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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伟，武警少校警衔，现为福建边防
总队莆田边防支队北高边防派出所教导员。
在当地警民看来，这个边防干部是远近闻名
的“章痴”——入伍 20 年，花费工资津贴
30 余万元，多方收集了自 1932 年淞沪战役
至 1945 年抗战胜利期间的纪念徽章 300 多
枚，成为公安边防部队收集抗战主题徽章第
一人。

收集徽章保留历史记忆

唐志伟1995年入伍后，利用业余时间研
究抗战历史，逐渐喜欢上抗战纪念徽章收
藏。他觉得，每一枚徽章的背后都铭刻着一
段悲壮的历史和感人的故事，收集徽章，就
是保留那段历史的记忆。

2005年3月，唐志伟在网上发现有网友
在拍卖一枚“七七抗战建国纪念章”。唐志
伟想到，这枚纪念章背后，记录的正是抗战
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他立即以2000
元的价格将其买下。

唐志伟还收藏了 7枚“1·28”淞沪抗战纪
念章，这是当年赠给参战将士和医护人员的
纪念品。作为当年上海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
的实物见证，这 7 枚徽章在全国亦数凤毛麟
角。在他的藏品中，还有一枚“喜峰口罗文峪
战役受伤纪念奖章”。喜峰口罗文峪战役是长
城抗战的一部分，也是抗日战争史上最为悲

壮的一战。1933年，日军向长城大举进犯，国
民革命军 29 军将士组成 500 人的大刀队，趁
夜色潜入日军阵营，以480人壮烈牺牲的惨重
代价，砍杀了大量日寇，其事迹令人难忘。

生活简朴收藏不惜血本

收藏徽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高历
史文化专业素养的过程。唐志伟发现，自己
在福建当兵服役，收藏中却鲜有福建抗战题
材的徽章，这也成为他长时间的遗憾。一个
偶然的时机，一位藏友透露有一枚1940年的

“克复平潭胜利纪念章”。唐志伟一听，赶紧
与对方商量，最后拿出珍藏的另一枚徽章与
对方交换。回到单位，唐志伟将其捧在灯
下，细细观察了一整夜。

平日里省吃俭用不乱花一分钱，却在收
藏抗战徽章中一掷千金。唐志伟的小气与大
方，在亲朋好友的眼中有些不可理解。凭他这
些年花出去的钱，都能在城里买套房了，为何
守着一枚枚冰冷的徽章，像宝贝似的爱护有
加呢？唐志伟对此有着个人的理解：“作为一
名当代军人，自己有责任，更有使命去珍藏那
段历史记忆，捍卫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2007年，他从网上看到藏友展示一批中
国共产党抗战徽章，包括“抗大”毕业证
章、八路军荣誉战士徽章等。面对这批弥足
珍贵的徽章，他兴奋得吃不下饭，赶紧打电
话向妻子请示，请求经费“特批”。一听说
要花 3.5万元换取 10枚徽章，妻子马上拒绝
了：“这可不行，这在咱们家可是巨款啊。”唐
志伟又是拖地板又是下厨做好吃的，左右央
求软磨硬泡，终于换来了心仪已久的徽章。

十年坚持义务举办徽章展

随着唐志伟抗战徽章收藏规模的扩大，
有人在抗战历史研究和收藏方面遇到了难
题，立马就会想到向他求助。今年 6 月，莆田
籍抗战老战士陈老给唐志伟打来电话，称他

在搬家中不慎遗失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
章”，请求帮忙再找一枚。带着对老前辈的敬
仰之情，唐志伟登门走访，把自己收藏了 10
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赠予了他。

收藏既是记忆，更是追思和再教育。每年
的 8 月 15 日抗战胜利日前后，唐志伟都会带
着一大包沉甸甸的徽章，上高山下渔排，入社
区进学校，举办抗战徽章巡回展，讲述各个徽
章背后的故事，让人们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
缅怀为民族生存抛洒热血的先烈。10年来，他
已经举办了150多场次的巡回展。

