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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1990 年 1 月，来参加宁德地委
工作会议的同志，每人都领到了一本叫《滴水
集》的册子。这本近400页的册子里，一共有72
篇文章，收集整理了当时宁德地区的各领域典
型经验例子。

李金煊是当年《滴水集》的主要编写者之
一。他回忆说，1989年底，习近平请他牵头准备
这次会议典型材料汇编，并交代他：“要把这两
三年工作中典型的、有进步的、有发展的都收集
起来。”

筹备小组经过 43 天的调研，走遍闽东各
县，最终整理出一本材料。册子编好了，习近平
看过之后，建议取“滴水穿石”之意，把这本册子
的名字定为《滴水集》，还亲自做了序。

后来，这本《滴水集》中具体详实的做法、例
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
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
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
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
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1989年 2月 25日，《福建日报》头版刊发了
《山鸡飞上凤凰台》的报道，说的是宁德农民给
地委干部作报告的新鲜事。

福安市坦洋村老大队长刘少如带头办起福
安市第一家村集体企业，带领全村种茶致富。
习近平到坦洋村调研时评价刘少如：官不大，但
敢于担当，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
不容易。

习近平亲自邀请包括刘少如在内的八位基
层农民代表到行署会议厅向地直机关副科以上
干部作报告，用一村、一户、一人的变化，讲述了
十年来改革政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

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声音，汲取各方智
慧，更加坚定了习近平带领干部群众加快改革
开放、致力摆脱贫困的决心：“我觉得越是艰苦
的地方、困难的时刻，越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
人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
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
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

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
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
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他调任福州时，人民日报有一篇“闽东脱离
贫困线”的报道，他得知后表示：“我也坚信，‘亿
万千百十，皆起于一’，闽东跨越了这一条‘贫困
线’，若能继续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
奋斗不息，必能彻底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让百姓生活好起来，是习近平
同志工作的重心。”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
兴回忆说，“习近平同志把百姓的事当作最大的
事，总是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困难。”

“当时群众要上访就得到宁德地委行署。
上世纪80年代末，闽东交通不便，路不好走，一
路颠簸，一天都到不了。”钟雷兴说，“针对这种
情况，习近平同志在原先约访群众制度做法的
基础上，转换思路，转变工作方式，改约访为下
访。”

“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
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
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
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
应该的。”1988年12月20日，习近平率先到霞浦
县接待来访群众，在当天的总结会上他这样
说。这一次接访，也揭开了宁德地县乡三级领
导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日历的第一页。

1989年3月30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雨水

给早春的霞浦增添了几分凉意。这一天，是霞
浦县的接访日。

一大早，霞浦县委党校的门口就聚集不少
上访群众。得知地委的领导要来接访，很多人
早早就赶到了这里。

“我要找地委习书记。”人群中，一位上访者
高声说。

接访一开始，这位上访者就奔着习近平去
了。习近平热情地接待了他，耐心询问他遇到
了什么困难。

“原来习书记这么亲和。”一开始还有些忐
忑不安的群众放下心来，把自己的困难一五一
十和习书记说了。原来，他是霞浦乡下某学区
的一名教员，因家中情况特殊，老母亲孤身一人
留在城里，体弱多病，年事已高。

“我放心不下老母亲，想调回城里照顾她，
以尽孝道。”他说。

习近平认真听完他的叙述，详细了解了相
关情况，对照有关政策，明确表态：可以回城，考
虑今年暑假给予解决。

这件事习近平一直挂在心上。没过多久，
他向相关部门跟踪了解这件事情的进展，当得
知事情并没有抓好落实时，一向态度温和的习
近平却显得特别严肃起来。

习近平批评相关办事人员说：“这个问题符
合相关政策，没有违反原则。你们设身处地为
群众想一想，遇到这样的情况，让孩子回到城里

照顾他老母亲有什么为过呢？”并要求有关部门
“一定要给我答复”。

“习书记心里有群众，从来不是光喊口号。”
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方庆云回忆说，习书记关
爱民生，总是把群众的苦，群众的难放在心里，
常常带着四套班子的干部到基层接访群众，尽
心尽力解决群众的困难。

对此，时任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文贵
深有感触。“习书记赴任福州的第二天，就下基
层调研，了解群众想什么、有什么困难，这让我
们印象深刻。当时我就感到，福州要有大变化
了。”

