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 12日，由福清市文学
艺术联合会主办，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文化传媒与法律学院协办的“玉融文
艺讲坛”第三期活动在福清市文艺家
之家举行。国家一级演员、闽剧传承
人、福州闽剧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林
颖以《赏大美闽剧 树文化自信》为主
题，与大家分享了闽剧之美，品赏闽剧
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涵。

分享会上，林颖首先给大家讲解
了福州话的起源和福州话与闽剧之间
的联系，并以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为例，邀请观众用福清
话、福州话朗读，仔细品味福州的“白
读音”与“文读音”的细微不同。随后，
林颖从闽剧的历史讲起，围绕“美文：
闽言之美”“美景：写意之美”“美乐：声
腔之美”，且讲且唱且演，带领大家体
验互动，在轻松的氛围中领略闽剧唱
腔的美妙和意趣。

为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式体验，
林颖还带来了闽剧的服饰、道具，邀请
现场观众穿戴体验，并学习戏曲中开
门、摘花、闻蝶、水袖、男女互相见礼等
形体动作（如右图）。

市民何琴琴带着女儿一起上台参
与了戏曲服饰穿戴和戏曲形体动作体
验，着实感受了一把非遗闽剧文化的
魅力。“闽剧唱腔优美、婉转流畅，用福
州话可以把闽剧演绎得淋漓尽致。”何
琴琴说。

何诺诗是一名学生，上台体验旦
角后，浓烈的戏曲氛围让她仿佛穿越
古今，零距离感受闽剧的唱、念、做、打

四种艺术手段，并深深地被闽剧文化
魅力所折服。“参加了闽剧分享会，感
受到了闽剧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让我们年轻人更坚定了文化自
信。”福建技术师范学院文化传媒与法
律学院学生肖方钦告诉记者。

福清是“闽剧艺术之乡”，有不少
民间职业剧团常年活跃在各镇街演出
舞台。闽剧《灞陵伤别》曾进京演出，
其他剧目也曾数次代表福清参加全
国、省、福州市戏剧汇演，多次获得戏

剧汇演剧目奖。
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市文

联主席高迎霞表示，闽剧是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次
的主题分享会展示了闽剧的风采，让

福清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近距离接触
戏曲文化，感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这对传承闽剧这一非遗
文化，让文化自信深植青少年心灵，具
有重要意义。

一闸牵三线 闽江润万家
■据《福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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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大美闽剧 树文化自信
“玉融文艺讲坛”第三期活动举行

■记者滕端钦

悠悠闽江水，清流润万家。闽江
是福建的母亲河，在闽江调水工程的
加持下，闽江像母亲一般用自己的一
江清流滋养了平潭、福清等地的几百
万百姓，为这些缺水地区“解了渴”。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缺水，福清
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掣肘。为了彻底解
决水资源匮乏问题，福州市委、市政府
提出调闽江水到福清的宏伟设想。经
过多番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闽江调
水工程被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

1993年 10月 8日，时任福州市委
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闽江调水工程誓
师大会。工程建设期间，习近平多次
到施工现场视察，及时解决问题，推动
工程顺利开展。在他的大力支持下，
闽江调水工程顺利竣工，满足了福清
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供水需
求，让福清市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
得到很大提升，进而拉动了闽江口金
三角经济圈的进一步发展。

三十年来，从闽江调水“止渴”的
智慧薪火相传。

平潭岛是福建省第一大岛，境内
没有大的河流，淡水资源匮乏，随着平
潭的跨越式发展，水资源短缺问题愈

加突出。同时，闽江下游乌龙江南港
属河口感潮区，由于河床逐年下切，导
致咸潮入侵加剧，影响南港包括长乐
取水口、福清闽调取水口及仓山城门
取水口的水质，使得供水不安全、不稳
定，影响数百万人生活、生产。

为彻底解决闽江口城市群和平潭
综合实验区供水短缺问题，福建省平
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一闸三
线）应运而生。何为“一闸三线”？据
福州市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一
闸”是在大樟溪建设莒口拦河闸蓄水，
以大樟溪为主要引水水源；“三线”是
闽江竹岐至大樟溪引水线路；大樟溪
至福清、平潭供水线路；大樟溪至福州
主城区、长乐、闽侯供水线路。

“水压足，水量稳，再也不用担心
缺水了！”拧开家里的水龙头，看见自
来水哗哗流出，福清龙高半岛上的居
民喜上眉梢。今年春节，福清龙高半
岛的居民们收到了一份暖心的新春礼
物——通过一闸三线工程喝上了来自
大樟溪的优质水。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单体水
利投资最大、长度最长的水利民生工
程，“一闸三线”全面供水后将为平潭综
合实验区、仓山区、长乐区、福清市、闽
侯县的百姓送去“甘露”，年供水量约

8.7亿立方米，近580万人会通过“一闸
三线”喝上来自闽江及支流的优质水。

2018 年 5 月动建以来，历经 1400
多个日日夜夜，一闸三线工程建设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2021年 10月，永
泰大樟溪莒口拦河闸下闸蓄水；2021
年底，莒口—东张水库输水线路建成
通水，从莒口库区输入东张水库的年
供水量可达 1.8亿立方米，为福清 140
万人口带来优质原水。2022 年 5 月
初，永泰莒口—长乐、闽侯输水线完成
建设，实现通水。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
是“一闸三线”工程建设始终秉持的理
念。据福州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线路设计之初，为了保护生态曾多
次改进方案。闽侯竹岐至大樟溪补水
线路中，隧洞原本要穿过五虎山森林
公园，几经改进后，线路变“穿行”为

