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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59910171813599101718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晋江市青阳涂晓君茶叶商行（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50582MABU
1QX948）不慎遗失圆形铜质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王自成遗失军车驾驶证，驾驶证

号：KA14002082，声明作废。

泉州合乾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50502MA3550N271）
不慎遗失圆形铜质公章一枚，印章

编码：35051810002244，声明作废。

日前，福建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等五部门印发通知，
2025年设立两期（第二期和
第三期）福建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专项资金贷款，支持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有效期
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和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该通知印发后，中国工
商银行泉州分行高度重视、
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走访企

业对接需求。位于石狮市
蚶江镇的省级专精特新企
业——某针纺公司近期因
技术升级需要，向中国工商
银行泉州分行辖属石狮支
行申请贷款。该行迅速对
接、定制融资方案，在 2025
年 2月 12日“金服云平台”
上线专精特新专项贷款申
请的第一时间，发放第二期
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贷款
300万元，有效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为企业创新转型、
开拓市场注入“金融活水”。

本次发放的第二期福
建省专精特新企业贷款系
福建省首笔。下一阶段，中
国工商银行泉州分行将加
大政策宣传和金融对接力
度，扩大普惠服务覆盖面、
精简业务办理流程、提升客
户满意度，为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添加动能。

（施文集）

中国工商银行泉州分行发放全省首笔
第二期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贷款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
某陶瓷企业是专注于陶瓷
新材料研发与生产的创新
型小微企业，凭借自主研
发的多项陶瓷工艺相关专
利技术在行业内崭露头
角，但随着业务拓展和新
品研发投入的加大，资金
缺口逐渐成为企业进一步
发展的瓶颈。

近日，工商银行泉州
分行德化支行在“千企万
户大走访”活动中了解到
该企业相关情况后，第一

时间成立专项服务小组
并与企业对接沟通。该
行经调研评估后发现，企
业持有的专利技术极具
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经
对相关专利进行科学全
面的价值评估、结合企业
的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
多方面因素，为企业授信
1000 万元。该行不断优
化业务办理流程，从资料
收集、审核到放款的各个
环节紧密衔接，最终高效
完成 1000 万元专利质押

贷款发放。
资金到位后，该陶瓷公

司得以加大新产品研发和
生产。如今，企业订单稳步
增长，既带动了当地就业，
又为陶瓷产业创新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工商银行泉州分行将
持续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
资协调工作机制，积极开
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活
动，发挥国有大行金融优
势，助力小微企业蓬勃发
展。

专利质押助小微企业破融资难题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文
部门供图） 灯谜竞猜、闽语
闯关·乙巳寻福、南音献唱、
传统武术表演、趣味足球
……元宵前夕，由泉州市总
工会、泉州市委市直机关工
作委员会主办的庆元宵民
俗文化广场活动在泉州市
工人文化宫（百源宫）火热
进行。

活动开场，别具泉州本
土特色的舞青狮率先登
场。两头青狮雄踞前方，两
头醒狮紧随其后，它们步伐
灵动、身姿矫健，威武与灵
动兼具。每一次腾跃、每一
个眼神，都能瞬间点燃现场
热烈气氛。紧接着，刚劲有
力的五祖拳表演震撼登场，
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
博大精深。职工们兴奋地
与舞狮互动、合影，向现场
的武者学习武术基本功。

百源池畔，丝竹管弦
乐声婉转悠扬。来自市工
人文化宫南音社的表演者
带来传统南音曲目，弹拨

吟唱间仿佛带领大家穿越
时空，回到“千家管弦鸣”
的繁华盛景。现场南音小
表演者们格外亮眼，只见
他们身着传统服饰，清脆
的童音在百源清池上空回
响，为古老南音的传承注

入新活力。
“红鸡公，尾弯弯，三岁

囝仔欲嫁翁”“弄甲鸡公面
红红，鸡公气甲要啄虫，草
蜢惊甲要钻洞”……在福文
化广场，现场设置“闽语闯
关·乙巳寻福”趣味游戏，参

与的职工朋友络绎不绝。
“听音猜字”环节，闽南

语“呷（吃）”音响起，众人
“七手八脚”迅速翻找卡片；
“看字猜音”环节，老师一亮
“厝（房子）”卡片，大家异口
同声立刻喊出“tshu5”，现场

气氛沸腾了起来；“火眼金
睛”中，大家按图索骥，依普
通话意思选闽南语本字，共
探闽南语奥秘；最有趣的环
节要数“口吐莲花”，普通话
绕口令本就念不利索了，闽
南语本土绕口令一出，更是

笑料百出。成功通关者欢
呼着领奖，在趣味游戏中，
轻松了解闽南语，尽情感受
闽南文化魅力。活动现场
还有老师写吉祥字制成小
吊牌及各种文创纪念品赠
送，文化氛围浓厚。

看表演猜灯谜 古韵新声庆元宵

海都讯（记者 温柳婷
文/图） 暮色四合，武夷
山麓的黄坑镇笼罩在一片
温柔的昏黄中。妈祖庙前
的石桥上，忽有星火次第
亮起——77 节竹制烛桥
在村民肩头蜿蜒舒展，烛
光跃动间，一条金色游龙
自历史深处苏醒。这是独
属于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
的元宵盛景，一场跨越
800年的光影对话。

黄坑烛桥灯及其制作
技艺历史久远。上古时
期，闽越族人生活在闽北
的广袤地区。他们以蛇为
部落图腾，举行祭祀活
动。这种崇蛇习俗，后来
逐渐演变为民俗活动传承
下来。据了解，游烛桥灯
盛行于宋代，直至清朝和
民国前期，黄坑各村坊间
都流传有游烛桥灯（板凳
灯）活动。

每年元宵节之际，黄
坑镇都会举办烛桥游街活
动，从妈祖庙起灯，家家户
户都会拿出自家做好的

“桥”依次衔接，连成长龙
游街，所过之处家家放烟
花、户户燃爆竹，祈求新的
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细看如今的烛桥灯，

也称拔烛桥，它集剪纸、贴
花、裱糊、制作技艺于一
体，每个居民家的“桥”各
不相同，有的在灯上写有
姓氏，有的贴上花纸展现
自家独特的“桥”。

黄坑镇烛桥灯及其制
作技艺传承人华松柏，已
有 76岁高龄，是现在黄坑
烛桥灯会的负责人之一。
自上世纪 80 年代烛桥被
重新发掘后，他于 1998年
加入至今，20余年坚持组
织烛桥灯会，传播烛桥制
作技艺，将烛桥传承下去
是他最大的梦想。所幸，
如今也已后继有人。

徐航是黄坑镇烛桥灯
及其制作技艺最年轻的传
承人。他介绍说：“烛桥在
我儿时的记忆中就一直存

在，我对于这个传统文化
兴趣浓厚。2012年，在政
府的支持下，黄坑烛桥被
南平市列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个传统手艺得到了重
视。我也十分开心，希望能
将烛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
去。”如今，烛桥面临着困
境，老艺人平均年龄 70岁
左右，传承的年轻人仅以个
计。“我们也十分关心烛桥
技艺的传承，未来将会落
实人才培训计划，举办烛
桥灯及其制作技艺研讨
会。培养一批既热爱烛桥
灯及其制作技艺又理解其
文化的新人，依法保护、科
学保护，以使烛桥灯及其
制作技艺这一古老手工技
艺后继有人，传承发展。”
黄坑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烛火中的千年守望

烛桥龙头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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