在福州，习近平大力倡导“马上就办”，推行
“四个万家”，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解决困难。

1991年 3月，习近平登上低矮逼仄的连家
船，实地察看船民的生活，登岸之后，立即召开
现场办公会解决船民搬迁上岸问题。十个月
后，104 户船民家庭结束了“上无片瓦、下无寸
土”的生活，搬进了台江区红星新村的新居。

自 1990年起，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委、
市政府每年都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办事项
目通过新闻媒介向全市公布，项目的最终确定
采用人民群众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年终公布项
目完成情况，并让群众投票评选完成最满意的
项目。

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大力实
施“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改善百

姓居住条件。2000年 7月，已担任福建省省长
的习近平在接近40摄氏度高温的正午，走进拥
挤闷热的福州苍霞社区棚屋区，与各级干部一
起亲身体验群众疾苦。在他的推动下，2001年
5月1日，回迁安置的所有楼房就全部竣工。

“习书记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时刻把人
民群众的冷暖放在首位。”时任福州市委办副主
任赵汝棋说。

赵汝棋当年曾在市委政研室工作过，政研
室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讲话、开展调查研究、
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长时间都俯首案前。有
一次，习近平对赵汝棋说：“你们不能把眼光只
放在政策研究上，要把眼光放到人民群众中
去。”

赵汝棋说，后来政研室根据习近平的这个
想法，将 2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
下基层调研，收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
问题，梳理后形成短平快的“一事一报”刊发在

《福州调研》上。
习近平对“一事一报”非常重视。赵汝棋

说，习书记基本上对所有的“一事一报”都要看，
大部分都有明确的批示，比较详细的批示占到
其中的三分之一。有的他认为还不够深入的，
会批示再深入调研。

习近平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
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并提议把信访工作
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要求自己
无条件做到四个“亲自”，即亲自研究、亲自部
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

根据 1993年福州市委督查科的资料，习近
平任职福州市委书记后，批阅的群众来信函件
达千余件，他对群众来信几乎每封必看，每看必
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
朴实亲切、饱含深情，温暖了亿万人的心，鲜明
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
心。

地邻县城的云龙乡，旧称二都，历史以来就是县内交通
咽喉要地。昔时，有四条古道横贯乡境，云中路古道就是其
中之一。

云中路古道，又称仙岭，位于乡中台鼎、云中两村。其南
端翻过鹫峰岭，下山即三都文定村，由此可通往闽清腹地以
及永泰直至闽南莆仙一带；北端连接县城，沿闽江顺流即达
福州乃至出海口，溯流闽北，可出省北上京城。由此可见，云
中路于古时是一条重要的通衢大道，其地位相当于当今的省
道或国道。古道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从古至今，留下许
多历史遗存和故事传说。

“云中路”之由来
如果未走过云中路的人，光凭顾名思义，也许以为那是

一处高海拔的地方。其实不然，那只不过是一座海拔百余米
的低山。可为什么会以“云中”来命名呢？这与当地一个传
说有关。

二都主峰大湖仙，又名大湖山，海拔近1200米，山顶凹陷
成湖。现在是为干湖，但据传，古时却是湖水充盈，微波荡
漾。其时，一对雌雄大蟒在湖中修炼，日久成精为龙。是时，
奉上苍之命，于大雨滂沱之日，随山洪入江出海。不巧的是，
山洪暴发之时，恰逢龙后分娩时辰，因而耽误了最佳的洪峰
时刻。末了，只得随尾水而下，无奈途中滞留于二都平洋。
上苍念其多年的修炼，更褒其为亲情而抛弃前程的美德，便
赐其云雾护身，云天为家。

从此，山低地平的二都平洋，经常是云雾飘缈，雾气如
纱。所以，古道之北有溪号“昙溪”，此“昙”不做“昙花”解，而
是“云彩密布”意：古道之南有地名“云中里”。如此环境，立
于古道之巅，望周边云飘雾绕，古道自然成了“云中路”。

因此传说，二都之地还派生出“厚龙”村名、“云龙”乡名
和“龙首岗”崖刻、“龙洗爪”景观……乃至古道经过的村落也
被命名为“云中村”。古道旁有一块高约5尺、宽近2尺的古
石碑，刻着“云中路”三大字。旧县志特别记载了这块古碑。

