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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兴业银行香港分行分别向香港本地房地产企业恒基兆业地产和会德丰地产发放
绿色贷款，用于支持其绿色建筑项目。据悉，两笔绿色贷款支持的绿色建筑项目均已经取得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绿建环评新建建筑的暂定认证，项目通风量达到国际标准，节水量每年至
少达到10%。此次兴业银行香港分行支持的两大房企，近年来均在绿色建筑领域取得优秀成
绩。其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已累计获得80多个绿色建筑相关认证。会德丰地产近年积极
推动绿色建筑建设，所发展中的项目已取得或正在申请绿建环评新建建筑暂定认证。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建筑发展

兴业银行普惠型个人经营贷增加近五成
加快零售信贷业务数字化转型，兴业银行围绕运营优化、风险防控、精准营销三大领

域构建数字化中台体系，开展基于场景的大数据应用，提高个人经营贷款服务质效，在全
面提升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信贷可得性、覆盖率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目前该行已全
面实现线上贷款业务实时预审批服务模式，传统线下作业流程正向着数字化、线上化逐
步升级转型，据悉，今年内该行将全面实现零售信贷业务全品种自动化审查审批。截至5
月末，该行零售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逾1500亿元，普惠型个人经营贷款客户达10.45万
户，个人经营贷款当年发放逾500亿元，同比增加49%。

N海都记者 陈晋
包华 文/图

于时光流转中，沉淀千
年古韵，于青石坊巷间，穿
越非遗时光。7月 15日上
午，福州仓山区举办非遗

“闽剧文化”进烟台山活
动。现场，麦顶小学闽剧社
团走进拥有 400 年历史的
罗宅古厝，为居民献上了一
场丰富的戏剧文化盛宴，迎
接第44届世遗大会。

当天上午 10 时，罗宅

内的戏台下早已坐得满满
当当，既有老戏友，也有新
观众。伴随着扣人心弦的
音乐，陈绍虔同学款步登
场。“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
地万里江山；三五步行遍天
下，六七人百万雄兵。”他为
大家带来了精彩闽剧作品
《林则徐充军》，作品讲述了
林则徐因禁烟充军伊犁，途
经黄河目睹哀鸿遍野的惨
状和贪官污吏的恶劣行径，
决定留下督修黄河的故事。

陈绍虔今年就读小学

四年级，学闽剧有一年时
间。他认为，林则徐忧国忧
民，有一种大爱精神，“我会
从动作、神情和唱腔来体现
这个角色。”大喜、大悲、大
笑、大怒，舞台上的陈绍虔
可谓把林则徐演得淋漓尽
致，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
有灵魂的林则徐赫然重现。

《贻顺哥烛蒂》是闽剧
的代表性剧目，卢小苒同
学（饰演道士嫂）和张译天
同学（饰演贻顺哥）的精彩
演绎，逗得观众时而莞尔，

时而捧腹。
互动环节，福州艺术

学校的林特老师和张林娜
老师面向所有观众，现场
进行成人戏曲教学。站在
戏台现场教学的老师用

“虾油味”福州话来和大家
讲课，一下拉近了大家的
距离。老师们介绍了行当
特点、行腔咬字、表演身段
等方面的技巧，极具艺术
感染力，现场观众也热情
参与，只为学到戏曲的一
招二式。

如今，沿乌山山路上行，
你能发现不少此前从未谋面
的摩崖石刻。

“奥旷之区，是谓神谷。
不廓而容，不凿而朴，敷草木
以华。”昨日上午，海都记者
探访乌山历史风貌区西路口
时看到，在道路侧的石壁上，
清代藏书家龚易图的题刻已
经被描红。这处题刻是龚易
图为纪念修建双骖园所撰铭
文，落款时间为“丁丑之冬”
（1877 年）。全文内容清晰
可见，诗文也反映了这位福
州“造园”达人的气度。

据市城乡建总现场施工
负责人介绍，此处摩崖石刻
之前被车道遮挡，在该区域
进行清理后，石刻才得以重
现。同样得到保护的，还有
景区内的古荔枝树。在周边
的建筑拆除后，作为双骖园
的遗存，几株挂满红色果实

的古荔枝树成为园区特色风
景。

在通往邻霄台西侧的通
道上，有一处高约 1.5米、宽
约4.7米的榜书——“寿山福
海”，为清代镇闽将军章庆霖
所题。园林专家告诉记者，
早在 2010年前后，他们就发
现了这处石刻，无奈它位于
宿舍楼之间，还被落叶杂草
遮挡。如今，市民终于可以
近距离感受“寿山福海”的风
采。

