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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川合院”项目位于永泰县葛岭镇葛丹公路东侧，该项目
已于2022年9月5日通过我局总平面审查，并于2022年9月30日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满足消防设计规范要求，同时
兼顾住宅外立面结构布局，提升整体建筑立面美观性，福州大风
置业有限公司根据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向我局申请外立面
变更。

此次调整仅为外立面调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主
要指标不变（主要经济指标如下：用地面积32878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49042.05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6157.60平方米，建筑占地
面积7575.57平方米，建筑密度23.04%，容积率1.1，绿地率30%,
机动车位409个，非机动车位1155个）。具体变更如下：

一、在保障建筑单体平面局部不变的情况下，将A1#-A4#、
B1#-B4#、C1#-C4#、D1#-D4#楼建筑走廊端头山墙玻璃栏板
处进行砌体封闭；

二、B3#、B4#、D3#、D4#楼三层阳台外增设防坠落雨篷。
具体内容详见变更图纸。
依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规

定》，现进行审批前公示，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详情可查阅
永泰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站（http://ytx.fuzhou.gov.cn/）。

公示时间为2023年6月13日至2023年6月21日。
在公示期限内，本项目利害关系人如对该项目调整有异议，

可书面向我局反映（联系电话：0591-24832267）。本项目利害关
系人如要求听证，应在公示期限内书面向我局提出申请（联系电
话：0591-24832267）。办公地点：永泰县樟城镇县府路155号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规划中心办公室，邮编：350700。（书面意见
应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电话、地址）

永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6月13日

关于芦川合院外立面变更拟调整公示

根据有关规定，现将海峡都市报社
申领2019版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如下：

李梦嫄（共计1人）
监督举报电话：
0591-87558447（福建省新闻出版局）
0591-87095030（海峡都市报社）

公 示

海峡都市报社
2023年6月13日

N据新华社电

6月 12日下午，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洪都
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举行会
谈。

习近平指出，卡斯特罗
总统是首位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的洪都拉斯总统，你
的访问开启了中洪关系新
的历史篇章。今年3月中国
同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
以来，两国关系快速起步，
开局良好，呈现出蓬勃活力
和广阔前景。中洪建交功
在当今，利在长远。中方将

坚定不移发展中洪友好关
系，坚定支持洪都拉斯经济
社会发展，愿同洪都拉斯做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
发展的好朋友、好伙伴。我
愿同你一道，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引领和推动双边
关系深入发展，把两国合作
的美好愿景变为实实在在
的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
多福祉。相信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中洪关系一定会行
稳致远，驶向光明未来。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把
牢正确方向，深化政治互
信。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洪
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首

要前提和政治基础，相信洪
方将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中方坚定支持洪方为维护
国家主权独立、促进发展、
改善民生所作努力，支持洪
方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反对任何外部
势力干涉洪都拉斯内政，愿
同洪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分享消除贫困、社会
治理、惩治腐败等经验，鼓
励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
方全方位开展交流合作。
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搭建
两国合作机制的四梁八柱，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
促进共同发展。中方将积

极推动洪方特色产品早日
进入中国市场，愿同洪方尽
早开启商谈自由贸易协定
进程。双方要促进人文交
流，夯实中洪友好民意基
础。中方愿同洪方加强多
边协作，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强
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
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
括洪都拉斯在内的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一道，推动中
国－拉共体论坛建设和中
拉整体合作。

卡斯特罗表示，同中国
建交是洪都拉斯政府作出的

历史性抉择，必将载入史
册。洪方坚定支持并遵守一
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
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
努力。在习近平主席坚强有
力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伟大
发展成就，洪方深感钦佩。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有助于建设一个符合
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更加和
平、安全的世界，洪方高度评
价并将积极参与。洪方坚
信，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
系，将有助于洪方获得更多、
更好的发展机遇。两国建交

两个多月来合作的快速进
展，使洪方对未来充满信
心。洪方期待同中方加强贸
易、投资、基础设施、电信、能
源、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
文交流。洪方愿积极推动拉
共体同中国关系发展。相信
洪中友谊必将经历时间的考
验，不断收获新的成就。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
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质检、经贸、农业、科技、文
教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
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联
合声明》。

N据福建日报

10日，平潭举办海坛
海峡海域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宣传活动。当天，水下
考古专用船“中国考古01”
首航福建，将在平潭参与
2023年度福建海坛海峡海
域水下考古区域调查，为
水下考古工作提供助力。