状元捐修样榜路
相传，宋时三都学子许将于嘉佑年间上京考试，一举成

为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当初以及之前多次赴省参加
乡试，走的都是这条古道。云中路岭头隔门一排木扇叠板房
屋，也是三都人开的饭店客栈。同是三都人的许将一定光顾
于斯，留下美好记忆。而崎岖难行的古道给他留下的也许是
太多的艰难感受。故而，他出仕后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捐银重修古道路面，使之成为了一条十分规范的古道样
本。

千百年来，云中路古道一直成为县内南来北往的重要通
道。尤其是闽清腹地的“都里人”，要去府城县市，大多走得
就是这条云中路古道。尽管上世纪30年代，县城至六都就通
了“梅湖公路”，但因路况差，车辆少，云中路古道的交通功能
几乎没有下降。到了上世纪60年代，虽然公路运输有所改
观，但许多人为了省车费，依然选择走这条捷径。后来，随着
公路运输逐渐发达起来，云中路古道才渐趋荒废乃至消失。

如今，只有云中路一段数百米长的古道有幸还保留着当
年古道样本的风貌，也因此显得十分珍贵。古道路面为石
砌，铺砌路面的石头，不管大小方圆，无论河卵山石，皆可物
尽其用，各得其所。稍大扁平的铺于路中央，一路平展延伸，
犹如一条脊梁骨，就象是当今公路上的主车道，人马行走其
上十分自如；偏小畸形的砌在路两旁，并铺成中间隆、两边低
的“目鱼脊”形状，既利于排水，又便于相向而走的人互相避
让，相当于公路中的副车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路线
偏陡，却少有台阶。其原因是可以减少使用规整的条石用以
修建台阶，所以，只要能用坡路过渡的就不设台阶。古道的
又一个特色是石磴多。古道经过之处，凡遇溪涧沟坎，大多
铺设石磴，而少有架设桥板。其考虑的是，石磴经久耐用，而
桥板则易腐易毁。根据古道跨越水面的宽度来设石磴数，有
一步磴、三步磴或十多磴的。

总之，从材料的应用，到路面的修建，既体现前人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的思想，又可看出他们“简约与实用”的智慧。
更重要是，人们每每见到那既简朴又规范的古道遗存，总会
念想着状元许将热爱家乡、回馈父老的美德与善举。

朱熹望碑作趣联
闽清旧县志“名胜志”记载：“云中路亭，在二都。亭畔有

碑，刻有‘云中路’三大字。”可是，这“云中路”石碑的镌刻年
代却未见记载。不过，有一段“朱熹望碑作联”的趣闻却能推
测出石碑的大致年代。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朱熹避伪学禁而入梅游
学说道。其间，游历了闽清的许多山水名胜，留下不少诗句
题刻。一日，他与几位友人欲往闻名已久的白岩山揽胜。

从城关前往白岩山，云中路是必经之道。当其一行路过

云中路亭时，便驻足休憩，兼览风光。亭畔的“云中路”石碑
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观察着此处并非高山大川，怎么能有
如此气派的名字？一时间，诗家的灵感迸发而出，随口吟道：

“此间若是云中路，我等居然天上人！”友人抚掌称妙：“今日
我等就权当一回天上人吧！”过后，有人将朱熹吟句制成趣
联，挂于云中路亭中。从此，人们有去云中路，都戏谑称：“去
当一回天上人哦！”云中路也因此平添了不少的文化色彩。

数百年间，这幅趣联与“云中路”石碑一直相映成趣，濡
染着人们的美好梦想与精神世界。可惜到了“文革”时期，这
美妙的文化遗存竟被视为“四旧”而捣毁。风潮过后，时令转
暖，被当做铺路石的“云中路”石碑有幸又重新树立在亭畔。
遗憾的是，朱熹的趣联一时未得复制，路人也就无缘再“当一
回天上人”了。

仙岭亭里仙君庙
云中路亭，俗称仙岭亭，位于古道翻山过岭的岭头山

隔。此处居高望远，凉风习习，是休憩乘凉的最佳位置。
关于云中路亭的建筑历史，据说，至少有过三次大的修

建。最早的亭子是比较简陋的土木结构，两面土墙平行跨路
而立，亭内依墙设两排坐台，供行人休息，上覆人字撇瓦面，
但建成的时间已无从考证。第二次修建的是一座青石神龛，
状若小庙；承建石匠于竣工之时特刻一只石炉赠送之，炉上
镌“咸丰庚申年；仙游卢菊发赠”字样，可见建成时间是1860
年。第三次修建的就是现存的木结构的飞檐翘角的亭子，并
将最早的两面土墙与青石神龛包容其内，构成一个整体；亭
内神龛上方悬挂有一木匾，落款时间“同治丙寅年”，即公元
1866年，由此推测，第三次修亭的时间应不迟于此。

