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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福州特色小吃鱼丸。 邹家华摄品尝福州特色小吃鱼丸。 邹家华摄

台湾民俗舞蹈表演。 吕 明摄

今年 7月，台风“尼伯特”给福建省福州市带来洪涝灾
害。灾情发生后，福州市积极组织开展对口支援工作，确保
各种救灾物资和资金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图为 8 月 16 日，闽清县梅城镇溪口社区受灾群众在
救灾物资发放点领取大米。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救灾物资送到家救灾物资送到家

本报福州电 （严群星、林煜）
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红色旅游系列活动将于 9 月 6 日启
动，6支队伍将从龙岩市长汀县“福
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出发，重走
红军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传承
红色记忆。

本次活动由中央文明办、国家
旅游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长汀县中复村是红军长征最
早、最远的出发点，是全国“长征

出发第一村”、红军长征的“零公
里”处。在此次红色旅游系列活动
中，重走长征路是主要亮点活动之
一，该活动由4支徒步队、1支骑游
队、1支自驾队共6支队伍组成，他
们将从长汀出发，重走当年长征路。

与此同时，福建省还将围绕长
征胜利 80周年，结合当地实际举办

“保护红色遗产·发展红色旅游”万
人签名、少先队员宣读 《红色旅游
征 文 倡 议 书》 并 朗 诵 《七 律·长
征》、客家乡亲送红军情景再现、

“追忆长征路上的故事” “清新福
建·欢乐龙岩”推介等多项活动。在
整个活动期间，长征沿线 15个省市
红色旅游景区也将采取各种形式和
手段，参与互动。

据介绍，福建是著名的中央苏
区和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十分
丰富，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福建
将以闽西南、闽西北、闽东 3 个红
色旅游区为核心，逐步建立以“古
田会议丰碑，万里长征起点”为主
题的红色旅游整体形象。

福建将启动重走红军长征路活动

据中新社泉州电（廖静） 由福
建省教育厅、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
流合作中心、香港东华三院、泉州
第一中学等联办的“2016 年闽港中
小学姊妹校签约仪式暨中小学生夏
令营活动”日前在福建省泉州市开
营，20所闽港中小学校缔结姊妹学
校。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寻海丝文
化足迹，追民族复兴梦想”，逾 200
名闽港两地师生寻着“海上丝绸之
路”足迹，探访闽南文化、妈祖文
化，在体验式学习交流中，感受中
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据悉，本次活动邀请了香港东
华三院所属 6 所学校、世界龙冈学
校 （香港） 有限公司所属 2 所学
校、天水围香岛中学、香港英华小
学的百名师生参加，并组织福州、
厦门、泉州、莆田的10所中小学师
生参与互动。

香港东华三院副主席蔡荣星认
为，这样的夏令营可以让学生增长
见闻，增强认同感；同时，两地签

订姊妹学校后，可以透过合作交
流，促进两地教育发展。

据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国龙
介绍，至此，闽港两地姊妹学校已
达26对。两地学校将共同分享对方
的优秀师资和课程资源，开展教研
合作，相互借鉴管理经验和办学理
念，推动师生交流。

闽港20所中小学缔结姊妹校

1996年11月，闽宁两省区对口扶贫协作关系正式建立，具体负责此项
工作的，是时任福建省脱贫办主任的林月婵。谈起这件事，作为闽宁扶贫
协作的当事人，现已七旬的林月婵说：“这辈子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是从事
了扶贫事业，尤其是和宁夏的这段缘分。”

图为林月婵 （左） 展示扶贫杂志刊登的她当年在宁夏西海固扶贫考察
时，与当地回族妇女亲切交谈的照片。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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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由福建师范大学发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科
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等单位合作发起的《二十国集团 （G20） 国家
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 （2015-2016）》黄皮书，8月25日在北京发布。发
布会后，“二十国集团 （G20） 联合研究中心”正式落户福建师范大学。

据介绍，该中心除每年定期发布《二十国集团 （G20） 国家创新竞争
力发展报告》 黄皮书、《二十国集团 （G20） 经济前沿分析报告》 之外，
还将聚焦经济、科技创新、全球治理、国际金融、投资贸易、绿色发
展、国际关系等 G20 前沿研究领域，发出 G20 研究的“中国声音”和

“学术话语体系”，建成专业化、有特色、高水平的研究智库。
（据新华网）

本报福州电（张静雯）《福建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划 （2016—2020 年）》 近日出台。规划明确“十三
五”规划期内，福建省将建设完成土地平整、集中连
片、土壤肥沃、设施完善、农电配套、生态良好、抗
灾性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
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851万亩。

据 《福建日报》 报道，规划要求，要科学有序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规范建设标准，整合资源，
建立和完善部门间协调推进机制；着力改善农田基础
设施、培肥地力，实现田、土、水、路、林、电综合配套，稳
步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率和耕地产出率；着力明确管护责
任，落实管护主体，建立健全建管结合、用养并重的耕地
质量建设管理长效机制；着力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进耕地质量建设。

规划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按建设标准统一、资
金渠道不变、部门协调配合、信息互通共享、共同完
成目标的要求，采取“县级政府组织，分部门实施和
验收，国土资源部门汇总信息”的管理方式；实行

“省级监督、市级负责、县级落实”的责任机制。县级
政府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施主体，要成立高标准农
田建设领导机构，对设区市下达的建设任务抓好组织
实施，协调并落实项目、资金、管理和责任，确保项
目及时落地、规范建设。

