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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林涓）
记者获悉，我省高速公路
于 11 月 30 日中午 12：00
新增开通 3处服务区出入
口。至此，全省高速公路
共在 32 个服务区建成出
入口42处。

本次开通的 3 处出
入口分别为：沈海高速
白水停车区 B 区的“龙海

白水收费站”、浦武高速
大 金 湖 服 务 区 A 区 的

“泰宁上清溪收费站”以
及宁上高速七步服务区
A 区的“周宁九龙漈收费
站”。这些收费站的开
通将提升福建高速服务
水平，让司乘人员旅程
更加便捷和高效，有效
减少旅途时间。

我省高速
再开通3处服务区出入口

2008 年 7 月，福建省
观鸟协会会员与台北市野
鸟学会会员，相继在闽江
河口湿地和马祖，发现一
只被塑料管套住下喙的中
华凤头燕鸥“小管”，并尝
试共同营救，但遗憾因台
风失去其踪迹。此事件虽
未成功，却确认了福州与
马祖的中华凤头燕鸥为同

一种群。此后，两岸开始
了 14 年的保护合作，轮流
举办研讨会，共同调查资
源、分享技术，积极保护和
恢复该物种。

2015年 6月，马祖的铁
尖岛出生一只雌性中华凤
头燕鸥“马妞”，同年 7月被
环志并野放，脚上装戴编号
为“A74”的蓝白足旗，成为

全球第一只被环志的中华
凤头燕鸥。环志显示，“马
妞”每年夏季回马祖，繁殖
期频繁往返马祖与闽江河
口。她已成为两地鸟类明
星，备受关注，闽江河口最
近发现“马妞”是在今年 5
月11日。

闽 江 河 口 湿 地 是 中
华凤头燕鸥落脚的第一

站，是中华凤头燕鸥稳定
的栖息地，中华凤头燕鸥
也成为闽江河口湿地的
IP 形象。此次活动不仅
对保护和恢复中华凤头
燕鸥种群具有重要的意
义，也为台湾青年朋友走
进闽江河口湿地、走进福
州，了解大陆，搭建了很
好的平台。

海都讯（记者 吴臻）
11月30日，第四届福州市
幸福导游大赛决赛及颁
奖 仪 式 在 三 坊 七 巷 举
行。本次大赛由福州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选手
们围绕“有福之州‘游’我
来说”这一主题，为在场
的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
的导游职业技能大比拼。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
此次幸福导游大赛决赛
首次设置了晋级淘汰环
节，10 位决赛选手轮番
上台竞技。现场模拟讲
解环节中，选手们围绕福
州丰富的旅游资源，用生
动的语言、丰富的表情和
专业的知识，将福州的美
景和文化底蕴一一呈现
在观众眼前。应变能力

测试环节更是将比赛推
向了高潮。在模拟各种
突发旅游场景下，选手们
沉着冷静，迅速提出解决
方案，体现了优秀导游应
具备的应变能力。主题
演讲环节，选手们根据自
身经历，声情并茂地传达
出对福州的了解和认知，
展示有福之州的独特魅
力。

最终，福州名城保
护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晓
玥获得冠军、福州市鼓
岭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
会的鄢京梅获得亚军、
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
会的邹芳荣获得季军，
其余参加决赛的 7 名选
手获得“优秀导游员”称
号。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
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
举行，通过一系列文化交
流和寻根体验活动，引领
两岸青年共同探寻同宗同
源、同文同种的历史记忆。

11月 30日，来自海峡
两岸的四位青年各自带来
了提前采集的家乡土壤，
并用这些土壤共同培育了
一棵名为“寻根树”的榕树
树苗。

“我特意从台湾带了
一盆土壤到福州，与这里

的青年朋友们共同培育
榕树树苗，感觉特别有意
义。”来自台湾的林静宜
说，她的祖籍是福建，祖
辈在三百多年前移居台
湾。她主动报名参加这
次活动，希望通过这次机
会深入了解福州的历史
文化，唤起对祖籍地的记
忆和归属感。她最期待
的是能够亲自参观林则
徐纪念馆，实地感受这位
禁毒先驱的英雄事迹。

来自福建江夏学院

的大二学生林鹏良也从
闽侯县侯官村带了一盆
土壤到现场。“我是来自
龙岩上杭的客家人，更能
体会‘寻根’的情感。”林
鹏良告诉记者，之所以选
择在侯官村取土，是因为
这里不仅见证了福州的
千年变迁与发展，还是侯
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他希望通过与台湾同胞
共同培育榕树的机会，促
进两岸青年深入交流、共
融共生。