从建筑角度来看，现存的云中路亭是一座精典的古亭建
筑。亭子立地约摸6米见方，主体全木结构，由16根木柱分4
组立于四角，撑起整座建筑物的重量；4组木柱顶端由梁枋穿
连成一个整体，整座亭子的骨架受力均衡，稳定牢固。亭顶
为单檐歇山顶造型，瓦面宽大如盖，飞檐翘角，曲线优美；屋
脊两端燕尾高扬，中间泥塑彩色双龙抢珠。南北两侧夯筑土
墙，应是早期亭子的承重墙被保留下来；东西两端设门洞、窗

棂，与古道走向平行。路人既可入亭稍息，亦可绕亭而过。
整座亭子比例匀称，造型美观，是古道上一处让人赏心悦目
的景观，更是一个休息去暑、躲避风雨的好处所。

也许是亭子给予人的恩惠实在是太多了，即使在“破四
旧”那样荒唐的年代，也没人敢对其大动干戈，只是墙体木部
被拆，主体结构并无大碍。如今早已修缮完好，恢复如初。

除了精美的建筑和实用的功能，亭子的另一个特点是亦
亭亦庙。原来，亭内南侧藏着一座青石砌成的精致神龛，龛
中祀“五显灵官长生大帝”。青石龛顶雕凿成屋顶状，屋檐微
翘且外挑，可防雨去水，又有模有样。可见，当初青石神龛就
是一座单独完整的石制小庙，是后来建亭时，设计师巧妙地
将石庙包揽在亭中，使得亭庙相融，浑然一体。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正因为这亭中有仙，所
以“云中路”才又称为“仙岭”。如今，仙岭的信众遍及各地，
乃至海外。仙岭庙宇建设也逐渐扩大为一处完整配套的建
筑群。每逢秋高气爽、神诞之日，仙岭熙熙攘攘，戏曲笙
歌，人来车往，煞是热闹。

云中路上孝女情
在云中路古道交通鼎盛的清代，这里曾经演绎着一

桩既平常又不凡的孝女故事。
说的是此去西南20里路，就是六都溪头埔清朝道光

乙未年进士张鸣岐的家乡。张鸣岐考入进士后，历任江
西省武宁、德安、丰城、新淦、玉山等县知县，后署九江建
昌分府。任上多有惠政，当地百姓为之立生祠（相当于现
今的纪念馆）纪之。后告老还乡，在溪头埔安度晚年。

张老爷为官一生，退休后别无奢求，唯有一个嗜好
——爱吃鲜鱼。没有鲜鱼下饭，索然无味，饭菜不思。其
虽然有三个儿子，且子孙成群。但他们各有事业，各自奔
波，竟无法满足老父的这个需求。

此时，张老爷两个出嫁在二都台鼎村的女儿虽然也
不是清闲之人，而且也有了一定的岁数，但却主动承担轮
流为老父买鱼送鱼的事务。她们在与娘家人约定的时间
里，大清早步行往20里外的县市江边，买好鲜鱼即刻返
回，送往云中路。此时，娘家来人正好也会走到了云中
路。来人接过鱼后赶回溪头埔，还来得及煮熟给老爷子
下午饭。

为老父买鱼送鱼，本是一件小事平常事，可是常年以
轮流接力的方式坚持下来，就是一桩难事不易事了。何
况俩姐妹还是家有老小、家务缠身之人。此事最先感动、
深有体会的当然是张老爷自己。其时，年迈的他身无长
物，别无褒奖，遂作一首诗以赞曰：“后先姐妹嫁台庄，孝
敬爹娘胜弟昆；生女勿悲男勿喜，于今始悟古人言”。

此后，云中路上“接力送鱼偿父欲”的事迹一直在乡
间传颂着。这首别有新意的《赞女诗》随之在民间传扬开
来，尤其是对重男轻女的旧观念是一种最好的批判和冲
击，因以久传不衰。

