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7项成果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1月 3日在京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省 7项成

果荣获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厦门大学夏海平等人完
成的《碳链与金属的螯合化学》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福建阿
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张科参与完成的《平板显示用高性能
ITO 靶材关键技术及工程化》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福建炼
油化工有限公司参与的《复杂原料百万吨级乙烯成套技术研发及
工业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 （据《福建日报》）

福州市首个检察听证员库成立
近日，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建立检察听

证员库。晋安区检察院通过征集各业务部门审查案件需求、梳理
符合听证员条件人选、开展细致人员资格审查、规范听证员相关
工作，优化配置了法律型、专家型、社会型听证员，目前已完成第
一批 30名检察听证员的选聘工作，任期为 2年。（据《福州日报》）

厦门港新航线首次采用“丝路海运”气象导航服务
近日，集装箱货轮“海丰立诚”号靠泊海天码头，厦门港迎来了今

年第 15条国际班轮新航线。该船首次采用“丝路海运”气象导航服
务，离开厦门港后，将驶往1500海里开外的新加坡。基于多学科的技
术应用，由气象、航海领域专家组成的远洋气象导航团队将共同决
策，为船舶选择一条既快速高效又安全的路径。 （据《福建日报》）

厦门新增一闽侨智库高校研究中心
11 月 3 日，闽侨智库厦门理工学院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厦

门理工学院举行，这是继厦门大学之后，该市成立的第二个闽侨
智库高校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成立，不仅能强化侨联工作与智库
功能，方便归侨侨眷建言献策，还能进一步发挥地方侨联和高校
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据《厦门日报》）

8 年前，来自台湾高雄的李姿莹以在
读研究生的身份参加了海峡两岸青少年
夏令营，虽是第二次到访祖国大陆，一切
却都那么熟悉，“漳州的景色、风土，甚至
连空气的味道、太阳下山的时间，都和台
湾很像。”就这样，她与漳州结了缘。

爱情力量
开启漳台缘分序幕

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2013年参加
两岸学子闽南文化研习营时担任夏令营导
游的漳州小伙，正是如今李姿莹的丈夫。

“我先生让我对漳州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让我迷上了这所深耕闽南文化的学府。”
李姿莹在台湾时就攻读中国文学，对闽南
传统文化十分感兴趣，尤其痴迷歌仔戏，一
代宗师邵江海改良歌仔戏、传承民间艺术
的故事让她感慨良多，也在她心中埋下了

“致力于两岸歌仔戏传承交流”的初心。
就这样，两颗同样热爱着闽南传统文化

的心，最终跨越了浅浅的海峡，紧紧靠在了
一起。2018年 9月，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博
士毕业的李姿莹追随着爱情的脚步，顺利来
到闽南师大任文学院助理教授，并与志同道
合的恋人步入婚姻的殿堂，搭起了两岸联姻
的桥梁。2021年，他们还一同参加了团省委
组织的两岸青年佳偶家园寻福活动。

薪火相传
甘愿做这“牵线搭桥”人

来漳生活、任职之后，李姿莹专注于

福建民俗、闽南文化、民间文学、歌仔戏等
多个领域的研究。她发现，歌仔戏与芗剧
呈现出两岸共生共荣的情况，这让她更加
坚定了做好“两岸共有民间艺术歌仔戏对
比研究”的决心。

“歌仔戏是全国 300多个剧种之中，唯
一在两岸共生、相互激荡传承下来的戏
剧。它承载着两岸文化之精华，见证着两
岸人民的生活风俗和人生感悟，是海峡两

岸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情感纽带，更是海
峡两岸艺术文化交流的桥梁。”两岸戏剧
缘 4分匪浅，李姿莹也愿意牵线搭桥，将这
段缘续写下去。

所谓薪火相传，李姿莹在研究之余，
还担任了歌仔戏社团的指导老师，将原
来仅有 9 个人的社团扩到 60 人；她带着
学生们从身段、演唱等基本功学起，鼓励
学生进行剧本创作和内容创新；带领 20

多位歌仔戏骨干成员编排了新戏《开漳
圣王传奇》，2021 年 5 月把戏唱到了东南
花都。谈起花都的演出，李姿莹由衷地感
谢学生们的付出。在她看来，演出不仅是
一场表演，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到在
地传统文化，触摸到海峡两岸文化的传
承脉络，让这枝相连、根相通的乡音久久
传唱两岸。

定居漳州
致力于漳台青年融合发展

最近，漳州提出了“万才聚漳”行动计
划和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的目标，中共漳
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更是明确将探索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和工作。作
为福建引进的台湾高层次人才、留漳的青
年科研人才、漳台融合的代表，李姿莹亦
尽心竭力地奉献着她的力量。

