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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吐翠 生根破土

我们采访老游时，他的电话响个不
停，几乎每通电话都是“子女”打来向
他道喜的。“爸爸，我在电视上看到你
了！”就在采访的前几天，老游刚刚到
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首届全国文明家庭
表彰大会接受表彰。

他叫游文晃，家住福建省厦门市，
是一名退伍军人。转业后，老游在一家
企业担任消防队队长，在一次救灾中负
伤致残。

走进老游装修简朴的家，他的军帽
被摆放在展示架的最顶层，帽徽被擦得
锃亮。房间物品整齐有序，被子被叠成
标准的“豆腐块”。多年来，老游仍保
持在部队的生活习惯，一丝不苟，经年
未变。

1996年，在新加坡打拼的游文晃回
国探亲，在得知自己的战友因过劳病
逝，他的孩子无人照料时，老游二话未
说便拿出了在外打工攒下的积蓄，给孩
子交了学费。而这个担子，一扛便是十
几年，资助金额合计10余万元。

“如果我们不帮她，她就没有书读
了。”质朴的话从并不富裕的老游口中
讲出，也道出了他捐资助学的初衷，老
游的“爱心之树”也从此萌芽。

十年树木 终身树人

“一直以来，我坚信每一个人都会
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我的天堂里或许
会有一个天使永远守护着我，我想这个

天使就是您！我想我长大以后，也会跟
您一样向有难之人伸出双手。”

这是一个女孩写给老游的信，她因
家庭困难几近辍学，是老游及时地给她
补交了学费，助她完成学业。几年来，
游文晃收到近千封这样的来信，厦门、
莆田、连江……信封上的地址有来自福
建省内，也有远自北京的来信。有的向
老游带来问候，也有的向他“汇报”学
习和生活情况。老游将一封封信件码放
在书桌旁。

扶贫助困，未有竟时。2008年金融
危机，游文晃所在的企业濒临困境，老
游失业了。“当时家里入不敷出，妻子
只能做家政补贴家用。”回忆往事，老
游摸着头笑笑说：“当时也动摇过，但
想到那么多孩子，还是咬牙坚持住了。”

为此，老游卖掉了早年购买的两个
店面，又捡起了家传的老手艺，画油画
义卖，将义卖所得善款全部奉献给需要
帮助的孤儿和弱势群体。

在老游简朴整洁的家中，不少家具
因时间久远已经破旧。餐厅的木椅，断
裂的靠背用透明胶布包扎后继续使用；
厨房中的橱柜，用透明胶布“缝补”过
边沿；阳台角落的一把小塑料椅，用透
明胶布“包扎”了好几圈，还是舍不得
扔掉……

枝繁叶茂 根深蒂固

2013 年 7 月，游文晃突发心梗，病
危抢救。在抢救室他交代家人：“如果
我走了，辛苦你们继续帮助这些孩子，
他们有的还小，有的孤苦伶仃。”

幸运的是，老游挺过来了。他心脏

被植入 4 个支架，加上其他病症，多年
来每天要吃多种药物。“是我的家人和
这些贫困孩子支撑着我的生命。”游文
晃说。

妻子陈新洪和儿子游超凡曾对老游
的举动不理解，埋怨说：“你把钱都给
了人家，我们以后吃什么？”面对家人
的质疑，老游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着
一家人去了一趟贫困山区。当老游的儿
子看到山区贫困家庭住着破旧的茅草
屋，吃着拌咸盐和酱油的米饭时，流下
了眼泪。

游超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爸
爸的爱心教育让我悟得：我们平时生活
节省一些、衣服穿得朴素一些，就可以
节省更多的钱，帮助更多贫困家庭，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对别人有益的事，这

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父亲的感召下，当时还上高中的

游超凡拿出自己的压岁钱资助了一位在
华东师范大学上学的贫困生。如今游超
凡已经考上大学，在他的带领下，他的
两位同学也走上了捐资助学之路。

20载春华秋实，游文晃一家共捐出
350 万元，占了 21 年来家庭收入的九
成，资助了 389 名孤儿、47 位孤寡老人
以及37名残疾孤儿。对于老游而言，家
庭，不仅由自己的父母和妻儿组成，更
包含了他资助的这些孤儿和贫困者，他
所浇灌的“爱心之树”也正将更多的爱
传递给其他人。