文史专家黄荣春表示，乌
山邻霄台在过去的一年中发
现了多处石刻，最有价值的是

“嘉靖壬戌年，水陆征倭有功，
升授本卫所世袭千户，历任掌
事五世孙男朱忠，万历丙申年
仲春吉旦重咏于此立”。

据悉，邻霄台上还有一
栋气象台建筑将被拆除，或
许会有更多石刻重见天日。

海都讯（记者 石磊磊
见习记者 陈琦） “福建
有 76 个国家历史名镇名
村，494 个国家传统村落，
8051栋历史建筑……近代
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故
居，位于乌龙江北岸的阳
岐村。”昨日下午，在福州
三坊七巷郎官巷23号的全
国优秀建筑设计师展示馆

内，一场名为《福建世遗·
名城·古建筑专题展》的活
动拉开大幕。本场活动由
福建省住建厅主办，以照
片与模型等形式展示我省
古建筑风采，展期至本月
底。

省住建厅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我们以‘留住历史
根脉·传承中华文明’为主

题，向全省征集具有代表性
的我省世界遗产、国家遗产、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
区、名村名镇、传统村落和
古建筑保护等为题材的摄
影作品。这个展览是我省
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多
样性的一个缩影，我们希望
以此讲述福建故事、阐述福
建精神、展现福建风采。”

昔日“不危亭”重现乌山之巅
为乌山三十六奇景之一，历史上多次损毁，重建为四角石亭，供市民休憩观景

展示闽剧经典 弘扬非遗文化
福州仓山区举办非遗“闽剧文化”进烟台山活动，在古厝中为居民献上戏剧文化盛宴

三坊七巷里的名城古建筑展

浓缩8051栋历史建筑

乌山是福州三山之一，历史上这里有三十六
奇景，其中一奇位于乌山之巅，名为“不危亭”，历
史上多次毁坏，早已不见踪影。

昨日，海都记者从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乌山邻霄台景区将在本月底前完成施工扫
尾工作，十多处不为人知的摩崖石刻将重见天日，不
危亭也将完成重建，供市民在乌山上登高望远。该
单位将力争在今年国庆前，完成乌山保护修复提升
项目工程，让市民感受这座历史风貌区的文化底蕴。

部门：
主要景区
国庆前完工

据市城乡建总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乌山历史风貌区保护
修复提升中，他们会结
合乌山原有历史风貌，
并根据《乌石山志》等
文献记载，恢复乌山三
十六奇景，打造罗浮岭
景区、石天景区、邻霄
台景区、西园景区、半
岭园景区、通德园景
区、双骖园景区七大景
观节点。

根据进度，罗浮岭
景区已经完工，石天景
区、邻霄台景区正在进
行收尾绿化、台阶铺
设、主园路铺装等收尾
工作。通德园景区在
实施硬地铺装和水池、
置石摆放，苍霞仙馆、
致养亭等仿古建筑也
正在推进。西园景区
已 完 成 拆 迁 清 渣 工
作。除双骖园、半岭园
部分区域外，其它主要
景区将力争在今年国
庆前完工。

摩崖石刻“出新” 古荔枝树“抢镜”

夏日时分，在乌山之
巅的气象观测站附近，一
座四角石亭出现在邻霄
台边缘。这座亭子就是
重建的“不危亭”。

据《乌石山志》记载，
“不危亭”为乌山三十六
奇景之一，在邻霄台后。

鼓楼区园林中心主
任李建国介绍说，古时
建 筑 材 料 多 为 瘦 木 薄
瓦，不危亭因位于乌石
山巅，频遭风雨雷电侵
袭。明正德八年（1513

年），不危亭修复后，被
改名为“清虚亭”，而后
再次损毁，到了清代改
称“邻霄亭”。乾隆六年
（1741 年），闽浙总督德
沛先后两次重修“邻霄
亭”，遗憾的是亭子未能
保存至今。

此次重建，“不危亭”
采用了全石结构，高度约
为 6.8 米，四周宽度均为
3.2米。市民登顶后，可在
亭内休息纳凉，也可俯瞰
福州主城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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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不危亭”俯瞰城区美景

邻霄台旁新修了一座亭子和上山步道

在上山入口处附近，崖壁
上保留着龚易图的题字

陈绍虔同学学闽剧才一年，将林则徐这位历史
人物展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