“我要把这些徽章按照先后顺序，系统
编撰成抗日战争徽章图册，让年轻一代更加
直观地认识那段历史，不忘国耻、珍爱和
平、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
斗。”唐志伟说。

据新华网福州电（宋为伟）“海峡壮歌——
福建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史实展”近日
在福州市举行，展览以闽台抗战为主线，共展
出 400 多件 （幅） 相关档案图片，其中 50 余件
为首次公布。

展览由“日寇觊觎宝岛之殇”“誓不从倭休
戚与共”“全面抗战共驱强敌”“抗战胜利台湾
光复”4个部分组成，通过图片和档案原件，回
顾了从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到1945年抗战胜利
台湾光复期间，闽台两地人民共同走过的抗战
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展出的档案显示，早在 1874 年，日本就借
口“牡丹社事件”侵犯台湾。甲午战争前后，
福建人民在财力军费、枪支弹药等方面大力支
援台湾同胞进行抗日斗争。

本次展览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
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档案局 （馆） 等单
位联合举办，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协办。展出
的档案还包括台湾义勇队等台胞抗日组织在闽
抗日活动、福建军民援助盟军、闽籍华侨捐款
捐物倾力支援祖国抗战、福建各界开展的抗日
斗争、福建支持台湾光复等内容。

前来参观的原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张秀
卿说，展览再次引起人们对台湾同胞抗日斗争
历史的广泛关注，对于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省档案局局长丁志隆表示，闽台抗战
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两岸同胞并肩战斗、同仇
敌忾，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伟大成绩，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胜利 70周
年之际举行这样的展览，意义重大、备受关注。

压题照片：市民在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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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枚徽章里的抗战记忆
孙卫锋 文/图

唐志伟和他的抗日徽章展览

据中新社福州电（陈丹妮、王
东明） 福建官方近日表示，鼓励加
强闽台体育产业合作。

福建省发改委联手福建省体育
局在此间发布福建省促进体育消费
10条举措。鼓励加强闽台体育产业
合作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福建提出大力吸引台湾体育企
业来闽设立地区总部、配套基地、物流
中心、营运中心和研发中心，建设闽台
运动装备器材制造产业对接专业园
区。同时，对台商在福建设立的体育用

品研发中心进口用于研发的技术、设
备，经有关部门认定后，免征进口环节
增值税、消费税；采购国产设备，符合
相关政策规定的，全额返还增值税。

此次福建省政府出台的 《关于
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十
条措施》，是福建结合目前产业发
展状况提出的新的促进措施，从做
大做强体育用品制造业、积极发展
体育健身休闲业、进一步丰富体育
赛事活动、促进体育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具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
据福建省体育局局长徐正国介

绍，福建省在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
的同时，也将在财政方面对体育事业
给予支持，将全民健身经费纳入各级
政府财政预算；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3000万元以上，重点培育扶持形成5
个以上国际品牌赛事、10个以上国内
品牌赛事，支持各地实现“一市一品
牌，一县一赛事”的办赛目标；每年安
排7000万元资金，支持重点建设一批
便民利民的体育设施。

近年来，福建省福清市纪委在全市484个村 （居） 广泛开展“村官勤廉月月谈”活动，围绕基层党支部
建设、“八项规定”执行情况以及村 （居） 重大项目收支情况等内容进行述廉述职，自觉接受上级组织和群众
的监督。

图为8月17日，福清市渔溪镇渔江社区党支部书记陈文旭 （右一） 在“月月谈”会上进行述廉述职。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福建鼓励加强闽台体育产业合作

在著名侨乡福建泉州，随处散
落着的华侨民居，洋溢着侨乡浓浓
的 “ 侨 ” 味 ， 也 保 存 了 城 市 中

“侨”的记忆。一本涵括泉州特色
华侨建筑的书籍 《泉州华侨民居》
近日问世，作者梁春光实地走访，
通过文字札记和大量照片，收录了
泉州66处较为典型的华侨民居。

梁春光表示，每一幢华侨民居
都是一代甚至数代华侨艰辛创业的
缩影，也是他们对家乡的情感牵
挂。“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让更多海
外游子记得住乡愁。”

