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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并在印尼、南非、匈牙利、英国、
美国、澳大利亚及台湾地区落地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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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又是
一年春来到，除夕上午，刚从福州驱车回漳
过年的陆先生一家三口正在家门口贴着春
联。“门口的福字可得贴正了。”陆先生俯身
对女儿说，“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纳
福’之意，要端庄大方地正贴。”

厨房里，陆先生的母亲用剪刀在揉好的
面团上剪了个十字，这是准备上锅蒸的“发
糕”。“过年一定要有‘发糕’，寓意福气年年
高。”老人家笑意盈盈地说道，“蒸熟的‘发糕
’会在这个十字处开出一张‘笑脸’，也像一
朵盛开的花朵，寓意来年兴旺红火。”

“现如今，年味虽不及儿时浓厚，但在
漳州老家，仍有着许多承载浓浓年味的风
俗代代相传。”说起家乡的年俗，漳州市闽

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涂志伟如数家
珍，“彼时过年时桌底下会摆上从龙
海程溪买来的大壮炉，生起炭火，全
家人围坐在一起‘烘炉’，别提多温
暖。”

“围炉的大圆桌上，一定会有泥
蚶的身影。”涂志伟解释道，“烫泥蚶
也有讲究，蚶壳的开口要恰到好处，
恰好能轻轻剥开，寓意剥开福气。洗
净的蚶壳还要置于门后，这时还得一
边念叨着‘蚶壳钱，来年赚大钱’。”

“大年初一早上，漳州人会在家
里吃上一碗寓意幸福甜蜜的甜面线，喝上
一口红枣、桂圆、红糖煮出的甜茶，再出门
拜年。所到之处也都是大桔、红柑等金灿
灿、红彤彤的吉祥色。”涂志伟掰起手指头
数起接下来的年俗，初二请女婿，初九敬
天公……“还有农历正月十一的‘吃福’，
席上必备韭菜和豆腐，称之为‘韭菜春，豆
腐有’，祈求长寿富足。”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闽南甚至
漳州各地的春节习俗或许不尽相同，但反
映的都是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生产生活思
维价值。”涂志伟认为，无论是受中华主体
文化还是闽南海洋文化、农耕文化、闽粤文
化的熏陶影响，一切礼仪与春俗都源于百
姓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景象，都反映着百

姓的美好生活愿景，无不渗透着对来年幸
福生活的殷殷期盼。

相关链接：正月初一至十五过年习俗

初一：贺新正。人们在围着新布帷的
供桌上，摆放糕、粿、面线及红柑等果茶素
品，祭拜神明、先祖，然后打开大门，朝通书
指示的吉向点香拜拜，迎财神入户。

初二：请女婿。虽说女儿、女婿可迟至
正月半归宁省亲，但闽台大多会选在这一
天带猪脚锅、年糕，领着子女来“下孝”，所
谓“有孝‘走仔’初二三，无孝‘走仔’正月
半”。

初三：“赤狗日”。新丧之家在这一天
祭亡灵，非近亲不宜上门拜年。这一天又
是“送穷鬼日”，是日人们把屋内污秽杂物
打扫干净，送到田野上焚烧，点香为供叩头
作揖，连说“穷鬼去，福星来”。

初四：“神落天”。家家在午后烧让神
明骑坐的“云马”，准备给马吃的“麦草”，放
纸炮以恭候。至夜半子刻交炮声响，在家
中摆牲醴并用生鲤鱼等祭品拜迎众神。

初五：古谓“假开”，今称“开假”。又属
“破五”之日，家庭、祠庙撤掉摆在供桌上祭
神祭祖的陈年饭菜和其他供品，年节的禁
忌可以解除，至此小孩再调皮，可就要受皮
肉之苦了。

