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岸关系

尊敬的古龙·书香嘉园项目业主：
您所购买的古龙·书香嘉园项目已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

交房条件，我司定于 2024年 6月 28日、29日为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交房资格的业主集中办理交房手续，请您按我司发出的《房屋交
付通知书》告知的内容，凭《房屋交付通知书》携带好相关证件、资料及
费用按时到漳州市龙海区海澄镇月港大道36号古龙·书香嘉园项目销
售中心办理房屋交接手续。

办理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咨询电话：0596-6058666/6058777。
特此通知。

古龙房地产（龙海）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7日

古龙·书香嘉园项目交房公告
原 址 在 诗 浦 村

232 号、诗浦村 233 号
房屋，现拆迁安置于芗城区新
城花园 13 幢 803 号、903 号。今
陈炳堂、陈炳坤申请上述安置
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
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
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
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
产权证。

声明人：陈炳坤、陈炳堂
2024年 6月 17日

原 址 在 诗 浦 村
334 号、335 号，诗浦

村 279 号房屋，现拆迁安置于
同益广场 2 幢 510 号。今陈志
阳 申 请 上 述 安 置 房 权 属 登
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
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
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
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
产权证。

声明人：陈志阳
2024 年 6 月 17 日

原 址 在 步 文 镇 坂 上 村 房
屋，现拆迁安置于福建省漳州

市龙文区九龙大道 1227 号西蕃莲棚户
区危旧房改造项目 2 幢 1001 室，福建省
漳州市龙文区九龙大道 1227 号西蕃莲
棚户区危旧房改造项目 2 幢 1101 室。今
黄亚溪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
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
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
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
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
动产权证。

声明人：黄亚溪
2024 年 6 月 17 日

声明 声明 声明遗失声明
▲云霄县江泽文、张阿玲夫妇不慎遗失第一

孩 儿 江 钰 轩 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证 号 ：
R350293229，声明作废。

▲南靖县茶巢冷饮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有效期至：2027 年 10 月 11 日，许可
证编号：JY23506270066724，声明作废。

▲龙海市榜山上苑贝尔幼儿园不慎遗失龙
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08 月 08 日核发
的《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3506810067005，现声明作废。

▲父亲庄德新、母亲周小燕不慎遗失第一孩
儿庄宇杰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Ｏ350401709，现声明作废。

锦绣碧湖A区项目全体业主：
本项目于2024年3月15日完成项目建筑区划内所有

房屋的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手续，根据相关规定，为进一
步满足本项目业主购买车位的需要，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现就本项目车位销售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截止本通告发布之日，本项目共有住宅 1495套、
已销售 1495套、剩余 0套；非住宅 75058.29平方米、已销
售28312.32平方米、剩余46745.97平方米；可售车位1871
个，已销售405个，剩余1466个。根据规定，需按规划配置
比例预留车位 399个（其中未销售住宅预留车位 0个、非
住宅预留车位399个）。

二、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2024 年 6月 17 日至
2024年 8月 16日），尚未购买车位或购买不足 2个（非住

宅业主也可按规划配置比例计算可购数量，不足1个按1
个计）且有需求的业主，请到漳州市龙文区建元东路21号
锦绣碧湖营销中心办理车位购买手续。

三、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后（即 2024年 8月 17日
起），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按房屋不同用途再购买车位，
分别为：住宅每套不超过4个（含房屋完成首次登记前已
购买车位数量）、非住宅不超过按产权面积对应规划配置
比例计算车位数量的 4倍（含房屋完成首次登记前已购
买车位数量）。

四、请符合条件的广大业主抓紧购买。
特此通告。

漳州特房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7日

锦绣碧湖A区项目车位销售通告

据新华社电 连日来，受强降雨
影响，福建多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
洪水。记者从福建省防汛办获悉，6
月 15日 6时至 16日 7时，受强降雨
影响，闽江建溪和富屯溪、交溪等
11河 15站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涉
及南平、宁德、泉州等3市11县），超
警幅度0.07-3.65米，建溪建瓯七里
街站超保证水位1.38米。

截至 6 月 16 日 7 时，除闽江延
福门站（延平）、建溪七里街站（建
瓯）、松溪松溪站（松溪）和东游站
（建瓯）、南浦溪水吉站（建阳）、富屯
溪洋口站（顺昌）、金溪将乐站（将
乐）等7个站外，其余各主要江河水
位均在警戒以下。