（据新华社电）
压题照片：民众在厦门观看“游好人”
事迹展。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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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 新 社 福 州 电
（黄雪玲） 福建省近日出
台 《关于加快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方 案 》 （ 简 称 《 方
案》）。《方案》 指出，
2017 年底前，福建将建
成 覆 盖 省 、 市 、 县

（区）、乡镇 （街道），线
上线下一体化的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2018 年底
前建成全省统一的电子
政务认证服务平台。

《方案》 在加快构建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互
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方面，制定了全面的措
施。

在规范网上服务事
项方面，《方案》 提出，
2017 年底前，福建将编
制省、市、县 （区） 行
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
目录，建立网上审批事
项目录更新调整机制；
编制乡镇 （街道） 行政
审批和服务事项目录，
启 动 服 务 事 项 编 码 管
理，做到“同一事项、
同一标准、同一编码”。

《方案》 要求，2017
年底前，福建将实现省
网上办事大厅、各设区
市行政审批系统、市民
主页平台等办事服务平
台与行政审批和服务事
项目录、电子证照库对
接 ， 在 事 项 办 理 过 程
中，凡是电子证照库中
有的电子证照，不再要
求公众重复提交材料。
2018 年底前，实现政务
数据“一码管理”，分别
以身份证号和社会信用
代 码 为 索 引 ， 以 “ 一
码”查询和记录业务数
据。

在推进服务网上事项办理方面，2017 年 6 月底
前，福建全省 90%行政审批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实现
网上办理。2018 年底前，实现 30%的行政审批和服务
事项全程网上办理；2020 年底前，实现 60%的行政审
批和服务事项全程网上办理。

根据《方案》，2017年底前，支持审批事项跨层级
在线联动办理。2018 年底前，支持跨地区、跨部门、
跨层级在线联动办公、公文会签、任务督办等。2018
年底前，在教育、卫生、社保、养老、住房等领域，
利用大数据分析群众行为习惯和办事需求，探索主动
性、个性化服务。

在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2017 年，福建在
能源监测、车辆监控、环境监测、船舶监控、公用事
业等领域，启动一批物联网重大应用工程，推动交通
等重点领域应用，到 2019年底，基本建成一批服务工
业、农业、服务业重点领域的物联网应用平台。到
2020 年，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
初步实现民生服务智慧化应用。

2017 年底前，福建各设区市将建成社区综合受理
平台，打造“便民 15 分钟服务圈”。2018 年底前，围
绕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扶贫脱贫等领
域，在乡镇 （街道）、村 （社区） 一级开展上门办理、
免费代办等贴近服务。

同时，《方案》把完善基础设施纳入规划范围，确
保 2018年底前，建成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认证服务平
台，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企业数字证书和企业社会信
用代码为身份标识，并建立政务服务对象全生命周期
管理机制，规范政务服务用户注册、信息变更和注销
流程。2019年底前，基本建成全省无线城市，在城市
广场、医院、景区等人群聚集区和重点公共场所，提
供无线网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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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389个孩子的个孩子的““爸爸爸爸””
刘姝君

倘若家是一棵大树，那么爱
便是滋润大树的养料，老游一家
的这棵大树正是用爱滋养而成。
20 余年来，经老游一家跟踪资助
的贫困儿童便有 389 个，“子女”
遍及全国各地，孩子们亲切地称
呼他为“游爸爸”，邻里乡亲管他
叫“游好人”。

据中新社泉州电（闫旭） 在福建泉州湾畔，规划用
地 9.7平方公里的石狮市海洋生物科技园，从前端的渔
业捕捞、海产品加工到中端的海洋生物活性物提取，再
到末端的海洋生物医药、海洋保健品、精细化工产品
等，初步形成完善的海洋生物科技企业集群，涌现出华