疫情期间，李姿莹为原创公益歌曲
《等待花开》作词，歌曲推出后得到各界强
烈反响，被 CCTV-4《海峡两岸》栏目、新
华社、学习强国等报道，各类媒体总点击
量 300 余万次。歌曲中传递出来的大家不
分彼此，同呼吸、共命运，守护共同家园的
信念，让漳台青年团结到了一起，为抗击
疫情共同展现漳州力量。

“心相印，手相牵，不管路多远，我们
并肩向前；情相同，意相守，拥抱雨过后，
绚烂满天彩虹。”正如李姿莹在歌里写到
的这样，漳台青年心手相牵，一定能等到
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本报记者 张晗 文/供图

缘跨两岸 传承乡音
——访福建省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姿莹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 见习记者 王炜艺）记者获
悉，日前我市出台《关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
生产十二条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鼓励蔬
菜大棚轮作种植单季稻、优先兑现粮食生产农机购置
补贴、支持粮食保护价收购等方面提出具体实施细则，
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通知》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加大对规模种粮支持

多项补助可叠加享受
根据《通知》，我市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种植双季稻，连

作种植早稻、晚稻面积都超过 30 亩以上的，在省级财政
按早稻实际播种面积给予每亩最高补助 200 元的基础
上，市级财政追加给予每亩最高补助 100元。此项补助可
与其他相关粮食补助政策叠加享受。

同时，我市农业经营主体蔬菜大棚轮作种植单季稻，
标准钢架温室大棚轮作种植单季稻 60亩以上的，在省级
财政按实际面积每亩最高补助 100 元的基础上，市级财
政追加给予每亩最高补助 50元。此项补助可与其他相关
粮食补助政策叠加享受。

此外，我市鼓励新流转土地改种水稻、鼓励抛荒撂荒
耕地复耕复垦种植粮食作物。对新流转的土地调整种植
用途改种水稻，且种植面积 30 亩以上的新型经营主体、
种植户，市级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元／亩；对抛荒撂
荒耕地复耕、山垅田复垦后，用于种植水稻、甘薯、马铃
薯、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且相对集中连片种植面积 5
亩以上的新型经营主体、种植户，市级财政当年度给予一
次性奖励补助 400元／亩。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资金向生产功能区倾斜
根据《通知》，我市支持水稻生产功能区内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和挖

塘养鱼、非法取土等破坏耕作层行为，要求科学合理利
用耕地资源，防止耕地“非粮化”，不断巩固提升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

同时，我市积极鼓励地方采取奖补等办法引导农民
退果、退茶、退塘、退林还粮，分类稳妥处置耕地“非粮化”
存量，夯实粮食扩种基础。

为加快推进水稻生产功能区建设，我市高标准农田
建设补助资金等涉农资金向功能区倾斜，并鼓励各级加
大财政投入，提高项目建设标准、投资标准，强化管护资
金保障：市级财政从今年起按当年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数每亩补助 1 元的标准配套市级管护资金，县级财
政每年将安排农田建后管护资金、确保管护制度有效落
实到位；水稻生产功能区内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修复和
完善项目，将优先列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中央、省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补助的基础上，市、县两级财政配套
资金按照 5:5比例承担。

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问题

促进粮食绿色生产优质优价
《通知》要求，我市应鼓励推广优质粮食绿色生产，各

地因地制宜出台政策，扩大专用甘薯、马铃薯、鲜食甜
（糯）玉米等优良品种种植，稳步提高优质旱粮比重；鼓励
粮食加工、流通企业与种植大户、生产基地签订优质稻等
生产订单，促进粮食优质优价；推行测土配方施肥，推广
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鼓励实施秸秆还田、有机肥替
代化肥，探索建立农膜回收利用激励机制。

同时，我市将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通过
建立健全“分级储备、分级负责”的省市县三级救灾备荒
粮食作物种子储备制度，全市将每年储备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 16万亩的需种量，用于灾后恢复生产和应急扩种。

此外，我市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向粮食生产倾
斜，鼓励各地积极申报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对从事
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优先安排，着力解决“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有效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

严查“压级压价”“打白条”

强化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根据《通知》，我市将优先兑现粮食生产农机购置补

贴。各地及时制定公布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实施意见，对购买水稻育（插）秧机械、水稻直（穴）播机
械、粮食烘干机、马铃薯播种机和收获机、甘薯移栽机和
收获机等适用于粮食生产关键环节的农机具，并申报农
机购置补贴的，以及申请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等粮食
生产农机具报废更新资金的，优先给予结算。