“绕行”，只为尽可能不影响公园里的
原生态美景，将尊重自然、爱护自然进
行到底。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拦河闸给生态
环境带来的影响，莒口拦河闸特意建
造了仿自然过鱼通道。“高仿自然”的
通道不仅顺应水生鱼类种群生活习
性，为鱼群洄游产卵搭建新通道，还解
决了闸坝阻隔和河流水文情势变化等
加剧鱼类生活环境破碎化的问题，对
水生态保护有重要意义。

“今年是‘一闸三线’工程建设的
收官之年，这项利在千秋的水利工程
已进入冲刺决胜阶段。”福州市水利局
相关负责人说，工程计划于今年底完
成永泰莒口-平潭输水线路和闽江竹
岐-大樟溪引水线路建设。

一江清水，青葱万家。闽江调水
——这一融入了决策者过人胆略、水
利工程师的智慧和千千万万建设者大
无畏精神的伟大工程，将随着闽江奔
腾永久解决平潭、福清、长乐和福州南
港片区的缺水问题，为“大福州”及平
潭综合实验区城市群发展和经济腾飞
插上翅膀。

本报讯 港澳台居民在福州市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需要达到什么条
件？如何办理？昨日，记者就此采
访了福清市医保局。

据了解，港澳台居民办理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对象，应是在福州
市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的个体经济
组织等用人单位依法聘用、招用的
港澳台居民；在本市依法从事个体
工商经营的港澳台居民；在本市灵
活就业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
港澳台居民。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应是在本市居住且办理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
民；在本市就读的港澳台学生。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理方式有
两种，一是由用人单位办理。其中
窗口办理：由用人单位前往医保经
办机构申请办理。线上办理：用人
单位可以通过“E点通”网上申报平
台申请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登记”。二是以个人身份办理。
其中窗口办理：从事个体工商经营
的港澳台居民前往注册登记地医保
机构办理，灵活就业且办理居住证
的港澳台居民前往居住地医保机构
办理，医保业务“全市通办”可就近
申请。线上办理：通过闽政通APP、

“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或“福州市
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申请办理

“灵活就业参保登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理，

首次参保的，已经办理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的港澳台人员可到所属社区
（行政村）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在校
学生可到所就读学校申请办理参保
登记。在缴费方式上，可通过闽政

通APP、“e福州”APP、闽税通APP、
云闪付 APP，关注“福建税务”微信
公众号，或者通过缴费二维码扫码
支付完成缴费。

据介绍，港澳台居民办理相关
医保所需材料有所不同。其中，办
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需提供《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及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等证
明材料。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需提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
保登记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港澳
台居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
缴费年限满25年且在福州市实际缴
费年限满 10年的，退休后不再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规定享受退
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规
定缴费年限的，允许其按规定一次
性补足缴费年限后，享受退休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港澳台居民按照与
福州市城乡居民同等标准缴费，并
享受同等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港澳台居民，在
境外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参加医疗保险的港澳台居民在
内地（大陆）跨统筹地区流动办理医
疗保险关系转移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已经享受退休人员医疗
保险待遇的，不再办理基本医疗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据悉，为方便参保台胞咨询医
保政策及办理医保业务，福州市医
保基金中心在鼓楼管理部开通绿色
通道，设立专窗，在榕台胞可优先享
受医保政策咨询及业务办理服务。

港澳台居民如何在福州
申请办理基本医疗保险

■记者滕端钦

福清启动防暴雨Ⅲ级应急响应
■记者陈盼兰

本报讯 根据最新天气形势，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 6 月 13
日 12 时起提升防暴雨应急响应为
Ⅲ级。

气象部门表示，受低层切变和
西南急流共同影响，6月 13日到 14
日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过程雨量
100~150毫米，局部超过180毫米；最
大小时雨强 40~60毫米。市气象台
已于 6 月 13 日 9 时 55 分升级发布

“暴雨预警Ⅲ级”。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出，先期
我市已持续降雨近1个月，各项次生
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高，隐患较大，
根据福州市有关工作部署及《福清
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
定于6月13日12时起提升防暴雨应
急响应为Ⅲ级。各镇街应注意防范
强降水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中小流
域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
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关注强对流
和强降水天气对农业生产等的不利
影响，关注雨雾天气对交通、航运等
行业的影响。

本报讯 6月 11日，福建省玉融
经济发展促进会举行第六届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协
会领导班子。市委常委、副市长王
新刚出席会议。

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五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第
六届理事会理事、第二届监事会监
事。经理事会审议，表决产生了新
一届协会领导班子，李学美当选协
会新一届会长。

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新刚代表

福清市委、市政府，向新一届协会领
导班子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福
建省玉融经济发展促进会创会20多
年来，始终遵循创会宗旨，热心公
益，全力支持扶贫、教育、医疗等各
项事业；积极投身经济建设，牵线搭
桥、促进就业，为经济发展贡献力
量、添砖加瓦；积极对外宣传推介福
清，极大提升了福清的知名度、美誉
度。希望福建省玉融经济发展促进
会今后继续积极宣传福清、推介福
清，为福清发展传递信息、引入项
目、招揽人才，多为福清发展建设传
经送宝、出谋划策。

■记者黄海玲

省玉融经济发展促进会举行
第六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