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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齐榕
文/图） 2024 年福州初中
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
（五城区）4月 13日在福州
海峡奥体中心顺利开考。
今年体育中考投档计分方
式为分数制，总分为 40分，
其中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
占 4分、身体素质与运动技
能 占 36 分 ，共 有 4 个 项
目。鼓楼区、台江区、仓山
区、晋安区、马尾区及省、
市属有关学校考试时间为
4月 13日至 28日，29日、30
日机动备考，缓考的考生、
回原籍考生、往届生考试
时间为 5月 7日；长乐区考
试时间须与五城区同步完
成，其他县（市）区初中毕
业升学体育考试需在 5 月
17日前完成。

其中，必考类为 1000
米跑（男）、800米跑（女）或
200米游泳（泳姿不限），考
生按性别从 2 个选项中自
选 1 项考试。抽考类为篮
球运球绕杆往返。抽选考
类为 50 米跑、引体向上
（男）/斜身引体（女）、1 分
钟仰卧起坐，考生选择其中
2项考试。

在考试流程方面，考生
到达集结区进行热身，热身

后由工作人员带领，步行至
体育场 4号赛场通道口，进
行视频检录，视频检录完成
后，考生进入内场。老师根
据学生的考试项目，带领到
指定的考试区域。50 米、
篮球绕杆往返、仰卧起坐这
三个项目考试结束后，考生
还需进行斜身引体、引体向
上的考试，最后进行必考项
目 800米和 1000米，或 200

米游泳的考试。选择 200
米游泳的考生应前往海峡
奥体中心游泳馆进行考
试。考生在主体育场考完
其他项目后，到 4号赛场通
道“游泳考生集结区”集合，
并由工作人员统一带领前
往游泳馆进行考试。考试
时，考生统一根据现场指
令：绿灯亮起则考试开始，
考官长按红灯，则示意考生

游泳考试完成或到达考试
规定时间。

据悉，每项考试项目结
束，考生可在考点处查询对
应项目成绩，并在工作人员
带领下前往下一个对应考
点。如对成绩有异议，可以
现场找老师反映，所有考试
结束，可在 4号赛场通道内
查询所有考试成绩，并签字
确认。

除了姓氏有“十强”，
福州人的名字也有“十
强”。

2020年福州市人口普
查资料显示，福州市重名
重姓数量最多的10个姓名
分别是“林芳”（3944 人）、

“林英”（2909 人）、“陈辉”
（2894 人）、“林辉”（2890
人）、“林燕”（2878人）、“陈
英 ”（2593 人）、“ 陈 芳 ”

（2560 人）、“陈云”（2538
人）、“陈伟”（2520人）、“林
华”（2466 人），都是两个
字，而且“陈林半天下”又
一次“实至名归”。

据福州市博物馆介
绍，名字的变迁映衬着人
们对生活期待的变迁，留
存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如新中国成立后，人心振
奋，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人们叫起了“建国”
“国强”“新国”“兴国”“建
华”；而在“抗美援朝”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
人则流行叫“援朝”“卫
国”……二十世纪四五十
年代的许多福州人会在
名字里加上福、寿、佛、
财、运、富、官等，充满民
间市井气息，也期待以此
开启孩子的一生好运。

福州姓氏前十“陈林”还是“半天下”
日前，“杭州人姓氏排行TOP10”引发关注；据2020年的人口数据，在福州，陈、林两姓

常住人口合计超200万人，依然处于榜首

福州中考体育在海峡奥体顺利开考
成绩可现场查对并签字确认

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公布
第 11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相关信息通告。本期通
告的监督抽检信息涉及
27 大类食品 934 批次，合
格 909批次，不合格 25批
次。不合格项目涉及重金
属污染问题、食品添加剂
问题、微生物污染问题、农
药残留问题。

记者了解到，其中，福
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泉州
市晋江万达广场店销售的
黄花菜（陕西大荔沙苑黄
花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8
月 15 日生产），铅（以 Pb
计）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
要求。沃尔玛（厦门）商业
零售有限公司海沧滨湖分
店销售的 S 包装韭菜（购
进日期为 2023年 11月 19
日），铅（以 Pb计）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福州市台江区爱果者
水果店销售的【整果】檀香