据统计，自 6月 9日以来，福建
省共有南平、三明、宁德、福州、泉州
等 5个市 12个县 14条河流 19个站
发生超警、超保洪水 55 站次，超警
幅度 0-3.65米，建溪建瓯七里街站
超保证水位1.38米。

连日强降雨已导致福建多地不
同程度受灾。据福建省防汛办统
计，截至 6 月 15 日 20 时，本轮强降
雨已造成福建省17.98万人受灾。

转移群众、清理路障、调拨物资、
巡查隐患……面对持续降雨和汛
情，福建各地各部门切实抓好防范
应对工作。目前，福建省防指维持
防暴雨Ⅲ级应急响应。截至6月16
日 7 时，福建省累计下沉干部 5.58
万人次，转移群众近3.6万人次。

福建省气象局首席服务专家黄
志刚提醒，6月 9日以来，福建北部
地区已出现连日暴雨，土壤含水量
高，需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
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
生灾害；西部、北部地区部分低洼地
段农田渍涝害风险等级高，强降雨
过后需及时清理沟渠，排涝降渍。

题图：6 月16日，福建南平武夷
山市星村镇红星村防汛人员查看一处
洪水流经的排水道。 新华社发

福建福建1111条河流出现超警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洪水超保洪水

治沙工人在宁夏中卫市境内
的腾格里沙漠铺设刷状网绳式草
方格沙障（5月30日摄）。

上世纪50年代，被誉为“治沙魔
方”的麦草方格在宁夏中卫县（今中
卫市）被创造出来，确保了中国首条
沙漠铁路——包兰铁路的畅通，并
把沙漠向后逼退 25 公里。上世纪
8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沙坡
头治沙”模式向各国推广，成为中国
最早向世界输出的治沙方案。

在风吹雨打日晒中，草方格寿
命不过三年，有时还需要补扎维
护。2019年，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
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屈建军团
队 研 发 出 了 升 级 版“ 治 沙 魔
方 ”——“ 刷 状 网 绳 式 草 方 格 沙
障”，固沙时间延长至 5 到 6 年，并
可实现工业化量产。经过几年试
验，如今开始逐步推广。

固定住沙面，阻止沙子流动后，
接下来就在草方格里播下草籽、栽种

苗木。凭借多年的一线治沙经验，中
卫市国有林场总场工程师唐希明发
明了“干”字形植苗器，将造林成活率
提高了25%，劳动成本降低了50%。
唐希明的“土发明”获得专利，有了专
业名称“水分传导式精准型沙漠植苗
工具”，不仅在当地大面积推广使用，
如今还被推广到甘肃、新疆等地。

固沙后，沙漠中形成天然生物
土壤结皮需要十年左右。中国科
学院沙坡头沙漠试验研究站经过
多年探索实践，研究出人工蓝藻结
皮治沙技术。通过在草方格里喷
洒人工培养的蓝藻液，两三年时间
便可初步形成土壤结皮。

这些年，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
和科学治沙的精神，中卫市已经治
理了 150 万亩沙地。固沙时间翻
倍，生物土壤结皮加速形成，草木
成活率显著提高，新的治沙技术和
工具成为中国多地治沙的“利器”。

新华社发

从从““土发明土发明””到到““黑科技黑科技””
——新技术新工具为治沙提供新“利器”

据新华社电 凤凰花开，第十六
届海峡论坛如期而至。“融合发展”
成为本届论坛两岸与会人士的共
识。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
园”，福建正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这为台胞台企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2016年，来自台湾桃园的“80后”台
青范姜锋在厦门创立了以台湾青年为
主要服务对象的启达海峡双创基地，成
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的助力者。截
至目前，基地已推动了4万名台湾青年

“登陆”交流，落地超500个台青项目。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鼓励台胞来福建创业就业，加强
海峡两岸创业就业平台建设，这对我
们基地的发展真是机遇满满。这也

更坚定了我在大陆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范姜锋说。

为了让台青更加深入了解大陆、
扎根大陆，范姜锋相时而动，将台青
创业基地升级成为产业基地。

“我们通过发展产业的方式，让
公司在两岸之间整合更多的资源。
公司搭建了文创 IP、乡村振兴、新媒
体及体育产业的就业创业平台，让台
湾青年先到大陆就业，再根据自己意
愿决定是否创业。”范姜锋说，他希望
作为两岸沟通的桥梁，让更多台青到
大陆就业创业。