此外，高标准农田建设将纳入各设区市、平潭综
合实验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并按国家要求，予以
严格考核。各地要结合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
况考核，进一步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的考核。各相关部门要将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年度任
务完成情况与下一年度任务安排、资金拨补相挂钩，
实行动态管理，奖优罚劣。

本报电 据中国政府网23日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平潭国际旅游岛建
设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 《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要求福建省人
民政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紧推进实施。

该批复要求福建省人民政府及国家发改委要积极探索海岛旅游开发
新模式，构建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特色产业体系，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社会
深度融合，形成两岸合作新局面，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同时要求国家
发展改革委对该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和督促检查。

平潭国际旅游岛方案获批

G20研究中心落户福建G20研究中心落户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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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福州，太阳热辣辣，但
比气温更火爆的，是闽台青年交流
的热情。日前，第十一届两岸青年
联欢节暨第四届海峡青年节在福州
开幕，3000 多名两岸青年共聚榕
城，体验了海峡青年 （福州） 峰
会、两岸青年“携手·同心”嘉年
华、两岸青年交流成果分享汇、海
峡青年“魅力福州”等精彩活动，
既饱了“嘴福”“眼福”，也收获了
创业心得和深情厚谊。

爱上“舌尖上的福州”

“我最喜欢吃福州鱼丸，一口咬
下去满是鱼香，太棒了！”“我觉得
福州肉燕也很棒，口感特别鲜香，
我的嘴根本停不下来！”8 月 13 日
晚，正在福州参加两岸青年联欢节
暨海峡青年节的台湾学子们，终于
等来了期待已久的活动——两岸美
食文化体验。

“来到福州，我最想吃的就是鱼
丸。”台湾淡江大学学生沈育莉说，
其实台湾也有鱼丸，但是福州的鱼
丸更具鱼香，一口咬下去更加鲜美
多汁。而来自台湾中华医事科技大
学的学生杨琇文更爱福州肉燕的鲜
香顺滑，尤其对福州肉燕的制作过
程很感兴趣。“看了大厨们令人称赞
的制作技艺，我觉得吃起来更加美
味了。” 杨琇文说。

此次举办的海峡青年节突出体
现福州特色、青年特点和时代特
征，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注重

深度交流。而美食的香味是最醇厚
的回忆，在热闹的夜晚共享美食，
给两岸学子更轻松自在的交流氛
围，也在他们心里留下美好的烙印。

“这简直就是‘舌尖上的福州’
呀，以后我一定会再来福州的。”台
湾淡江大学的学生陈俊仲满足地
说：“通过这个活动，我更爱福州
了，大陆的同学们也会主动带我寻
觅福州美食，这让我觉得两岸学生
的距离更近了。”

拥抱舞台上的默契

海峡青年节上的另一部重头戏
是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上演的
两岸青年“携手·同心”嘉年华，演
出的开场秀，是两岸青年共同参演
的舞蹈《筑梦青春》。整场演出包含
了民族舞、街舞、民乐、魔术、歌
曲联唱、时尚创意秀和现场游戏
等，尽显“时尚、青春、欢乐”，在
展示两岸同祖同根、丰富多彩的民
俗文化的同时，融入海上丝绸之路
元素，插入经典世界名曲、异域风
情秀、音乐剧片段及现场交流互动
等形式，现场一片欢腾。

“来大陆交流之后，发现大陆人
都很亲切，都很好相处，只要眼神
对上就能聊起来。”来自台湾的街舞
演员何孟谛说，以前自己在大陆朋
友不多，参加这次交流演出才发
现，大陆人都很亲切，如果明年有
机会一定会再来大陆。

同样来自台湾的街舞演员蔡文

豪则更活跃，他去年就与大陆演员
一起演出过，因此今年感觉双方在
舞台上更有默契，演出效果更好，

“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和大陆演员有更
多的交流机会，并希望两岸的年轻
人能够通过舞蹈联系起来。”蔡文豪
说。

追求创业梦的激情

海峡青年节还聚焦了两岸青年
创业就业，主会场海峡国际会展中
心特别设立了“创梦集市”，30 多
个台湾青年团体、创业企业来此参
展交流，主题涵盖了建筑、家具、
首饰、健康、形象设计、创意等方
方面面。

台湾青年纷纷表示，目前大陆
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扶持台湾青年的
创业政策，并建立了众多专门针对
台湾青年的创业空间，再加上大陆
广阔的市场前景，现在正是到大陆
创业的好时机。

“台湾青年若不来大陆，只面对

台湾市场的话，会一直处于家庭作
坊式的生产线边缘。”台湾青年企业
家詹以哲说，大陆市场大，家庭作
坊容易获得发展成为工厂，所以抱
团经营以节约成本是我们的必经之
路。

而福建拥有人缘和地缘的双重
优势，也是大陆对台优惠力度最大
的省份，逐渐成为台湾青年在大陆
创业就业的首选之地。截至目前，
包括福州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孵化

（育成） 中心在内的 10 多个台湾青
年创业基地，已累计吸引了 190 个
台湾青年创业项目入驻，有 220 多
名台湾青年在园区里创业、就业、
实习，福州成为台湾青年创业就业
的新地标。

落脚福州的台湾整体美学时尚
文创产业工会创会会长潘静雅表
示，自己带到福州来的不仅有创业
团队，还有行业内的资源、人脉、
资讯和技术。“大陆为台湾青年提供
的许多优惠政策，让创业者到这边
后可避免许多创业过程中的艰辛。”
潘静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