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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海都记者 余盈吟

“以前的菜市场秩序混
乱，现在市场环境干净整
洁，过道宽敞明亮，和以前
完全不一样。”提及宁德市
古田县凤都镇农贸市场提
升项目，菜市场经营户叶先
生赞不绝口。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凤都镇紧紧围绕“学思想、
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
要求，深入践行“四下基层”
工作法，主动深入群众听民
情、察实情，摸清摸准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从“菜篮
子”民生工程突出问题入
手，扎实开展农贸市场提升
项目，用真招实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11月23日，海都记者走
进凤都镇农贸市场，市场宽
敞明亮、干净整洁，功能分区
一目了然，整齐有序的摊位
上摆放着各种蔬菜、水果、生
肉、海鲜等，商贩们热情地招
呼前来选购的消费者。

为进一步改善农贸市
场环境，守护好群众“菜篮

子”，镇党委书记周山带领
分管领导前往凤都镇农贸
市场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实
地走访、调查研究等方式，
全面掌握凤都镇农贸市场
概况，得知该农贸市场初建
时受条件所限，设施功能不
全，如今年久失修，摊位破
烂，电路老化，屋顶漏水，不
能满足农贸市场的正常运
转，致使摊贩乱摆乱放，街
面杂乱。今年 9月，凤都镇

投资 10万元实施农贸市场
提升。该项目对农贸市场现
有的附属设施进行提升改
造，对农贸市场老化的电路
进行更换，乱堆杂物、占道经
营等问题逐一落实整改。

小市场，大民生，农贸
市场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作为千家万户的“菜
篮子”工程，农贸市场整洁
干净，购物便利，群众才会
感到舒心、放心、暖心。

“以前就在马路两边摆
摊，随处可见垃圾，一到节
假日，街上人就特别多，遇
上车辆高峰期，还会造成交
通堵塞，存在安全隐患，现
在好了，市场面貌焕然一
新。”回忆起昔日买菜的情
形，村民感触颇深。

在开展主题教育中深
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提升改造后的农贸市
场环境干净、卫生、整洁、舒

适，有效解决了“买菜难”和
“卖菜难”问题，让群众的
“菜篮子”拎得更舒心，吃得
更放心，切实增强了“舌尖
上的幸福感”。

凤都镇的农贸市场建
设是古田县积极回应民生
热点难题，推动开展主题教
育见实效的一个缩影。该
镇将“四下基层”制度作为
访民情、解民忧、惠民生的
有力抓手。截至目前，共有

摊位66个，已出租34个，商
铺5间，已出租4间，供应着
蔬菜、瓜果、水产海鲜、冷冻
制品、禽蛋、肉类及其制品、
豆制品、青草药摊等种类繁
多的食材。农贸市场的重
新运营有效地改善了凤都
镇“脏、乱、差”的现象，切实
改善了当地居民购物环境，
提高了群众满意度，获得了
市场商户和周围群众的一
致好评。

古田凤都镇：
用好“四下基层”传家宝 铺就幸福“民生路”

▲凤都镇农贸市场，功能分区一目了然

▲提升改造后的农贸市场

N福建日报 央视新闻
中国平潭

国家文物局11月29日
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浙
江杭州良渚古城及水利系
统遗址、江苏常州寺墩遗
址、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南
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 4
项考古最新进展。

其中，南岛语族起源与
扩散研究，通过对浙江井头
山、福建平潭岛壳丘头遗址
群、海南湾仔头和内角等遗
址展开系统考古学研究，不
断完善了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揭
示了史前人群深耕大陆、开
发利用海洋的文化特征、生
计模式、社会结构的演化历
程，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
扩散提供了重要线索。

南岛语族指讲南岛语
系的族群，这个语系是目前
世界上唯一的主要分布在
岛屿上的一个大语系，共包
含 1000~1200种语言，分布
地区东起太平洋东部的复
活节岛，西接印度洋的马达
加斯加，北抵夏威夷和中国
台湾，南至新西兰，总人口
约4亿。