青橄榄（订单日期为 2023
年 11月 26日）、三明市沙
县区鲜之每日鲜果店销售
的橄榄（购进日期为 2023
年 11月 10日）、厦门市同
安区馨康乐水果店销售的
新鲜青橄榄（订单日期为
2023年 11月 25日）等，三
氯蔗糖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

此外，厦门市湖里区
朴惠多生鲜超市销售的长
豆（购进日期为2023年11
月 19 日），倍硫磷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莆田市荔城区张镇村环好
超市销售的山药（订单日
期为 2023年 11月 24日），
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厦门永辉商业有限公
司海天超市销售的葱（购
进日期为 2023年 11月 22
日），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
氟氰菊酯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

省市场监管局公布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相关信息通告

沃尔玛、永辉等被通报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近日，杭州市公安局公布了杭州人姓氏排行TOP10，引发网
友热议。谈起地方姓氏，自古以来福州就有“陈林半天下，黄（王）
郑满街排”的俗语。如今，福州这些“大姓”的格局是否有变化？
属于福州的“姓氏十强”又有哪些呢？

记者咨询福州市统计
局了解到，目前福州市最
新的姓氏人口数据为 2020
年福州市人口普查资料。
资料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福州市常住
人口 829.13 万人中，共有
姓氏 2600 多个。陈、林、
黄 依 旧“霸 榜 ”，分 别 为
111.05 万人、106.82 万人与
38.61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
口 的 13.39% 、12.88% 与
4.66%。其余进入“十强”
的还有张、王、郑、李、吴、
刘、杨。陈林两姓共计有
常住人口 217.88 万人，占
福州常住人口比重高达
26.28%；福州前十位大姓

共 有 常 住 人 口 463.71 万
人，占福州总常住人口比
重为 55.93%，足有“半壁江
山”。

“陈”“林”为何在福州
姓氏中“霸榜”呢？福建博
物院介绍，这要追溯到历
史上从中原向福建的第一
次大规模移民，即发生在
西晋末期的“衣冠南渡，八
姓入闽”。闽越国消亡后，
闽中的文明水准大为倒
退，在此后的 300 年里，福
建境内人口极为稀少。到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
乱连年，地处东南一隅的
福建地区，政局相对稳定，
成为大批中原移民的南迁

之地。史书记载晋永嘉二
年（308 年），林、黄、陈、
郑、詹、邱、何、胡八姓世家
南迁入闽，这是中原汉人
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他们
带来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
产技术，促进了福建地区
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些姓氏的族人大部
分来自今天的河南、山东、
河北等中原地区，林姓入
闽的始祖被认为是东晋时
担任晋安（即今福州）太守
的林禄，同时期入闽的还
有陈姓始祖陈熙，因此“陈
林半天下，黄郑满街排”之
说那时即有。而这四姓家
族均来自河南。

随着历史的发展，今
天，入闽八姓中“詹”“邱”

“何”“胡”四姓已退出“十
强”，这也体现了福州城市
发展中人口的变迁。这些
变动的小痕迹在2020年福
州各县（市）区人口普查的
姓氏数据中也有所体现。

“陈”“林”两姓在各县
（市）区的“霸榜”地位总体
仍无疑义，但TOP10的地
位却有小小变动。在个别

县（市）区，还出现了在全
市范围内排名未进前10的
部分姓氏挤进了县（市）区
里的前十名。如：在福州
市排名第 15位的江姓，在
马尾区排名第3位；在福州
市排名第 16位的高姓，在
长乐区排名第9位；在福州
市排名分别在第 13位、43
位、47位的叶姓、雷姓、兰
姓，在罗源县排名分别在
第10位、第9位、第8位；在

福州市排名分别在第 20
位、55 位的许姓、池姓，在
闽清县排名分别在第7位、
第 10位；在福州市排名分
别在第13位、90位的叶姓、
鲍姓，在永泰县排名分别在
第 9位、第 10位；在福州市
排名第 21位的薛姓，在福
清市排名第 7位。县市姓
氏的小小变化，显示着不断
有新的家族与人口在为地
方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西晋时“八姓入闽”，四姓至今仍“霸榜”

“陈”“林”挂榜首，各县有自己的“TOP3~10”

两字易重名，“林芳”“林英”人最多

在海峡奥体中心参加体育中考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