初六：闽南形成的清水、三平两位祖师
公的诞辰。安溪、平和的祖庙热闹非常，两
位仙师分灵庙广布海峡两岸，这些地头办
生皆非常闹热。

初七：“人日节”。旧时漳厦有用五谷
和蔬菜做成“七样羹”“七宝汤”之俗。一般
有萝卜、大葱、芹菜、厚合、春菜、韭菜、菠菜
等，寓意清清白白、聪明勤劳、内外和合、钱
财有剩、寿命久长、飞黄腾达……

初八：“谷日”。晴兆谷物丰收，阴兆谷
物荒歉。因接下来两天要礼天敬地，外出
的人会在初八赶回家团聚参拜，谓之“完
全”。

初九：天公诞辰。从子时起家家户户燃
放鞭炮，点天公灯，门口高高叠起“三界桌”，
上下摆着五牲和斋品。人们向天公顶礼膜
拜，祈求保佑新年风调雨顺、家运荣昌。

初十：土地神生日。禁舂米、劈柴、掘
土，须办牲醴、粿品、青果以敬。

十一：俗称“吃福”。有祈福寿之意，席
上还得有韭菜和豆腐，以期富足发财。

十三：漳人所谓的关帝圣诞日。作为
武圣、财神及众多行业的祖师爷，不但供奉
的神庙会打醮庆典，工商界亦会举办祭典。

十五：元宵。上一年生了男丁的家庭，
还要格外备一瓮酒和一对上写“庆贺弄璋”
的灯，送到祠堂去。 （李伟）

漳 州 老 家“ 福 ”味 浓

客家土楼，产生于迁徙大背景中。一代客家
人不远千万里跋涉于斯，选址筑楼、聚族而家，或
圆或方的建筑群落围起来的是家族的烟火气和
温暖。

目前，南靖县境内拥有1.5万座土楼，土楼文
物209座。2008年7月，田螺坑土楼群、河坑土楼
群、怀远楼、和贵楼共20座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这意味着，在南靖只有约0.13%的土楼进
入“世遗”保护名录。

身处“世遗”之外，数以千计的非“世遗”土
楼，如何得到更好地保护？近年来，南靖在引领
规划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对非“世遗”土楼
进行开发利用，发展民宿经济，塑造全新土楼文
化IP。如今，越来越多土楼民宿蓬勃而生，成为
天南海北的游客深度了解土楼文化的一把钥匙，
也让更多可能湮没在历史尘烟中的土楼“活得更
好”。

老字辈，300岁
从无人问津到左右“逢源”

隆冬书洋，山峦披绿，碧波绕村。今年元
旦，坐落在南靖石桥村的南院民宿老板郭彦斌
接了好几通预约电话。“抱歉，元旦的房间全都
订满了……”

身居山野并不显眼，为何越来越多游客寻访
而来？这样的吸引力缘于这家民宿是由传统土
楼改造而来。

2016年，“海归”民宿老板郭彦斌来南靖游
玩，看到不少散落在深山的非“世遗”土楼因缺少
庇佑正孤独凋敝，便决心把土楼改造成民宿，“让
破败的土楼重新活过来。”

可挑来挑去，始终没找到适合改造的土楼
“样板”。在第三次寻访中，他弯进了与永定县只
有一山之隔的南靖县书洋镇石桥村。

石桥村并不大，在沟谷两岸山峦对峙的三团
溪边，永安楼、昌楼、长篮楼、耀南楼、日月楼等土
楼随波跌宕点缀，形成一处壮观的“土楼长廊”。

其中，振德楼、逢源楼、长源楼就坐落在秋光
桥边的坡地上。这三栋土楼均建于清朝年间，经
历近300年风雨烟尘已几近荒芜，却巍然不倒。

楼前芳草菲菲，楼后青山叠翠，保留了小桥流水
人家的田园景致。郭彦斌一拍大腿，“就它们
了。”

2019年4月，逢源楼改造工程正式启动。院
落建于1723年，它的前身是一间私塾，保留了学
堂的典型院落格局，仿若凝固下了那个时代的小
小断片。有别于一般土楼防御性的围合造型，逢
源楼楼体格局更为开放，因山就势外形似扶手交
椅，当地人称之为“交椅楼”。