在台湾台南长大的施沛琳，曾在
台湾当过20多年记者。2007年，她考
入厦门大学深造，5年后博士毕业的她
来到闽南师范大学执教。2018年，施

沛琳获选首批福建省引进台湾高层次
人才“百人计划”；2021年，她又获得

“福建省第六届杰出人民教师”的荣誉。
源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施沛琳

将研究重点放在闽台文化艺术事业
的发展、交流与融合上，从文化艺术
的视角探寻两岸文化的渊源。“大陆
与台湾的闽南文化，就像母体和子体
一样。现在的自己，就像回到了文化
的源流。”施沛琳说。

在施沛琳看来，在两岸关系复杂
严峻的形势下，大陆依然坚持推动两
岸融合发展，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这让台胞深感友善、平等和便利，

“两岸交流融合越深入，两岸同胞得
到的福祉就越多”。

施沛琳表示，闽南文化是两岸融

合的重要纽带。在泉州、漳州建设世
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的背景下，闽台
青年可通过同根同源的闽南文化，加
强合作、增进友谊。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门台
商协会荣誉会长吴家莹认为，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涵盖人员往来、贸易投
资、交流合作、社会人文等方方面面
的闽台一体化探索和建设，让台胞台
商在福建创业、就业、兴业、乐业更有
底气和动力。

“广大台胞台企既是两岸融合发
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同时更是受益
者。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加速，为在福建
的台胞、台企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吴家
莹说，“期待越来越多的台胞到福建就
业创业，共享大陆高质量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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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如
期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
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7000多名台
湾各界嘉宾相聚厦门，畅叙友谊。

在这场两岸民间最大规模的交
流盛会上，台湾同胞纷纷表示，要和
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广大
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期待与大陆同
胞携手同心，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
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首次参加海峡论坛的中国国民
党副主席连胜文盛赞这是一个让两
岸各行各业民众充分交流、相识相知
的“好平台”。“只要有交流，就有对话
的机会；有对话的机会，就能够理性
务实沟通。”他说。

连胜文表示，台湾民众普遍希望
两岸和平，互惠互利。“我们要为了两
岸多数人的福祉和未来，积极诚恳地
推动和发展两岸关系。”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溢诚
表示，自己是第六次参加海峡论坛，
感觉论坛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好，新老
朋友都能借此机会展开交流。“不管
台湾政局如何变化，对台湾民众来
说，我们依然很愿意和大陆展开交
流，融合发展，相向而行。”他说。

举办第十六届海峡论坛的消息
公布后，民进党当局“膝跳反射”式采
取限制和打压措施，试图阻止台湾同
胞赴大陆参与论坛活动。但台湾同
胞依然踊跃参会，用实际行动表达对
两岸交流合作的支持。

本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台湾云
林县长张丽善借孟子之言“虽千万
人吾往矣”抒发参与论坛的坚定心
情。她表示，尽管出发前受到很多
恶意攻击，但仍义无反顾前来参加
海峡论坛。

“台湾的主流民意是期待台海和

平、互惠互利、共存共荣，共同打开两
岸欣欣向荣的愿景。”张丽善说，两岸
应基于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与尊重，
携手运用智慧，推进两岸关系朝向和
平稳定的道路前进，共同努力为两岸
的繁荣未来贡献力量。

本届海峡论坛举办论坛大会以
及四大板块 50 场活动，为全面恢复
两岸交流往来蓄势聚力。从贴近两
岸同胞生活的妇女、婚姻、社区服务
等活动，到专业领域的科技金融、卫
生健康、智能制造等活动，再到青春
活力十足的体育、新媒体、影视等活
动，两岸同胞互诉骨肉亲情，共绘融
合愿景。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吴家莹
表示，两岸关系形势越复杂严峻，越
需要两岸民众加强交流。这次海峡
论坛各项活动很丰富，两岸同胞交流
交往很热络，加深了相互理解。这进

一步证明，民进党当局种种阻挠限制
不得人心、不可能得逞。

论坛上，台胞们围绕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机遇，讲述在大陆追梦、筑梦、
圆梦故事，为两岸融合发展写下生动
注脚。

“大陆经历 40多年改革开放，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同胞
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对此感到光
荣，希望共享中华民族大发展的伟大
荣光。”台湾中华眷村文化发展总会
理事郭克智说。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乡。参与海峡论坛的台胞表示，两岸
中国人有共同的血脉、文化和历史，
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有着共同的责任和期盼，将与大陆同
胞一道，携手同心、接续奋斗，共创中
华民族绵长福祉。