“2009 年，我参加全国第三次
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走街串巷搜寻
大量华侨民居。”梁春光说，在这
个过程中，他接触到诸多建于清末
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具特色
的洋楼，然而有些楼房年久失修，
濒临倒塌；有的人为损毁严重；更

甚者，在城镇改造中逐渐被拆除，
消失不见。

在泉州侨乡，鲤城区的侨房最
为集中，而且风情尽显、各不相
同。梁春光认为，它们是早期华侨
将西方建筑风格、殖民地外廊样式
以及闽南传统红砖特色，在华侨民
居上实现很好结合的典范，是闽南

侨乡极富华侨特色的人文景观。
《泉州华侨民居》 一书收录了

众多特色华侨民居，图文并茂。其
中，罗马五柱样式等体现了多种文
化交融的印记，蝙蝠、狮子、游
龙、老鹰、花篮等建筑装饰物，汇
聚了中西文化的烙印。

侨乡泉州素以娶某 （妻）、生
子、起 （盖） 大厝为人生 3 件大
事。泉州著名侨史研究学者郑炳山
说，泉州的华侨先辈在海外艰苦奋
斗，一些人事业有成后回归故乡兴
建住宅。“这些建筑既保留了中国传
统的木雕、石雕、砖雕艺术，又采用
了西方一些有色玻璃、花砖等建筑
材料，包括西方的花纹、鸟兽等装饰
图案，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然而，华侨民居在漫长的历史
过程中受到战争、私自改建、房产开
发、偷盗贩卖等因素的破坏，不少岌
岌可危，亟待保护。梁春光说，之前
深入街头巷陌，进行实地调查，如此
编撰成册，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重视此事。他希望泉州华侨民居保
护，既能盘活老城区的旅游资源，又
能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发展。

（据中新社泉州电）

《《泉州华侨泉州华侨民居民居》》留住留住““乡愁乡愁””
廖廖 静静

泉州华侨民居中式建筑群

泉州华侨民居西式建筑泉州华侨民居西式建筑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许雪毅、
罗震） 作为大陆唯一的“实验区＋自
贸区”，福建平潭发展备受关注。近
日，平潭以“两区叠加”为主题，举
行创业合作对接会，吸引了来自台港
澳地区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企业代表近500人参加。

“当年看浦东，今天看平潭。”福
建省省长苏树林在对接会上致辞表
示，平潭开放开发是一项国家战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以来，建
设日新月异。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的背景下，平潭发展逆势而上，今
年1月至7月GDP增长11.9％。

“投资平潭正当其时。我们将努
力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
更好地服务企业和项目发展。”苏树
林说。

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李德
金表示，经过5年的开发建设，平潭
已具备全面开放开发条件，进入全新
的发展阶段。目前，中央赋予平潭的
7 个方面 28 条政策全部落地。5 年
来，平潭新增外资企业430多家，其
中台资企业370多家。对台小额贸易
市场、台湾创业园、台湾高新技术产
业园、跨境电子商务园等园区相继投
入运营。平潭与台湾海上直航运送旅
客突破36万人次。

台湾“中国信托创投公司”董事
长王志刚在对接会上致辞表示，第一
次到平潭来，感觉平潭的发展规划相
当科学。平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

台。相信平潭在“两区叠加”的机遇
下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对接会由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 和 福 建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主
办，以“突出闽台合作、突出对外
开放、突出自贸试验、突出国际旅
游岛建设”为主要特色，共签约合
作项目 76 个，总投资 1736 亿元，涵
盖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文
创旅游产业、海洋产业、基础设施
产业等。

对接会上台湾元素集聚。签约及
意向项目中涉台项目占比例较高，其
中签约项目15个，意向项目17个。

“此次我们公司和平潭综合实验
区管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投资
2亿元人民币，在平潭发展台湾商品
进口、批发销售以及相关物流仓储业
务。”平潭台商协会副会长、平潭协
兴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陶俊成接受记
者采访表示，大陆市场容量大，自贸
区丰厚的政策红利也让很多台企对平
潭充满期待。

福建平潭举行创业对接会

“实验区＋自贸区”吸引海内外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