在此定居。为了防止流经村落的小
溪被污染或投毒，他们开始在水里放养鲤鱼。后来，
郑氏八世祖晋十公召集族人，制定了“浦源村郑氏
家族世世代代不得捕食鲤鱼”的“乡规民约”。

鲤鱼自此成为该村的“保护神”，村里人爱鱼护
鱼蔚然成风。再后来，关于鲤鱼的“神话”
与传说越来越多，更使得一开始
简单的“村规民约”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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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弥久愈坚”。
“就算在异国他乡，浦源人也自觉地不吃鲤鱼，

看到有人捕捉鲤鱼，还会买下来放生。”浦源镇文化
站站长郑沐提起族人护鱼的“文化自觉”，自豪感不
逊于肖阿婆。
“大部分浦源人对鲤鱼的生活习性都摸得一清二

楚，鱼儿生病了，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村
里沿溪建房时都要修建‘

'

’形下水道，同时在溪边
大量种植蒲草，让鲤鱼在山洪暴发时不被冲走；为
了防止外人捕杀鲤鱼，村人还专门练就‘护鱼拳’，
打造了专门的护鱼武器。”郑沐介绍说。
“全国有不少类似鲤鱼溪的地方，但像浦源村这

样形成‘护鱼文化’的可能独一无二。它拥有
‘三绝’，即：鱼冢、鱼葬礼、鱼祭文。每当
溪里有鲤鱼不幸死去，村民们都要把它捞起
来，送到村头的鱼冢里。每过一段时间，村
里还要为鱼儿举行‘葬礼’，由德高望重的老
人当众焚香，诵读世代流传的 《祭鲤鱼文》，
跟祭奠自家亲人一般隆重。”浦源镇党委
书记陈寿清告诉记者。

因为一个信守了
!&&

年的“人鱼
约定”，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浦源村
如今在人们眼中，成了一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在福建乃至全国已小有名气。
不少客商已前来投资开发。
(&)&

年，鲤鱼溪“护鱼文
化”已被列为福建省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刚过去的

!"

月
“黄金周”，有
#&

多万游客光
顾了浦源。

信守八百年的“人鱼约定”
闽东“鲤鱼溪”：

!!

月
!"

日，福建漳州联运公司办事员在漳州边检站
“政务微信”服务平台上输入公司车辆车牌号，与此同时，
在

&

公里外的口岸现场，执勤检查员就接收到允许车辆进入
限定区域的信息。

政务服务采用新科技，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边检机关用
“指尖上的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

“网上报检”零等待

过去，福建各口岸的企业办理相关边检证件，每次必须
收集员工的身份证件，往返边检站递交资料，耗费大量时
间。如何破解“办证难、办证慢”？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在
全省边检机关推广使用“网上报检室”服务，实现“一网式
办公”，让网上办证“零等待”。

!!

月
#

日，福州边检站报检大厅，福州外代公司报检
员张义庆

&

分钟内就办妥了
'&

份登轮证。执勤业务一科科
长陈峰解释说：“服务对象只要敲打键盘输入人员信息，报
检厅值班员核对信息，只要

&

分钟就可以解决以往办证的繁
琐过程。”

边检提速，企业受益。福州外轮代理公司船务部的曹经
理说：“网上办理一次证件可以为我们公司节约

)""

元，我
们每年还可以省下近

$

万张纸。”

“警务微博”粉丝多

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充分运用微博的“微力量”，在全
省边检机关中建立了

$$

个警务微博。
福州机场边检站与福州

#(%

都市广播电台连接互动，利
用警务微博便捷、迅速的特点，全天候不定时向广播听众传
播资讯。今年

+

月
!!

日，福州空港狂风骤雨、电闪雷鸣，
不少网友都在网络上咨询航班是否受到影响。福州机场边检
站立即与航空公司等单位了解情况，在微博上发布航班正常
的信息，及时消除了旅客顾虑，确保出入境通关顺畅。

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以来，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边检机
关共更新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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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粉丝
'&"""

多名，边检服务工作
得到了广大服务对象的支持与关注。

用
!!

远程服务

!!

月
'

日，在不到
!"

分钟的
,,

在线对话中，宁德外
轮代理公司报检员林静在电脑前就完成了宁德港
一艘入境船舶的预检手续报备，保证船舶能够赶
上潮水靠泊作业。

从“面对面”到“键对键”，“不打照面”地完成
船舶检查预约服务的秘密在于“

,,

服务群”平台
的投入使用。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边检机关依托
“
,,

服务群”，实现了信息发布、咨询反馈、业务
受理、服务预约等功能，服务对象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到“居家化”的服务，受到广泛好评。

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边检机关鼠标轻点，运
筹帷幄之中，服务千里之外，助推了口岸经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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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企业申请银行贷款，如今有了新的标准：除了经营和信用状
况良好之外，越节能环保的，就越有希望得到银行青睐。

从事太阳能开发的钧石能源公司，今年从泉州银行获得
((""

万元
人民币的授信额度，从事织物印染而污染程度较高的一家染整公司，
则在泉州银行吃了闭门羹。此前，这家石狮市的知名企业长期与泉州
银行保持信贷关系。

来自福建银监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

月底，该局辖内银行节
能环保贷款余额达

+%'*+

亿元，与去年初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
时相比，增长近

$"*

。与此对应的是，今年上半年，该局辖内中资银
行在高耗能、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贷款方面，累计退出

#"*#'

亿
元。绿色信贷促进项目企业节能减排量亦逐年攀升，今年可节约标准
煤

!"("

万吨、水资源
!&)'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

万吨。
绿色信贷，即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准入门槛，加大对绿色产

业的扶持力度，切断严重违规者、落后产能者的资金链条。
钧石能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新能源企

业。“相比传统太阳能电池，这种电池具有弱光亦可发电的优势，且
克服了高温环境下发电效应大幅减弱的劣势。”公司资金运营总监庄朝
晖说，这代表了行业发展方向。有了泉州银行的资金扶持，下阶段他
们计划开发新项目，进军触控科技领域。

据悉，泉州银行已将绿色信贷纳入战略管理，按行业和领域将信
贷业务分为重点支持类、允许类、禁止类等

'

个类别，并对高污染、

高耗能、产能过剩行业实行客户名单制管理和行业限额管理。
不只是泉州银行，当前，绿色信贷风行福建各大商业银行。作为

我国第一家宣布接受“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兴业银行近年来在节
能环保领域已累计为几千家企业提供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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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的绿色融资。
福建省银行业在化解产能过剩

信贷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服务生
态省建设等方面作
出了有益尝试。绿
色信贷正在“贷”
动福建产
业转型。

福建风行“绿色信贷”
林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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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海峡两岸

（漳州） 工业设计科技创新大

赛”在福建漳州揭晓。本次活

动邀请到
'%

所高校和
!"

多家

著名设计机构、企业和个人参

赛，并收到海峡两岸视听产

品、光电、智能仪表、家电等

作品近
!&""

多件，其中台湾

作品
!""

多件。经专家最后评

审，分别评出创新组和创意组

一等奖
!

件、二等奖
'

件、三

等奖若干件。

图为福州大学
$"!$

级研

究生杨阳（右）在介绍他设计

的“流萤”野外求生装备。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海峡两岸工业
设计大赛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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