（据新华社电）

“携手同心，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上的台胞心声

据新华社电 看“00后”中医药文
化传承人蒙眼识药，体验“AI中医”望
闻问切，回溯中医药文化根脉，共话
中医药传承创新……以“中国医药，
匠心传承”为主题的海峡两岸青年新
媒体中医药论坛15日在厦门举行，全
国台联会长郑建闽等嘉宾与两岸青
年、中医药领域人士数百人参加。

作为第十六届海峡论坛青年交
流板块的一项重要活动，该论坛由中
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厦门广
播电视集团承办。论坛设置嘉宾访
谈、节目表演、台青路演等环节，突出
两岸中医药文化一脉相承的元素，传
递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理念。

论坛以一曲舞蹈《本草纲目》开
场，诠释了中医药文化亘古传承的魅
力；由台湾舞蹈教师带领的团队带来
表演《医圣传人》，蕴中医采药、中医
药书籍等元素于剑舞和扇舞中；在厦
门工作的台湾青年中医师也献上一

曲《神奇中医》，用歌声表达赓续中医
药文化的决心。

全国台联副会长郑平致辞表示，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
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近年
来，两岸在中医药教学、医疗、科研等
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越
来越多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台湾
青年到大陆求学。共同把中医药这
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
发展好、利用好是两岸青年共同的责
任。期待两岸青年通过此次论坛分
享故事、追寻答案，探索路径，从“后
浪”成为“巨浪”。

近年来，大陆中医药事业蓬勃发
展，为两岸青年创造了实现梦想的舞
台。论坛上，多名两岸青年从各自视

角分享了与中医药的不解之缘和在
这一领域的思考。

来自台湾云林的青年郭子嘉因
家中长辈从医，从小对中医药文化耳
濡目染。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取得硕
士学位后，她决定留在大陆工作，不
断精进医术。如今，除了在厦门长庚
医院的日常就诊外，她还经常参加各
类社区义诊和医疗科普活动。

“要想真正学习和掌握中医药文
化，还是要来发源地求知探索。大陆
有很广阔的平台，我可以深入探究中
医药文化，积累诊疗经验，让我能不
断沉淀，也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推
动两岸交流。”她说。

来自台湾桃园的青年康宸凯是
北京市一家中医诊所的医师。2022

年，两岸中医药传承交流发展运营中
心在北京揭牌成立，他受邀入驻并担
任执行主任。

“在大陆工作，我实实在在开阔
了眼界，也深切感受到祖国大陆对中
医药的重视。我希望可以更多参与
两岸中医药交流发展，帮助有志于中
医事业的台胞走进大陆的广阔天
地。”康宸凯说。

在康宸凯看来，台湾中医师多以
个人诊所的形式为民众提供服务，且
以诊治常见病为主，大陆设有各级中
医院，专业化程度高，在疑难杂症方
面诊治经验丰富。两岸医师在病情
研讨、医疗服务、医院管理等领域交
流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作为全国台联的品牌活动，海
峡两岸青年新媒体论坛近年来聚焦
音乐、舞蹈、武术等议题，展现两岸
文化一脉相承，推动两岸青年沟通
交流。

两岸青年厦门共话中医药传承发展两岸青年厦门共话中医药传承发展

集美大学毕业的台青李佳勋（左）在厦门“台青创
客家”直播间里学习电商直播带货（6月14日摄）。

厦门“台青创客家（T-makers）”是由在祖国大陆
成功创业的台湾企业家、海峡两岸文创及科创产业精
英、投资家创立的，专注为海峡两岸青年提供创新创业
的服务平台。

“台青创客家”设有创业苗圃、路演大厅、培训教
室、业务洽谈室等共享服务空间，并配备办公、培训、会
务等设备，为创业青年提供“拎包式入驻”的办公环境
和创业就业实习空间。

自2016年8月创立以来，“台青创客家”累计共吸
引170多家企业进驻，其中存续的台湾青年创业企业
98家，为100多家台青企业申请启动资金补贴、办公租
金补贴、居住房间租赁等总金额超千万元；同时还在工
商注册、财税服务等方面为创业青年和入驻企业提供
便利和优惠。

厦门“台青创客家”负责人虞慧芳说，希望能够
为两岸青年提供更细致、更专业的服务，把平台打

造成为海峡两岸青年实现创业梦想的“家”。“越来
越多的台湾年轻人把祖国大陆作为学习生活、创
业的理想之地，优良的扶持政策让台青们有很强
的获得感。” 新华社发

探访厦门国家级台青创业就业基地“台青创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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