接手时，逢源楼半幅前厅已坍塌，夯土墙多
孔松动，墙中原以竹片、松枝而作的“墙筋”也暴
露出来，一面墙体已内倾超过15度。踩在楼内的
木质楼梯上，不仅吱吱响，还会轻微晃动。

修复这座在风雨飘摇中随时可能倾覆的土
楼，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每个细节、每种材料都
需要建筑师的独具匠心。郭彦斌秉持修旧如旧
的设计理念，以基本的加固和复原为主，尽量弱
化设计的存在感。“逢源楼采用底层钢结构支撑
的方法加固楼体。工程中，我们尽力修复原始土
墙木料，如已经完全破损，就小心抽离出来，并在
旧货市场挑选替换物料多次试验，保证破损墙体
修旧如旧。”

但逢源楼已坍塌的部分如何修复？为了还
原当时前厅本来的样貌，郭彦斌多方寻访多年前
的老照片，并请村里熟悉土楼夯土技艺的老工
匠，以最原始的土楼建造工艺重塑前厅的墙体。

在历时一年半整修后，总投资400万元的“逢
源楼”焕然新生，接待天南海北的客人，曾经默默
无闻的土楼变得左右“逢源”。南院民宿面积达
400平方米，分为两层，总共有六间客房，每个房
间都以南靖辖内镇村的名字命名，价位在500元
—800元之间。院内空间虽不大，却修筑了亭台
茶歇，禅静清池，小楼轩窗，构造上延续了旧建筑
当年的生活序列，诗情画意也在古旧土木间晕染
开来。

居住于此，成为游客深度了解土楼文化的一
把钥匙，也亲近了石桥村的历史文脉和秀美风
光。“有一位来自武汉的客人，本来只预定了一
天，但因石桥村秀美山水和舒适的民宿，而住了
一周才走，还有的客人来了一次后又陆续几次带
了家人朋友前来。”郭彦斌说道。

如今，郭彦斌正着手对振德楼
民宿的开发利用。振德楼始建于
1722年，占地面积约950平方米，可
提供18间客房。“我们正着手打造
土楼特色民宿品牌，促进非‘世遗’
土楼良性开发，在恢复土楼居住功
能的同时，也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发
展。”为了让更多土楼长久“活下
来”，郭彦斌还志愿为当地有土楼修
缮需求的村民提供咨询和帮助。

据介绍，石桥村有63座不同形
状土楼，其中方楼，圆楼等集体的约
20座，居家单户40余座，主要分布在洪坑坝、门
口洋、溪背洋三个自然村。由于传统土楼建筑设
施不完备，居民在生活上较为不便，越来越多原
住民搬离土楼，住进更方便的钢筋混凝土房，一
部分土楼变成了农用仓库，一部分土楼因无人居
住开始逐渐衰败、破损。目前，石桥村不断强化
村民对土楼保护意识，同时积极利用获得中国传
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奖励资金对这些
集体土楼进行修缮保护。

新生代，106岁
从单体民宿到产业集群

坐落于书洋镇田中村的龙昌楼今年106岁，
但在土楼群中论资排辈，它仍算是“小字辈”。

虽然资历尚浅，但排面挺大。龙昌楼建于
1916年，因龙王第51孙辈号昌，该楼建成后故名

“龙昌土楼”，土楼延续了传统的围合圆形构造，
共有三层，占地面积3699平方米。

2018年，由厦门电商协会牵头开发，龙昌楼
在保留土楼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按星级酒店标准
对其进行了装修改造，打造成25间客房，可容纳
50-80人的土楼特色民宿。此外，龙昌楼还为游
客提供了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综合服务，一
条旅游产业链就此形成。

