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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到了集美果乐园里的彩绘
摊，摊位上摆放着多种色彩鲜艳的颜料、
画笔及彩绘样图等，现场有家长带着孩子
前来消费。摊主李女士透露：“儿童彩绘
是最近才开始兴起的，我一般只有周末才
会出摊，不到半天时间就画了10多名小
朋友，画一次需要的时间并不长，图案简
单的只需要4分钟左右，图案复杂的需要
6分钟左右，彩绘图案有的带贴纸，不另
外收费，面部彩绘和手臂彩绘都是38元
画一次。”

记者在市区公交大厦附近也看到了
一处彩绘摊，海报上标注的彩绘价格在19
元至58元之间。记者在摊位前观察了半
小时，发现路过的3个小朋友都在摊位前
停下脚步，认真选择自己喜欢的彩绘图
案。摊主张女士说：“小朋友们对彩绘特别
感兴趣。记得上次在一处儿童游乐园，有
个小女孩连续三天让她爸爸带来画彩绘。
尤其是到了节假日，人气旺到要排队。”

厦门园林博览苑、SM城市广场一
期、沙坡尾等地也有这种彩绘摊。

知名超市“胖东来”
要来厦门开店？

记者核实后发现，是一张截
图引发的谣言

本报记者 薛尧 实习生 石子涵
“‘胖东来’近日宣布，将于今年5月正式

进驻厦门，开设全新超市……”近日，网传“胖
东来”将来厦门开店，引发不少市民网友关
注。更有网友随帖附上了一张企业注册信息
的截图，标注着“厦门市思明区胖东来超市”
字样。“胖东来”这一国内知名的连锁超市品
牌，真的要来厦门开设门店？

22日上午，记者通过相关企业信息查询
平台发现，厦门确实有一家名为“厦门市思明
区胖东来超市”的企业，该企业成立于2023
年2月，经营范围包括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
蔬菜零售等项目。但该企业与河南“胖东来”
没有股权方面关联。

随后，根据“厦门市思明区胖东来超市”
的注册地址，记者来到莲前西路237号附
近发现，该门店卷帘门紧缩，门头招牌已拆
除。周边商户告诉记者，这间店铺曾经主营

“安溪特产”，但去年底就停止营业了，其门店
招牌并没有“胖东来”字样。

记者联系上河南省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
团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胖
东来门店仅在河南省部分地市开设，外省没有
直营或者加盟门店，厦门这家店并不属于胖东
来旗下门店。

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23日上午，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梧村市场监督管理所现场核查发现，“厦门市
思明区胖东来超市”已倒闭了，店面正在进行
装修，梧村市场监督管理所已联系经营者，提
醒对方办理注销。

“思明区胖东来超市”这一名称是否存在
违法问题？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东表示，这一企业名称存在违反《反不正当
竞争法》《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关于禁止
企业名称模仿混淆相关规定的问题。“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
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
简称、字号等）。”许东提醒，商家在注册公司
名称时应当注意不得含有误导性内容，公司
名称不得有使人误解企业经济性质或者经营
规模的内容。此外，还需要考虑名称的近似
性，企业名称不得与他人先具有一定影响的
名称近似，不得故意申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企业名称。

厦门六中举行阅读快闪
本报讯（记者 佘峥）阅读也可以快闪？！4月23

日晚，厦门六中举行阅读快闪活动——老师们相约闪
现在朋友圈，分享好书，相互“种草”。

当天是世界读书日，晚上8点一到，厦门六中老
师们的朋友圈突然热闹非凡，大家在同一时间发朋友
圈，内容基本一致：晒出自己喜欢的一本书，有的摘录
书中经典句段，有的写推荐理由，有的是读后感。这
是厦门六中今年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阅读快闪。

陈怡是厦门六中语文老师，当晚，她在朋友圈分享
了一本历史书《知宋》，写了推荐理由：作者用25个有
制度史意义的宋朝故事，生动演绎了宋朝的一系列政
治制度是如何被激活，如何相互发生关系，又是如何发
挥作用的。陈怡在朋友圈找到了喜欢同一本书的“同
志”，也被同事朋友圈推荐书目“种草”，当晚，看完朋友
圈，她下单买了7本书，种类繁多，有科普，有文学、艺
术。陈怡说，同事们推荐的书，仿佛给她打开一扇窗。