同时，我市要求政策性金融机构结合职能定位和业务
范围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种业发展，鼓励商业性金
融机构围绕粮食生产、流通、加工、进出口、储备以及消费
等各个环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并鼓励各保险机构强化水
稻种植保险政策宣传、及时受理农户投保，提高农户投保
积极性，进一步扩大水稻种植保险覆盖面。我市还将深入
调研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的市场需求，配合各级
政府部门探索开办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支持粮食保护价收购。各地及时
公布我省当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做好粮食收购工作，并
发挥 12325全国粮食流通监管热线作用，加强监督检查，
严肃查处“压级压价”“打白条”等损害农民利益行为，坚
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确保粮食收购平稳有
序进行。

此外，我市将强化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健全粮食生
产考核激励机制，切实落实粮食生产考核属地责任。对粮
食安全考核综合考评前三名的县（区）、开发区（投资区、
高新区）给予通报表扬，对没有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约束性
指标任务的县（区）、开发区（投资区、高新区）进行通报批
评并约谈所在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投资区、高新区）
管委会主要领导。

我市21584栋
重大安全隐患房屋销号
在全省设区市中第一个实现“见底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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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十二条措施促粮增产
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近日，在南靖县
丰田镇华侨学校，漳
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越南竹竿舞传承人
王淑梅正在指导镇里

“侨之音”宣讲队的小
队员练习竹竿舞的基
本步法。

近年来，南靖县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当地越南归侨特色文
化相结合，组建“侨之
音”宣讲队，以越南竹
竿舞、民谣、朗诵等形
式，宣传党的理论路
线、方针政策，让党和
国家的好政策与基层
群众“零距离”接触。

谢威 摄影报道

南靖：

非遗竹竿舞非遗竹竿舞 飞歌颂党恩飞歌颂党恩

李姿莹正在指导学生学习歌仔戏李姿莹正在指导学生学习歌仔戏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 见习记者 王炜艺 通讯员 曾苏生）记
者近日从市住建局获悉，我市 21584栋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全部完
成整改并销号，在全省设区市中第一个实现危房“见底清零”。

自去年百日攻坚和三年行动以来，我市 16个县（区）、开发区
（投资区）共排查房屋 163.7万栋，总数位居全省第三；发现并处置
重大安全隐患 21584栋、位居全省第一，采取临时清人封房占比
约 82%。

对重大安全隐患封房量大、推进进度不快的地区，我市及时
进行挂牌督办，并成立工作专班组进行专项督导。同时，我市对重
大安全隐患房屋逐栋现场再复核，制定“一房一策”，实施清单化
管理，推进危房有效整治。此外，我市还对各地整改推进情况进行
每周通报、每日简报，督促各地全力攻坚，努力营造比学赶超的浓
厚氛围，加快整治销号。目前，我市 21584栋重大安全隐患中，经
复核降为一般安全隐患 3037 栋，采取加固 7311 栋、拆除 11236
栋，全部销号完毕，比全省销号期限提早两个月。东山经验做法还
得到省住建厅高度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下阶段，我市将继续开展攻坚整治“回头看”行动、挂牌督办
“摘牌子”行动、网格巡查“护安全”行动、信息录入“大普查”行
动，进一步夯实巩固危房清零攻坚战成果。

（上接第一版）
“你莫走……”此时，手机铃声响起，老史接通了电话。“喂，

是老史吗，我是文超啊。”就在老史一筹莫展之际，一个电话及时
打到了新疆，话筒那一头，是刚刚返回漳州的援疆干部、南靖农
业农村局农艺师韩文超。在木垒期间，这位农业专技人才和老史
曾经多少个日日夜夜一起呵护这些茶苗，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韩文超回漳时，老史多有不舍，手机铃声也换成了现在这个。

韩文超回到老家后，没忘记指挥部的嘱托，时刻关注木垒气
候变化，在得知降温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叮嘱老史在气温骤降的
情况下，该何如护理这些小茶苗。电话那一头，韩文超把如何保
温、浇水、施肥以及如何为来年移栽做好准备的方法，一五一十
地告诉老史，他一边尽量放慢语速，一边尽量把带闽南腔的普通
话说得更“普通”，以免老史听不清楚而影响了呵护茶苗的质量。

一段援疆路，一生援疆情。虽然已结束援疆返闽，但这份援
疆情已深深地烙在韩文超心里，直至回漳时，他还带着指挥部交
待的任务——要把南茶北种的事情做到底。

“谁说一定人走茶凉。”老史说，咱木垒的茶苗就是不一样，
有返闽的援疆农业专家远程技术指导，有示范园内的专管人员
以及留守的援疆人用心地、温情地呵护着。

人走，“茶”不凉，已成为“天山北麓，养心木垒”一道亮丽而

温暖的风景。 ☉郑炎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