如今，土楼旅游发展的红利也惠及了越来越
多当地群众。龙昌楼里的厨师、保洁、水电工等
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本村村民，他们在这里工作不
仅可以拿到一笔不错的工资，闲余时间还可以照

顾到自家农地和家人，一举两得。“我在龙昌楼打
扫卫生，每个月可以拿到3000多块钱，工资比在
外面打工还高呢。”田中村村民陈丽珠说道。

如何在活化土楼资源的同时兼顾楼体保
护？这其中也深有门道。

虽然是土楼中的“新生代”，但守护还得靠老
办法。因为土楼特殊的结构，不能靠现代机器进
行清洗，龙昌楼便有了“清洁三姨”——丽珠姨、
美娘姨、素琴姨，她们定期要对楼体进行纯手工
擦洗，保持龙昌楼颜值“在线”。

夏日酷暑难耐，土楼本身承重力有限，不可
能在每个房间都安置空调，怎么办？

据龙昌楼内容运营主管张凌鸿介绍，为了给
游客降温，他们在土楼屋檐布置喷淋水管网络，
通过三通管粘合固定连接，让水沿着管道环绕一
周，最后从间隔一米来远的出水管喷淋出来，形
成一圈水幕，起到楼体降温的效果。此外，龙昌
楼在每一个房间配备集成卫浴一体式淋浴房，轻
便的材质不仅不会造成楼体压力，也保留了土楼
原建筑的“原汁原味”。

近年来，书洋镇不断深化非“世遗”土楼活化
利用。通过引进文创项目，扶持文创产业发展，
促进土楼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在书洋镇田中
赋土楼群，几座原本破旧的土楼，加入现代建筑
风格，被修复改造成了展示土楼文化的平台。此
外，还启动了传统村落村志编纂规划、成立传统
村落文化研究会，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认定的具体标准办法等措施以保护土楼文化。

（陈慧慧 李小琴 余祥龙 张静）

民 宿民 宿民 宿 ，，，让 南 靖 土 楼 更 具 活 力让 南 靖 土 楼 更 具 活 力让 南 靖 土 楼 更 具 活 力

日前，福建能化集团福建海泉化学有
限公司揭牌暨系列项目开工仪式在漳州古
雷石化基地举行。

据介绍，此次开工的系列项目计划总
投资108亿元，占地990亩，拟分两期建设，
由海泉化学公司承接福建能化集团泉港氯
碱片区企业搬迁发展，在古雷石化基地建
设5个子项目。其中，一期项目总投资72
亿元，拟建设20万吨/年醋酸乙烯装置、20/
45 万吨/年联产法 PO/SM 装置、20 万吨/年
PPG装置、3.6万吨/年BDO装置、6万吨/年
PBT装置各一套；二期项目总投资为36亿
元，拟建设9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一套。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工业产值128亿元，两
期项目预计年税收10亿元。

福建能化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福建
海泉化学有限公司成立和系列项目开工是
集团落实省里部署的重要举措，将为我省
石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引擎，也
将为漳州古雷石化基地的“强链、补链、延
链”带来新动力，同时也将为福建能化集团
打造“一流能源、千亿石化”、尽快实现做强
做大的目标提供强大支撑。 （林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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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记者走进位于漳州博
物馆的木版年画工作室，浓浓的年味
扑面而来，工作室内随处可见“福”字
和“虎”元素的作品，为2022年春节更
添一份喜气。

国家级非遗项目漳州木版年画
省级传承人颜朝俊展示了新创作的
作品——“桃福”。与漳州木版年画
以往以人物造型为主的作品不同，这
幅作品以桃子的外形，勾勒出福字的
形状，中间写着“桃红又是一年春”的
诗句。在传统文化中，“桃”的外形，
意为吉祥之物能辟邪气；而“福”字符
号，则代表吉祥好运充满喜气，通过

“桃”和“福”两者相互结合象征着对
吉祥好运的美好追求，体现了“福文
化”寄托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祝愿美
好未来的寓意。