宝、飞通、万弘海洋等一批优势企业。
石狮市海洋生物科技园内，华宝海洋生物化工有限

公司所承担的“医药级高纯度氨基葡萄糖盐酸盐”项
目，以蟹虾壳获得的甲壳质为原料，通过创新的关键技
术生产出医药级高纯度氨基葡萄糖盐酸盐，产品全部外
销欧美国家。“通过海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将提
升石狮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助推海洋渔业健康持续发
展。”石狮市海洋渔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作为“泉州湾区”的重点产业之一，泉州海洋生物
医药产业正走上快车道，发展势头强劲，产值近百亿
元，获得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初步形
成以石狮市海洋生物科技园为代表的一批海洋科技产业
聚集区。

特色鲜明的“湾区经济”，正成为福建加快发展的
一大亮点。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在福建省第十次党代会上
提出，今后 5 年要“发展特色鲜明的‘湾区经济’，迈
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新步伐。”

在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茂兴看来，福建
作为海洋大省，岸线资源丰富，提出发展“湾区经济”
符合福建省情，特色鲜明。

实际上，福建发展“湾区经济”已具有一定的发展
基础。在“十二五”期间，福建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3%，高于福建省GDP的平均增速，海洋经济成为福
建经济的重要支柱；环三都澳、闽江口、湄洲湾、泉州
湾、厦门湾、东山湾六大特色湾区，海洋经济密集区初

步形成，有力带动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
根据规划，未来5年，福建将立足各主要海湾的区

位、港湾资源、产业发展基础，把海洋产业规模扩张与
空间布局优化相结合，强化优势集聚、合理布局和差异
化发展，以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及特色品牌为带动，着
力延伸产业链和提高产业配套能力，构建起各具海湾特
色的海洋现代产业体系。

具体而言，福建六大海湾将逐步形成协调互动的
湾区经济发展形态——环三都澳湾区重点发展船舶、
冶金新材料等临港产业；闽江口湾区积极发展海洋生
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
产业和海洋服务业；湄洲湾区大力发展石化、能源、
冶金、电子信息等临港产业；泉州湾区加快发展海洋
生物医药、海洋精细化工、新材料、海水综合利用等
新兴产业；厦门湾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邮
轮母港，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东山湾区集聚发展
高端临港产业。

目前，福建已出台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和促进海洋
经济发展；明确将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海水
综合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邮轮游艇业列为重
点，加快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福建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导
向。福建官方规划，到 2020 年，海洋生产总值力争突
破万亿元，年均增长10%左右。如黄茂兴所期，海洋经
济将成为福建经济的新增长点。

福 建 加 快 发 展 “ 湾 区 经 济 ”
海洋经济将成新增长点

首届晋江农业嘉年华活动暨“情系两岸 食在晋
江”泉 （州） 台 （湾） 优质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近
日在福建省晋江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专家学
者、农业企业和商业界人士就特色种植、农业文创、

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深加工及流通等方面进行广泛
的交流与合作。

图为台湾嘉宾参加晋江农业嘉年华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情系两岸 食在晋江

据新华网电 继福建省政府代
表团出访匈牙利参观并访问匈牙利
罗兰大学之后，近日，罗兰大学代
表团对福建省福州市进行了回访。
为响应“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
略，加强中匈乃至欧亚之间的教育
文化交流，代表团就教育交流与合
作事宜与福建多所大中院校进行了
座谈。

据了解，代表团在福建省政府
的安排与组织下，走访了福建师范
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中医药
大学等多所高校；同时还在福州市
三中与学生进行互动，并与多家福
州优秀高中校长进行交流沟通，就
如何更好开展文化与教育交流合作
进行了探讨，为推进中匈教育交流
与合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合作方

案。
据福建省相关人士介绍，此次

来访的匈牙利罗兰大学与福建省多
所高校达成合作共识，为今后双方
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交流打下了良
好基础，将进一步促进福建省优秀
高校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对接，培
养出更多的对“一带一路”战略有
用的国际化人才。

响应“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

匈牙利罗兰大学代表团访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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