据介绍，“中国考古
01”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
发、设计和建造的水下考
古专用船，船上配有考古
仪器设备间、出水文物保
护实验室、潜水工作室、减
压舱等。自 2014 年下水
后，该船已先后赴辽宁、海
南、广东等地执行了19个

水下考古重大项目。
“中国考古 01”船长

卢文龙表示，接下来，“中
国考古01”将在平潭执行
第20个项目，为2023年度
福建海坛海峡海域水下
考古区域调查提供一系
列专业保障，包括技术支
持、文物保护等方面。

据了解，今年 4 月，
2023 年度福建海坛海峡
海域水下考古区域调查
在平潭正式启动，在梳理
既往考古工作成果的基
础上，通过水陆结合的考
古方式，对海坛海峡海域
水下文化遗产展开全覆
盖式调查。

“我们将全面、系统

地记录区域内水陆遗迹、
遗物，初步构建海坛海峡
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数字
化系统，重建调查区域内
水陆文化遗产的时空关

系，为今后的保护、研究、
管理等一系列工作提供
依据。”福建省考古研究
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
羊泽林说。

N据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
海警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

殖发展的意见，提出全产业
链全环节加快推进深远海
养殖发展的重点任务。

据了解，意见坚持市场

主导、科学布局、科技引领、
绿色生态、安全发展原则，围
绕深远海养殖发展的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提出加快推
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重点任
务，是我国首个关于深远海
养殖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意见提出，要优化养殖
空间布局，发展深远海养殖
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养殖
水域滩涂规划要求，桁架类

网箱及养殖平台、养殖工船
原则上布设在低潮位水深不
小于 20米或离岸 10公里以
上的海域，重力式网箱布设
海域水深不小于 15米。要
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大力推
行健康养殖，做精做好水产
种业，积极发展水产品加工
流通，培育区域性优质特色
品牌，鼓励创建深远海养殖
类型的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

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意见指出，要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深
远海养殖项目要依
法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严格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措施要
求。要推进产业科
技创新，加大对先进
养殖技术和设施装

备研发支持，完善技术体系
和规范标准，提高深远海养
殖的安全性和经济性。要
落实检验登记要求，养殖工
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船舶登记办法》，按照养
殖渔船进行登记，重力式深
水网箱、桁架类网箱及养殖
平台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
的主管部门制定规则进行
登记。

意见提出，要强化安全
生产措施，深远海养殖生产经
营者要落实主体责任，遵守相
关规定，做好风险防范。要健
全监管协作机制，建立由同级
农业农村（渔业）部门牵头，各
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深远海
养殖监督管理工作协作机制，
明确职能分工，形成齐抓共管
的监管格局。

习近平同洪都拉斯总统举行会谈
强调中洪建交功在当今，利在长远，中方将坚定不移发展中洪友好关系

水下考古专用船

“中国考古01”首航福建

我国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
8部门联合发文，强调要优化养殖空间布局，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大力推行健康养殖

海都讯（记者 刘文辉
通讯员 彭辉 谢赟星） 6
月 12 日，“侨胞法务之窗”
在海丝中央法务区福州片
区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
立。仪式上，省、市、区相关
部门代表为人才智库涉侨
法务服务专员代表颁发聘
书。据悉，侨胞法务之窗人
才智库首批由 9 家优质律
师事务所发起，20位涉及不
同领域专业的涉侨法务服
务专员组成。此举对于维
护侨益、增进侨界民生福祉
具有重要意义。

“侨胞法务之窗”的成
立，为更多回国投资建设的
侨胞提振了信心。侨企代
表、尼日利亚福建同乡总会
会长郑旭升告诉记者，之前

苦于没有法律相关的资源，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对接律
师，许多企业家就容易遭遇
损失和吃亏。而今后侨胞
侨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得
到第一时间的支持和帮助，
这也为整个侨务系统的发
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记者了解到，海丝中央
法务区福州片区是全国首个
实体法务服务中心，全国首
创国际法务人才实训和服务
基地以及全国集聚最高的法
务服务云平台。线上线下入
驻法院、检察院、律所、公证、
仲裁、司法鉴定、知识产权、
税务等 545家机构和单位，
提供 180余项服务，业务范
围涉及全国33个省份，辐射
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

福建省涉侨法务服务平台

“侨胞法务之窗”揭牌成立

“中国考古01”停靠在平潭澳前客运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