谈起创作思路，颜朝俊表示，“桃福”
的设计灵感主要来自于中国的民俗文化，

传统印象中的“桃符”，往往都是长条形
状，用以辟邪或祈福。但据考证，最早的
桃符应是桃的形状，用福字来写，所以这

幅“桃福”从外形上是很贴切。而画
里的诗“桃红又见一年春”取自于宋
代谢枋得的诗，寓意着桃花盛开的时
候，春天快要来临。再结合王安石

“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传递着春
节辞旧迎新的含义。

“这幅‘桃福’草图原稿是偶然得
到，经过了6次设计稿，耗费两个多月
才完成。希望这幅不同于传统题材的
作品可以丰富漳州木版年画的类型，
推进木版年画的发展。”颜朝俊说道。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漳州木版
年画历史悠久，影响力远至台湾和东
南亚地区，是海峡两岸文化一脉相承
的一个明证。漳州木版年画表现题
材广泛丰富，富有民间色彩、有祈求
吉祥如意、驱邪消灾的门神、狮头、八

卦、福、禄、寿，也有喻世劝善的戏文故事
以及民间喜闻乐见的端午龙舟、老鼠嫁女
等。 （沈文栋 李姗姗 马伊骅）

漳州木版年画“桃福”迎春

志愿者入户为社区孤寡老人、老党员、退伍军
人、归侨侨眷等老人送去虎年春联、虎生肖年画，
并帮忙张贴春联。

溪水缠绕、樱花掩映的石桥村南院客栈。

颜朝俊展示漳州木版年画“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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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在2004年独自来到
一个叫厄瓜多尔的国家，林其不知道
这个国家在地球的哪里，不知道这个
国家是什么模样。

时间转眼过去15年，他对这个国
家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有了深厚的感
情。他喜欢厄瓜多尔的天空，喜欢厄
瓜多尔的海洋，喜欢厄瓜多尔的风土
人情……

一

1978年，林其出生在福清市江阴
镇浔头村，父母都是农民，看到村里很
多人都到外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林
其的父母也带着林其和妹妹到了河南
讨生活。

他们在河南林州市投资了加油
站。那时中国的交通大多是以普通公
路为主，因此加油站的生意很好，他们
投资的加油站数量逐步增加达到了4
家。当时高中刚毕业的林其时常能看
到他们家的加油站前排着很长的车
队，父母经常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

2003年，他们家的加油站被收购
了，全家人又回到了福清老家生活。

这时一个念头在林其脑海里萌发了，
他想去更远的地方走走，到国外去看
看，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国
家——厄瓜多尔。

2004年，林其来到厄瓜多尔，刚到
首都基多时，就遇上了厄瓜多尔因经
济危机而引发的全国大罢工，大街上
到处是抗议游行的人群。从来没有见
过这种“大场面”的林其格外害怕，他
紧张地躲在旅社里不敢出门。

虽然紧张又害怕，但林其没有选
择逃避和离开，反而觉得越是危险的
地方，越有挑战性；越是不被人看好的
地方，也许越有商业机会。

厄瓜多尔是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
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社会一直比较动
荡，以至于国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
至到了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美元作为
流通货币的程度。

林其初入厄瓜多尔时，那里的中
国人不多。躲过了大罢工之后，他就
去考察了当地的商品市场，他发现这
里大多数的货物都来自美国和墨西
哥，中国商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仅是凭
着这条信息，林其就觉得“可以在这里
投资”。于是他马上到当地政府部门
注册了公司，并开了一家商店，卖起了
中国制造的包和饰品。

二

一年多后，林其离开了首都基多，
来到了海港城市瓜亚基尔。瓜亚基尔
市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太平洋沿
岸的主要港口，位于国境西南部瓜亚
基尔湾内瓜亚斯河右岸，被称为“太平