这是厦门六中阅读节的一部分。厦门六中说，教
师是创建书香校园的主要力量和推动力量，希望老师
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拥有更丰富的精神家园，因此今
年尝试利用大家关注度高、使用率高的朋友圈，开展
更有意思、更灵活、更易参与的读书交流活动。

校方说，通过这一阅读快闪，爱读书的老师也为
学生和家长们起到示范作用。

军营村举办农村读书沙龙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日前，“书香满城 文明同

行”全民阅读活动暨“乡遇莲花 阅来悦美”快乐阅读
进农村读书沙龙活动在同安区军营村举行。

来自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的26名学生代表是本
次读书沙龙活动的主角。在军营村文明实践站，他们
手提莲花灯，与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罗罗一同朗读《触
摸云朵的村庄》的精彩节选，表达对文学知识的渴望
和对未来的憧憬。

为助力“阅读兴乡·筑梦未来”蒲公英梦想公益计
划走进同安，厦门旅游集团与作家罗罗签订了相关合
作协议，将推动乡村文旅与儿童文学的深度融合，为
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据悉，这一公益计划正式落
地后，将进入同安校园开展儿童文学公益讲座，激发
当地孩子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画风精美的《触摸云朵的村
庄》小说插画展、“乡遇莲花 阅来悦美”主题打卡墙及
非遗拓印、投壶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让孩子们陶醉
其中，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本次活动由同安区委宣传部指导，同安区莲花镇
党委、莲花镇政府、莲花镇社区学校主办，厦门旅游集
团承办，厦门亚太旅游发展中心策划执行。

儿童面部彩绘兴起
颜料会伤皮肤吗

小朋友在彩绘摊上进行面部彩绘小朋友在彩绘摊上进行面部彩绘。。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玉榕 实习生 周子琪
摊主手握画笔，将小朋友的脸庞描

绘得五彩斑斓……近日，厦门多个公园
和游乐场流行起了儿童面部彩绘，备受
小朋友们喜爱。不过，许多家长却担
忧：面部彩绘所使用的颜料会不会对孩
子的皮肤造成伤害？记者走访多个摊
位，并采访相关专业人士，为大家答疑
解惑。

记者以顾客身份走访了思明、集
美的多家儿童彩绘摊，发现摊主所使
用的都是“Anka Bella”牌颜料，颜料
盒底部标明了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
甘油、阿拉伯胶、色料等。

这些成分对皮肤影响大不大？
华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
授李四中表示，水性人体彩绘颜料通
常由粘结剂、颜料、填料以及添加剂
组成。粘结剂是用来将颜料、填料和
其他成分混合在一起，包括水、树胶、
阿拉伯胶等。颜料则提供颜色的主
要成分。添加剂包括润湿剂、防腐剂

等。润湿剂如甘油等可以使颜料增
加弹性，减慢干燥速度，而防腐剂则
可以防止颜料霉变。

李四中提醒，水性颜料挥发性有
机物的含量较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较小，但长时间接触可能会造成皮肤
刺激、呼吸道不适以及过敏等不良反
应，特别是儿童消费者更应引起注
意。他建议，儿童、青少年消费者在
使用水性人体彩绘颜料时，先做皮肤
测试，以确保不会引起过敏，避免不
必要的麻烦。

对于面部彩绘，不同家长有不同
看法。“之前带孩子在厦门海上世界
周边画过一次，出来玩，孩子开心就
好。”生活在集美区的周先生说道。

有的家长则对彩绘使用的多色
颜料存疑。市民李先生认为，小孩喜
欢，老板画得也很好，就是价钱有点

贵，晚上画的话，过不了多久就要洗
掉了，有点不值。市民陈女士则表
示：“爱莎公主的那个彩绘，我姑娘喜
欢了好久，一直吵着要画。但是，她
现在才3岁，不知道画了会不会对她
的皮肤造成伤害，也不知道那些颜料
好不好。”

声音>> 不知颜料是否会伤害皮肤

提醒>> 先做皮肤测试确保不会过敏

走访>>
半天就有10多名小朋友参与

位于集美区的位于集美区的
一家彩绘摊一家彩绘摊。。

记者走访多个
摊位，并请专业人
士答疑解惑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
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我们将
继续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拓展台
胞证的应用领域和服务范围，让
台胞享受到更好服务和更多便
利。

