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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 驾 照 “ 代 扣
分”成为网上热议话题。
驾照分数明码标价、公然
叫卖成为一门生意，这让
笔者想起在福建省石狮市
实行的一种管理办法。

去年5月石狮市政府发
动企业和商会捐款，对于
一年没有交通违法、扣分
记 录 的 私 家 车 主 予 以 奖
励 。 当 地 政 府 还 延 伸 政
策，出面协调银行部门，
将“无扣分”私家车主纳
入银行的重要客户 （VIP）
档案。

这一举措推出后，在
当地引起不小反响：遵纪
守法者收获意外奖励而大
受 鼓 舞 ； 市 民 纷 纷 “ 点
赞”响应，当地交通状况
得到进一步改善；城市因
此变得更加宜居宜业，捐
款企业和商会有面子、也
更有积极性。政府不花一
分钱，营造出一个多赢局
面。

从现实情况来看，自
家驾照帮别人扣分，一部
分是“生意”，也有不少是
人 情 面 子 。 笔 者 有 个 朋
友，长期不开车，驾照基
本 闲 置 。 有 同 事 找 上 门
来 ， 借 驾 照 救 急 代 扣 两
分。碍于情面，这个忙能
不帮吗？

按照“黑市”交易行

情，小车驾照一分价值20至80元不等。在确保不进学习
班的前提下，拿出11分帮人代扣，一年最多也就获利几
百块钱。对于有驾照的人来说，这原本算不上多大诱
惑。“代扣分”问题的症结，更大程度上在于大肆收购倒
卖驾照分数、从中牟利的“黑色产业链”。

通过奖励守法者、强化正面引导，让每个人都加倍
珍惜驾驶诚信记录，可使倒卖驾照分数的“中介人士”
不攻自破。而有心守法之人，在回绝他人“不情之请”
时，也就有了更加堂堂正正的理由和底气。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不
妨改变以往“重堵轻疏、重罚轻管”的治理理念。在加大执
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的同时，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提高
守法行为的边际效益，使守法律、重诚信的正效益超过违
法所得；让守法者有尊严、得实惠、受尊重，让违法者找到
更多“向善”的动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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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林侃） 在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去

年 12月收入的藏品——首张陆资赴台登记证，这是
福建新大陆集团捐赠的。2009年，台湾正式开放陆
资入岛，新大陆集团成为大陆首家赴台投资企业。
去年，大陆首张对台投资保险保单正式生效，福建
新大陆集团再次成为“吃螃蟹者”。

2009 年以来，福建对台投资连年增长。到去年
底，闽企已在台设立 46家企业和分支机构，累积核
准对台投资额2.59亿美元，两个数字均居大陆首位。

去年，厦门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 8030万美
元收购台湾璨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9.9％的股份，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这是目前大陆最大的对台投资
项目。同时，越来越多的台资涌入福建。至目前，
台湾排名前 100 位的大企业中，已有 60 多家在闽投
资设厂。

漳州福欣不锈钢二期冷轧实际增资1亿美元、厦
门宸鸿科技实际增资 6600万美元、宁德义联节能型
合金综合利用项目实际增资 6181 万美元……去年，

不少台资项目以增资扩产形式加大在闽投资。
去年以来，闽台合作在服务贸易多个领域取得突

破：台湾永丰金控与厦门金圆集团共同建设的福建省
首家两岸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获批；福建省商务厅成功
举办台湾电商福建行，促成两岸电商业界的实质性对
接；厦门象屿集团与台湾吉时航运、关贸网路、新竹物
流以及顺丰速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启动两岸跨境电
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台湾冷链物流技术与服务联盟
进驻厦门两岸贸易中心……

台湾第一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在厦门设立分行，
这是台资银行在福建的首家分行；彰化商业银行、
合作金库商业银行、华南商业银行等近期已获得台
湾金管会核准设立福州分行。

据介绍，借ECFA后续协议的东风，今年，福建
省将充分发挥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各类涉台园区的载
体平台作用，加强与台湾百大企业及高科技中小企
业的对接合作，增进闽台合作实效，进一步拓展闽
台产业对接的深度与广度。

福建对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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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闽台金融合作为福建夯实经济基础。
压题图：往返于闽台之间的高速客轮。