关于南岛语族先民的
源起，专家学者们从语言
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角度，
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起源地
及扩散模式。如今，越来越
多的研究成果将南岛语族
先民的起源指向了中国东
南沿海。通过对福建平潭
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掘，
专家学者们推断，平潭极有
可能是南岛语族海上迁徙
的第一块踏板。

福建平潭岛壳丘头遗
址群位于平潭南垄村东北，
地处山麓坡地，东距大海约
3公里，北距大海不及 1公
里，是福建沿海年代最早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闽台
史前文化之源，2019 年被
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1985年，福建博物院派
出考古队，对壳丘头遗址进
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共
清理出 21个贝壳堆积坑和
一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
贝器、陶器等遗物 200 多
件。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
壳丘头遗址距今约6500年。

厦门大学历史系董建
辉教授告诉记者，从历史语
言学最新研究成果来看，在
当今的闽方言（闽南话、福
州话等）中，存在着相当数
量的南岛语系词汇，虽然历
经 2000 多年的发展，但南
岛语系的因素并没有消失
殆尽（例如福州话和南岛语
中，“脚”均发音“Ka”），很
多南岛语系词汇已经融入
闽方言中，成为其“南岛语
底层”。

海都讯（记者 李嘉琪
通讯员 叶建隆 林翠玲）
连江和马祖隔水相望、血
缘相亲，是台胞重要祖籍
地、台湾文化重要发祥地
和台商投资密集区。近
年来，连江秉持“两岸一
家亲、闽台亲上亲”理念，
用心用情做好两岸人才
融合文章，努力在福州打
造“福马共同家园”中当
先锋、站排头，建设台胞
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先行
城市，争创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

强化政策扶持。以
实施《新形势下加强连台
民间交流实施方案》为契
机，连江发布人才“1+1+
N”政策体系，将台湾优秀
人才优先纳入县高层次
人才，发放“金凤英才
卡”，提供住房保障、子女
教育、医疗保障等14项优
待服务。

深化挂钩联系。连
江组织开展“千名干部进
千企”活动，发动处级党
员领导干部带头联系台
湾高层次人才和重点台

资企业，主动送政策、送
服务、送关怀，助推台胞
女企业家蒋佩琪担任省
妇联副主席、福州市台胞
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建 强 创 业 就 业 平
台。黄岐-马祖文化交流
中心、海鲜城、免税商城
等具有对台特色的标志
性项目正加快建设中，台
湾青年创业基地、台湾人
才驿站等对台交流合作
平台也在大力推进，目前
已吸引 10余名台湾人才
来连就业创业，推动百余
人次台商台青前来洽谈
商贸，促成35家优质台企
落地连江。

打 造 科 研 创 新 平
台。连江推动连台人才
联合开展合作研究、科研
项目申报或基地共建，已
促成1名台湾人才获评国
家级人才，2 个台湾人才
团队进入第八批省引才

“百人计划”现场考察阶
段，推动一批科创企业获
评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并荣获市级专利奖
优秀奖。

拓展连台人文交流。
以连马“小三通”客运航
线复航为契机，连江举办
首届连马龙舟友谊赛、两
岸环马祖澳骑游活动、连
马讨海音乐节等活动，首
创“两岸鱼丸”产品，增进
台湾人才对祖国大陆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深 化 连 台 乡 村 交
流。连江引进台湾水果
标准化育苗技术体系，实
现台湾特色农作物本土
种植并成功申报福建省
海西引智实验区“外专百
人”项目，持续开展农业
产业帮扶，积极服务乡村
经济发展，融入美丽乡村
建设。

连江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结合主题教育，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
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的意见》，计划在贵安启
动国家级海峡两岸数字
内容电商产业园建设项
目，还计划在黄岐镇、贵安
等地建设台湾人才驿站。

南岛语族平潭寻根 连江用心用情
做好两岸人才融合文章

国家文物局通报4项考古进展，包括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

平潭壳丘头遗址（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