国家移民管理局支持福建建
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十项出入
境政策措施实施已过百日，台胞
在福建持用台胞证可在交通、金
融、电信等方面享受诸多便利。
朱凤莲介绍，国家移民管理局加
快推进台胞证便利化应用工作，
着力将福建打造为“台胞证便利
化应用示范区”。十项出入境政
策措施实施以来，已取得阶段性
成效，在促进闽台人员往来、便利
台胞在闽居住生活等方面取得了
积极成果。

一是闽台往来人数大幅提
升。今年来，台胞在福建办理五
年期台胞证的数量达9万人次，
同比增长56.4%；办理一次性台
胞证的数量为1.1万人次，同比
增长2倍；自福建口岸入境的台
胞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倍；
5.4万人次来闽台胞享受便捷通
关服务，4400余艘往来闽台船舶
享受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
务。

二是台胞在闽生活发展更加
便利。目前台胞在闽持用台胞证
可享有交通、金融、电信等16个
领域242项服务便利。今年来，
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证件身份
认证服务平台已为66.4万人次
在闽台胞提供免费实时身份核验
服务，便利台胞在闽办理政务、公
共服务和互联网应用事项。

三是出入境服务更加优质高
效。福建省公安出入境服务窗口
全部设立“台胞台企专窗”，为台胞
台企办理出入境证件、定居落户、
政策咨询等业务，并在10个台商
台企协会设立台胞服务站点。国
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
全天候为台胞台企服务，并提供闽
南话话务服务，今年来已提供涉台
电话咨询服务3.6万人次，及时回
应解决台胞在出入境领域的所需
所盼。

有记者问，近日台湾多个
民间教育机构召开联合记者
会，谴责民进党当局教改政策
及“台独”课纲造成岛内教育领
域诸多问题，要求民进党当局
检讨。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两岸同胞同
属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
共同的精神家园。接受中华文
化教育、了解民族历史是台湾
同胞身为中华儿女的权利，理
应得到保障。希望台湾同胞都
能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
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
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也希望
台湾同胞来大陆寻找自己文化

和血缘的根，补上在台湾没有
上的课。

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出
于鼓吹“台独”“去中国化”目
的，罔顾岛内各界强烈反对，
执意推行所谓教改政策和“台
独”课纲，刻意歪曲中国历史，
妄图割断两岸文化联结。这
造成台湾青年一代历史记忆
混淆和国家认同扭曲，让台湾
同胞在精神上、文化上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更进一步
破坏两岸关系，加剧两岸敌意
对立，祸害无穷。民进党当局
倒行逆施、数典忘祖的恶劣行
径，必遭两岸同胞强烈反对和
坚决抵制。

希望台胞来大陆寻根
补上在台湾没上的课

福建打造台胞证便利化应用示范区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目前台胞在闽持用台胞证可享16个领域242项服务便利，

将进一步拓展台胞证应用领域和服务范围

有记者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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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正式发布以来，福建省推出了
哪些举措，进展如何？

朱凤莲说，意见发布以来，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
主动作为，提出创新举措，加强政策支持，建立协同
落实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共同推动意见各项任务举
措落地见效。福建省委、省政府强化主体责任，高度
重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制定了贯彻落实的
实施意见，发布了首批15条惠台利民措施，在便利
台胞往来和生活、深化闽台经贸合作、鼓励台胞就业
创业等方面，切实办好一批台胞可感可及的实事，推
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打造共同家园取得新进展。推动基础设
施应通尽通，“小三通”和空中直航航线部分复航，
客流量大幅增长。不断完善台胞来闽就业创业政
策支持和服务体系，福州、厦门、平潭为台胞推出
2000多套免租房和公租房。福州市全力打造福马

“同城生活圈”，支持马祖居民在福州同等享受当地
居民待遇，面向马祖居民推出“福马同城通”。

二是深化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去年福建新
增台资企业2100多家，实际利用台资规模70多亿
元人民币。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拓展台企发展
路径。比如：促使台湾品牌首次加入大陆老字号

“大家庭”，4个台湾品牌被授予厦门老字号牌匾。
三是密切情感纽带取得新进展。2023年成功

举办近280场两岸交流活动，取得积极成果。岛内
台胞来闽57.3万人次。设立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达到26家，在大陆各地居首位。