（资料照片）

百年古樟树参天蔽日，黑瓦土墙洁净明亮，
流水潺潺、鸟鸣啾啾……走进福建政和石屯镇石
圳村，好一派美丽古朴的乡村风光。

而一年前的石圳村，却是另一番景象：小溪
淤塞干涸、垃圾成堆，臭气熏天……改变，来自
于巾帼志愿者袁云姬和她的9个好姐妹。

“这些年虽然物质发展了，村民却对环境忽视
了。果树被砍掉了，茉莉花枯死了，村间的小溪
也干涸了，曾经美丽的家乡变得又脏又乱，觉得
很心痛。”袁云姬说。

44 岁的袁云姬从出生到嫁人，从未离开过自
己的家乡。她说：“我常常梦里回到儿时，那个时
候，成片的茉莉花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听说国家
倡导建立美丽乡村，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建设我们
美丽的家园。”

改变，先从卫生开始。去年9月开始，袁云姬
和村里几个热心的好姐妹一道，用了 1 个月的时
间，将村里近年来沉积的垃圾全部清理完，送到
了附近的垃圾场。

垃圾堆不见了，环境干净整洁了，袁云姬追
逐“美丽乡村”的步伐却并没有停止，她要让美
丽能有个长效机制。

去年 10 月，姐妹十人组成了“巾帼美丽家
园”建设理事会，不仅平日里义务打扫村间小
路，还倡导每家每户做好自家卫生。

理事会里年纪最大的余金枝今年 63 岁，可热
情不输年轻人。余金枝说：“我们这些姐妹们闲着
也闲着，现在云姬发动大家一起给村里做点事，
像村里很多地方铺设的鹅卵石，都是我们自己动
手去找的，少花钱，也可以把村子建设得很漂

亮。”
在这些巾帼志愿者的努力下，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一公里多的沟渠也恢复了原貌。于是，袁
云姬又开始琢磨着恢复种植茉莉花、向日葵等，
装饰美丽的乡村，也装饰自己美丽的梦。

来到石圳村，正在田里种植茉莉花苗的林桂
金也是理事会的一名成员。她告诉记者，这里曾
是茉莉之乡，家家户户都会手工制作茉莉花茶，
曾几何时，村里茉莉花没了，茶厂也废弃了。“今
年理事会打算种植5亩茉莉花，我们都是义务来劳
动，等茉莉花有收成了，再恢复茉莉花茶手工制
作工艺，收益部分也用于改善村里的环境。”林桂
金说。

袁云姬和她的伙伴们还有更多的打算：种植
向日葵、葡萄、草莓等特色农作物百亩，再开辟
30亩家庭农场。“这里距离县城比较近，可以发展
观光旅游业，打造城市后花园，周末城里人可以
来这里带孩子采摘蔬果，还可以认养一片菜地，
让村民们靠着美丽乡村致富。”袁云姬说。

（新华社福州电）

压题图：袁云姬所在的石圳村

景区游客流量监测系统投用
本报福州电（储白珊） 福建省旅游局与中国移动福建分公司合作开

发的景区游客流量动态监测和服务系统，日前在部分景区完成试点测
试，“五一”期间在福建省30个重点景区，包含所有5A级景区以及各设
区市重点景区投入运行。

福建景区游客流量监控系统在以往黄金周监控系统的基础上，又增
加了一些新功能，在全国率先完成试点任务，并覆盖对游客各方面的监
测，包括游客人数、游客来源、驻留时长、过夜情况等。同时，该系统
对各景点和路段实时监控，游客流量数据的到达率和及时率也更为精
确。该系统还能为流量控制、交通疏导、景区安全等提供翔实的数据依
据。同时，能帮助提升景区经营及接待能力、优化旅游目的地经营策
略，为科学决策和准确定位旅游市场营销方向提供数据支持。

据介绍，该系统由国家旅游局牵头，在全国确定6个试点省份，福建
是试点省份之一。

厦门海沧公共自行车惹人爱
本报厦门电（林世雄、陈韵） 厦门市民邱晓亮日前到海沧公共自行

车加州海岸站办理自行车易通卡，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易通卡她才知
道，她的这张卡恰好是海沧公共自行车系统发出的第1.5万张。

作为“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的第一个示范项目，依托22.8公里的海
沧湖绿道，海沧公共自行车系统去年9月1日建成投入使用，目前最高日
骑行量突破6000人次。

办卡量从0到1.5万张、站点从4个到50个、车辆从200辆到1000辆
……半年多来，海沧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这些数字变化，反映出群众对公
共自行车的喜爱。“1.5万张卡，就是 1.5万个赞。”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负
责人得意地说。

张爱国是海沧公共自行车的第一个办卡人。今年已70岁的他每天都
会和老伙伴们到海沧湾公园活动。“我们这群人都退休了，每天下午都会
沿着海边骑车，空气好，环境也好，还能锻炼身体，我们都非常高兴。”
张爱国说。旁边的一名老人开心地插话：“看他办了自行车卡，我们也去
办，我们一群人可以组成一个骑行团了。”