洋的滨海明珠”。
很 快 林 其 在 商 业 街 奥 美 多

（OLMEDO）开了两家店，面积分别是
24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店铺前半部
分做零售，后半部分搞批发。从那以
后，林其每年都要从广州和宁波进口
中国商品，最多时一年有30-40个货
柜 ，每 个 货 柜 的 货 物 价 值 基 本 在
150-200万人民币左右，一年算下来，
进口额近4500万人民币，在当地算得
上是大进口商了。

15年过去了，如今在厄瓜多尔市
场上的商品70-80%都是中国制造，而
且这个势头还在进一步的扩大。林其
说，且不论厄瓜多尔别的城市，仅是他
所在的瓜亚基尔奥美多大街，现在就
被当地人称作了“唐人街”，因为在这
条仅长1.2公里，宽20米，通向大海的
街道上，就有中国商铺300多家。

三

所谓的“唐人街”，表面上看是有
中国商铺、中国商品，以及来自中国的
面孔，其背后集结的是中国特有的理
念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放的脚
步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
入了这个南美洲国家。

2012年，林其等一批早期来到厄
瓜多尔的福建人成立了厄瓜多尔福建
同乡会，林其担任副会长。据统计，厄
瓜多尔人口有1700多万人，中国人约
有12万。林其表示，大家发起成立这
个同乡会的首要目的，是要将远道而
来的福建人团结起来，组建成一个共

同的“家”。因为无论是从福建什么地
方到异国打拼的商人，都有着共同的
家国情怀。在林其这些福建商人眼
中，“同乡会是聚合起他们这些‘正能
量’的地方”。

到了2016年，为了进一步扩展社
团的功能性，原有的“厄瓜多尔福建同
乡会”改名为“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总商会”），林其担任了第二
届总商会的会长。

总商会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当地
华人社会的肯定，因为其所开展的各
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当地华侨华
人的问题和矛盾。林其很自豪地说：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商会真正做
到了‘零纠纷’，这也让总商会得到了
中国驻瓜亚基尔总领事馆的表扬和肯
定。”

作为一个由福建籍乡亲组成的商
会，大家都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所
以在开展商业活动时，总是会优先考
虑与家乡福建进行“关联”。2019年，
以福建省贸促会会长陈震为团长的福
建省贸处会代表团访问厄瓜多尔时，
就与总商会签订了合作意向。

2019年，总商会举办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国驻
瓜亚基尔总领事张滔应邀出席。庆祝
活动的地点设在了瓜亚基尔最大的中
国餐馆里，近5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
动。

如今在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
两面旗帜，一面是厄瓜多尔国旗，另一
面则是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就是这两面旗，时刻提醒着和林其一

样侨居在外的海外乡亲，自己身居何
处，心爱何物。

四

如今，林其和妹妹两家人都在厄
瓜多尔生活，老家福清只留下了母亲
孤身一人。兄妹俩曾劝母亲到厄瓜多
尔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舍不得自
己熟悉的环境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于是林其与妹妹就轮流回家乡陪伴母
亲，并兼顾组织货源。

2019年比较特别，林其在老家呆
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原因是林其为
老家浔头村捐资新建了一条村道，200
米长、4米宽，林其不仅是捐款者，同时
也是施工监理者，每天都在为此奔波。

林其说他之所以在意这条村道，
是因为这里是自己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他对这里充满感情，想为这个村庄
献上一份自己的礼物。

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有1万多
公里远。往返两地，要转机两次，从上
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要乘坐11个小
时的飞机，从阿姆斯特丹再飞到厄瓜
多尔的首都基多又要12个小时，所以
每次林其从福清老家到厄瓜多尔，就
感觉是前往了天涯海角。