朱凤莲表示，福建省将切实承担主体责任，持
续从推动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全域融合
四个方面着力，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

朱凤莲应询表示，我们一
贯倡导和积极推动两岸青年交
流，乐见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
交流有所感有所得。诚挚邀请
台湾青年尤其是从未到过大陆
的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
亲身感受大陆发展进步和中华
文化，增进两岸青年朋友相互

了解。
朱凤莲说，我们将持续为两

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
多条件，提供更多支持。希望两
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跑
好历史的接力棒，为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贡
献青春力量。

朱凤莲应询表示，尽管目
前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仍存在
一些人为阻力和障碍，但我们
相信，只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排除障碍，两岸交流合作就会
迎来光明前景。我们将采取积
极措施推动包括旅游在内的两
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朱凤莲还指出，民进党当
局长期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干扰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勾连

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导
致台海陷入紧张动荡，引起两
岸同胞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只有顺应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回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
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才能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海和
平稳定创造有利条件，为两岸
交流合作、台湾同胞福祉提供
可靠保障。

乐见更多台青
来大陆交流有所感有所得

采取积极措施
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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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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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4月23日（农历
三月十五），正逢保生大帝诞辰1045周年，两岸数万
名信众同步“上白礁”，祭拜保生大帝。

当天早上，记者在漳州角美白礁慈济祖宫广场看
到，现场热闹非凡，鼓乐阵阵，迎来一拨又一拨“上白
礁”进香团。据统计，角美白礁慈济祖宫自4月7日开
展纪念保生大帝诞辰进香祈福活动以来，共迎来进香
团289个，朝拜的信众超过12万人次。

记者通过当地庙委会了解到，台湾台南市学甲慈
济宫4月23日同步举行盛大的“上白礁”祭拜仪式。一
万多名信众从学甲慈济宫出发，来到海边，朝角美白礁
慈济祖宫方向祭拜。据介绍，当年郑成功部队驻扎白
礁时，300多名村民参加了忠贞军，他们把保生大帝作
为“保护神”带到台湾。后来部分忠贞军士兵在学甲定
居，并建宫庙供奉保生大帝金身。数百年来，学甲保留
了“上白礁”祭拜保生大帝的习俗。

同安区侨联、华侨历史学会热心帮助

马来西亚闽籍华人成功寻亲
本报讯（记者 林健华 通讯员 韩超）“我们终于找

到家了，今后要经常回家！”日前，来自马来西亚吉隆
坡的闽籍华人叶秀琴来到同安区侨联，感谢同安区侨
联、华侨历史学会帮助她找到了家乡亲人。

叶秀琴表示，多年前，她眼见父亲卧病在床还挂念
远在家乡的哥哥，便有了寻亲寻根的念头。去年，同
安区侨联开展“心系桑梓”帮助海内外乡亲寻亲寻根
为侨服务品牌活动，该区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庄志鹏作
为代表前往马来西亚巴生雪隆同安会馆开展交流活
动，并发出《致海外社团乡亲寻根（亲）的一封信》。巴
生雪隆同安会馆秘书长张和兴表示，希望庄志鹏能帮
助该会馆会员叶秀琴寻找祖籍地及亲人。

庄志鹏了解到，叶秀琴爷爷名为叶和山，早年漂
洋过海到马来西亚槟城州谋生，叶秀琴的父亲叶思德
出生于槟城，叶秀琴的二伯（其儿子叶保民）还在家
乡。通过查阅古同安叶姓分布等相关资料及分析叶
秀琴爷爷墓碑上的信息，庄志鹏初步锁定叶秀琴的祖
籍地为现在的漳州市角美镇金山村充龙社（原属同安
管辖）。此外，庄志鹏还将收集整理的寻根信息发布
在银同文研社平台，并委托海沧区文史专家蔡少谦查
阅金山村充龙社族谱。

最终，叶保民的儿子叶细智收到寻亲信息，当即
与庄志鹏联系，由此，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亲情再次接
续上。清明节期间，叶秀琴一行人回到魂牵梦萦的故
土，在充龙社叶氏宗祠祭拜先祖，实现了父亲的夙愿。

两岸信众同步“上白礁”
祭拜保生大帝

信众在角美白礁慈济祖宫祭拜保生大帝。（陈艺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