在山西工作的傅象清，2012年来海沧时，看到这里环境很好，非常
喜欢，一退休就从山西搬来这里住。去年12月，他办了自行车卡，至今
已骑行600多次，成为骑行次数最多的市民。

两岸“同袍”共享汉服之美
本报福州电（陈梦婕） 4月 26日，第二届海峡汉服文化节在福州和

高雄同时开幕，包括台湾传统文化促进协会在内的两岸近百家汉服社团
及相关传统文化产业单位齐聚榕城，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向海
内外推广汉服文化。当天，台湾汉服文化节也在高雄东照山关帝庙同步
举办，汉服T台秀、踩街等活动接连上演。

厚重沉稳的周制汉服、兼容并包的唐制汉服、清雅脱俗的宋制汉服
……数十位汉服设计师携作品参加开幕式，两岸“同袍”们的汉服展示
让人仿佛穿越时空，沉浸于古典之美。开幕式上，2013年度汉服风云榜
颁奖盛典同步举行，评选出了为两岸汉服复兴做出突出贡献的“五大汉
服社团”、“五大汉服人物”。其中，台湾著名词人方文山因在上海电影节
闭幕式上身着汉服而荣登“五大汉服人物”之首。

当天下午，作为本届汉服文化节的重要组成环节——首届中华射礼
大赛在福州于山风景区举行。射礼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项完美融合了尚
武精神和书香气质的礼仪活动。赛场上，来自两岸的5支射礼队伍，以其
潇洒自如的礼仪动作和射箭技艺折服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4月 29日，福州市鼓楼区纪委党风室工作人员 （右一） 联合工商人
员在一家酒店婚宴预订处对领导干部子女婚宴预订规模进行检查。

近日，福州市鼓楼区纪委组织力量对领导干部子女婚宴是否存在大
操大办、借机敛财现象进行专项检查。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4月28日，参观者在观看艺博会上展出的家具。
当天，第九届中国 （莆田） 海峡工艺品博览会在福建省莆田工艺美术城举行，共有来自

海峡两岸的600多家企业参展。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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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第九届中国 （莆田） 海峡工艺品博览会在福建省莆田工艺美术城举行，共有来自

海峡两岸的600多家企业参展。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神话之鸟”提前光临闽江口
本报福州电（何祖谋） 目前世界上濒危鸟类之一、被誉为“神话之鸟”的

中华凤头燕鸥，今春较往年提早一周来到福建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
区管理处工作人员与福建省观鸟会会员于4月3日在这里观测到两只中华凤头
燕鸥。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中华凤头燕鸥连续11年飞抵闽江河口湿地。

从2009年开始，每年全球最早的中华凤头燕鸥观测记录都诞生在闽江
口。这次发现中华凤头燕鸥的是省观鸟会会员倪光辉，他已连续 6年在闽
江河口率先迎候“神话之鸟”。往年多在4月9日至11日这3天观测到，今
年提前了一周。

据文献记载，20世纪初，东南亚曾出现中华凤头燕鸥，此后数十年一
度消失无踪，直到 2000年，才在台湾再度被观测到。福建于 2004年 8月 8
日在长乐市文岭镇江墘头村附近的闽江入海口处汶母顶，发现了两只中华
凤头燕鸥。

外来鸳鸯在明溪长期留宿
本报明溪电（肖书平） 福建明溪国家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的技

术人员借助监测设备，日前在当地一个约 10公里长的水库里，陆续发现 7
个种群约70只鸳鸯。

这些鸳鸯结群活动，有的成双嬉戏，有的比翼双飞，有的呢喃低语，充分
展示了繁殖期野鸟的求偶状态，进一步证实了鸳鸯在明溪成为留鸟的事实。

资料显示，每年秋天都有千余只野生鸳鸯飞往明溪越冬，且数量逐年上
升。鸳鸯一般于次年2月底离开。2012年，有关人员在清流县长潭河流域的
田源乡发现野生鸳鸯繁殖，成为福建省首次发现记录。这些少数鸳鸯成为留
鸟，终年留居当地，在那里繁殖生息。它们的巢一般都筑在天然树洞中，间或
也有筑在石壁岩隙中的。幼雏在夏季出窝，大小与雏鸡相当，全身披着黄褐
色和乳黄色的绒羽。小鸳鸯成长很快，到了深秋时刻，在南方出生的小鸳鸯
便能与在北方繁殖的大群南下越冬鸳鸯一起会面合群。

■ 海西人物

巾帼志愿者袁云姬

追逐美丽乡村梦追逐美丽乡村梦
新华社记者 孟昭丽 王博闻

袁云姬 （中） 向省妇联介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