如今路途还是那么遥远，但生活
在厄瓜多尔的华侨华人却觉得祖（籍）
国和家乡与自己的距离很近。林其
说，几乎所有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华侨
华人家里都有中国产的机顶盒，可以
收看所有上卫星的中国各地电视台节
目。林其还说，他母亲现在微信视频
聊天用得很熟练，与他们视频通话时，
就感觉远在天边的亲人，近在眼前。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生
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如此，这些
剪不断、离不开的亲情、友情、乡情维
系他们与家乡、与亲人的情感，传承着
文化、延续着情谊。（林小宇 兰楚文）

天涯海角别样情
——访厄瓜多尔福建总商会会长林其

本报讯 莆田市日前出台10条措施，从
信贷支持、费用减免、复工补助等方面加大
对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助其渡过难关。据
莆田市政府负责人介绍，这10项措施旨在
积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共渡
难关。

在信贷支持方面，各银行机构对有发展
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暂时受困的中小
微企业，予以展期或采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提供信贷支持，不得抽贷、压贷、断贷，确保
2020年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
年同期余额。

各银行机构对资金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影响。
对生产“三必须一重要”重点生产领域资金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息予以贴息
50%。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医
用物品和重点生活物资企业名单，争取优惠
利率专项再贷款。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生产方面，莆田
市政府规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中小
微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

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中小微工业企业，房租给予免收，其他行
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
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
业主个税抵扣。

“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中起
了重要作用。”莆田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对转
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购置的设
备予以加大补助力度，对生产的物资予以兜
底采购，对采购原辅材料予以协调周转资金
支持。对困难企业复工生产的，予以电费优
惠和招工补贴。

（郑良）

莆田出台10项措施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崛起的连江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
在 连 江 定 海 湾

畔，一座山海运动小

镇运动小镇正在建设

中，其中项目一期已

投资约22亿元，建设

面积45万平方米，正

在打造以山地运动和

海上体验为核心，汇

聚众多精品健康运动

项目的海上福州健身

休闲产业示范基地和

宜业宜游宜居美丽特

色小镇。

据悉，位于连江

县黄岐半岛的筱埕镇

蛤沙村，面朝大海、背

枕青山的定海湾山海

运动小镇，曾是福建

省重点项目，福州首

批市级特色小镇，以

及连江县落实“对接

国家战略建设海上福

州”的重点项目。

（林潞 图/文）

据中新社消息 中国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受到海
外统促会组织密切关注。西班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出《抗击

“新冠病毒”避免歧视倡议书》指
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应共
同抗击，避免歧视。

倡议书指出，1月30日，世界
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陆续从中国撤侨，多家航空
公司取消飞中国航班。与此同
时，到中国探亲的侨胞陆续回到
各侨居国，在意大利等个别国家
发现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侨
胞，并出现歧视华人、辱骂华人的
严重情况。

倡议书呼吁，广大华侨华人
严格自我要求、从我做起，按相关
防疫要求去做，特别是从中国返
回侨居国的侨胞，要自觉隔离14
天。要主动与主流社会、主流媒
体交流，阐明观点和愿望，介绍疫
情概况，正确看待中国政府采取
措施抗击疫情的成效与决心，指
出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倡议书还表示，海外华侨华
人感谢侨居国提供良好生存发展
环境，愿为侨居国作出应有奉
献。“结合各国实际情况，赞扬融
合，抨击歧视，合情合理合法阐明
我们的观点。”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周一平与 Vila do Conde 市
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介绍中国政

府防控疫情的部分措施，并重点说明了疫情出现以来，在
葡华人社区不仅积极募捐物资支援祖(籍)国人民抗击疫
情，同时在里斯本等地设立隔离点，帮助从中国返回葡萄
牙的侨民进行自我隔离，争取将风险降到最低。

周一平希望大家正确认识疫情，不要恐慌，也希望能
够获得葡萄牙政府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予以保
障。

疫情发生以来，海外统促会组织持续密切关注中国防
控疫情情况。比利时、孟加拉国、墨西哥、摩洛哥、埃及、美
国、关岛、奥地利、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等地统促会组织
发起捐款捐物，购买口罩、护目镜等医用物资，支援中国防
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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