谁是最佳导游
第四届福州市幸福导游大赛落幕

“神话之鸟”牵动两岸
2024年海峡两岸（福州）中华凤头燕鸥保育交流研讨会活动

暨两岸青年“共同守护神话之鸟”嘉年华活动成功举办

榕新增17家“台胞寻根示范点”
加上首批10家，福州现有27家“台胞寻根示范点”，涵盖宗祠宫庙、人物故居、

文物史迹等多种类型
11月30日，“台湾青年寻根闽都行”活动在福州举行，超100名台湾同胞参与了此次活动。活动中，正式发布了

第二批共17家“台胞寻根示范点”，这些示范点涵盖了宗祠宫庙、人物故居以及文物史迹等多种类型。加上此前已
经公布的首批10家示范点，目前福州共有27家“台胞寻根示范点”。这不仅为台湾同胞提供了一个了解福州历史
与文化的窗口，也为他们来榕寻祖认宗提供了便利。

据了解，“台湾青年寻根闽都行”活动是福州“台胞寻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福州于2023年10月启动“台胞
寻根工程”，旨在提高榕台两地对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知晓度，增进榕籍台胞与家乡的亲情乡情，进一步发挥“闽都
文化”在闽台人文交流中的情感纽带作用，助力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第一批“台胞寻根示范

点”名单（共10家）：严复故
居、林则徐出生地、陈氏五
楼、林森故居、福州文庙、陈
靖姑故居、闽台闽王文化
园、张真君祖殿、福建都城
隍庙、鼓山涌泉寺；

第二批“台胞寻根示范
点”名单（共17家）：台湾会
馆、沈葆桢故居、永盛梁氏宗
祠、方世培故居、漆林翁氏总
祠、泽江张氏宗祠、岭南陈氏
祠堂、雪峰崇圣禅寺、开元
寺、旗山万佛寺、石竹山道
院、飞竹镇西洋宫、金沙张圣
真君祖殿、方壶岩张圣君母
殿、福州财神庙、万寿尚书
庙、上街侯官城隍庙。

N海都记者 陈江燕
张洛霖

现场还举行了第二批
“台胞寻根示范点”的授
牌仪式，包括台湾会馆、
沈葆桢故居、方世培故
居、上街侯官城隍庙、福
州财神庙等在内的 17 个
场所被列入“台胞寻根示
范点”。

其中，方世培故居坐
落于福清市镜洋镇西边
村茶山自然村，始建于清
代咸丰年间，由中华武术
南派著名拳种宗鹤拳创

拳祖师方世培所建。清
末民初，宗鹤拳通过方世
培的孙子方绍翥等弟子
传入台湾，并逐渐流行开
来。“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陆续有近 1000人次的
台湾宗鹤拳学徒来到故
居寻根谒祖、追溯拳法根
源，宗鹤拳文化在两岸之
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福
清市宗鹤拳协会会长、方
世培第六代孙方长灿告
诉记者。

两岸青年 共培“寻根树” 17个场所
入选“台胞寻根示范点”

□相关资料

福州“台胞
寻根示范点”具
体名单

N海都记者 王灵婧 通讯员 郑茂凯

11月30日上午，第十二届海峡青
年节系列活动之一——2024年海峡两
岸（福州）中华凤头燕鸥保育交流研讨
会活动暨两岸青年“共同守护神话之
鸟”嘉年华活动，在长乐闽江河口湿地
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由福州市林业
局、长乐区政府、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共同主办，福建省
观鸟协会、福州市滨海湿地生态研究
中心协办。

据介绍，中华凤头燕
鸥又名黑嘴端凤头燕鸥，
是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鸟 种 ，
IUCN 红色名录评定为极
危 (CR)物种，全球数量仅
200 只左右，自 1863 年被
命名直到 2000 年，人们对
它仅有 6 次确切的观察记
录，一度以为它已经灭绝，

因其行踪莫测，又被称为
“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
鸥主要繁殖地在我国浙、
闽、台地带，主要越冬地在
东南亚国家。

此外，中华凤头燕鸥
在维系福州-马祖两岸亲
情，推动两岸纵深发展方
面具有积极影响。福建和

台湾的中华凤头燕鸥属同
一种群，马祖燕鸥保护区
缺乏大片滩涂，闽江河口
湿地缺乏适合繁殖营巢的
岛屿，两地条件恰好互补，
每年夏季，中华凤头燕鸥
往返于福州和马祖，在马
祖的无人岛礁营巢繁殖，
在闽江河口湿地求偶、戏

水等，完成求偶、交配、孵
卵、育雏的繁殖过程。

自 2004年第一次观测
到中华凤头燕鸥，福建省观
鸟协会保育小组队员就与
台湾的鸟类保护研究组织
合作，在福建 2000 多座沿
海岛屿开启“神话之鸟”的
追寻之旅。

福建和台湾的中华凤头燕鸥属同一种群

明星“马妞”，每年频繁往返马祖与闽江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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