不意间，云中路古道又孕育了一桩至孝美德的实例。
千年古泉惠众人

闽清旧县志关于“云中路亭”条下记载：“亭下石井有
清泉一泓，饮之沁人心脾。”这里所指“石井清泉”，当地人
俗称“清水涸”，是一处千年不干涸的神泉。关于“清水
涸”的来历，村里都传颂着一个故事。

话说斯地古时没有水源，取水要到远处去挑。故村
民用水极为节省，甚至几近吝啬。

那年夏天，又逢干旱，水更显得金贵。一天，骄阳似
火，正值午时，一位过路老翁口渴难忍，进村欲讨一碗水
喝。谁知连讨三四家，人们不是摇头就是摇手，有的干脆
闭门拒之。最终，还是一个老妪动了测隐之心，给老翁一
小碗水止渴。同时告诉：“别怪村民过拒绝，实因本地太
缺水。”老翁知道缘由后，遂说：“待我为之掘一泉，村民从
此不愁水。”说毕，便用手中拐杖在路边树下凿出一土
壑。只见立刻清水汩汩，土壑变成清水涸。老翁嘱咐道：

“此处接地气，喝水兼歇憩；清泉宜公用，愈舀将愈旺。”说
罢，沿古道扬长而去。事后，人们都说，那是土地公（福德
正神）化身显灵，来此赐福布德的。

说来神奇，这古道之旁的“清水涸”，果然如老翁所言，越
多人来舀，泉水越旺，水也越清；而且水质甘甜，沁人心脾。
许多人说，天热中暑，或心烦身燥，只要赶到“清水涸”，喝上
几口泉水，人顿感神清气爽，身轻体舒。上世纪七十年代，更
有真实的例子，一老人弥留之际，已难进食，仅靠喂水维持。
可老人却要求喝“清水涸”的水。但时值农忙，家人因人手
紧，便就近在另一口也算上好的井中取水。谁知水一入口，
恍惚中的老人竟示意有假。既惊奇又内疚的家人立马放下
其他事，赶往“清水涸”取水。此水入口，老人即表示满意和
认可。喂着“清水涸”的水，老人又驻留了一星期才安详地走
了。

这许许多多对“清水涸”的神奇描述与点赞，其实都只是
来自于当地人。而多少匆匆而过的路人得到“清水涸”的恩
惠，却不得而知。不过，从“清水涸”被旧县志“名胜志”一记
再记的情况来看，可见其早已随着路人的传播而名扬四方
了。

比如，旧县志还记：“清邑人黄熙朝、张乃瓒募建”石井。
所谓石井，就是用杂石为“清水涸”砌了井沿和后坡，以防止
泥水混入井中。如今，井沿已经改成砖混结构，但后坡依然
保留着旧模样。看似粗糙的旧后坡，却有一处让人感动的构
造——在人们伸手可及的地方，砌有上下两块扁平的石头凸
出，构成橱屉状。其间恰好放置一只带柄的竹筒，既方便路
人取水饮用，又保持竹筒的清洁干净。云中路古道上处处人
性化、大众化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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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团

山海情怀 赤子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一）

□福建日报记者 兰锋 郑昭 林蔚 单志强

卫生和人口之窗卫生和人口之窗

1.怎样成为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如果您的年龄在 18-45 周岁、身体健康、志愿捐献造

血干细胞，可与所在地红十字会联系报名。到指定地点抽
取 6-8 毫升血液，经 HLA 分型检验后，把所有相关资料录
入中华骨髓库的计算机数据库中。这样您就成为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志愿者了。

2.捐献造血干细胞有报酬吗？
建立资料库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求，提倡向社会奉

献。根据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和各国骨髓库的惯例，捐
献造血干细胞是自愿无偿的。

3.何时能实现捐献造血干细胞？
18-45 岁，身体状况符合献血规定的人可以报名成为

志愿者。你的资料入库后，只有与患者的配型相合后，才能
捐献。这个等待时间最长到 55 岁。献血的同时就可以成
为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因符合志愿者的健康条件与
献血者的相同，献血的同时留取 6-8 毫升血样很方便。

4.如何采集造血干细胞？
由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通知捐献者到指定的采集地点

进行采集。体检合格后，捐献者应在采集中心连续四天注
射细胞动员剂。之后才是进行采集。主要是通过细胞分离
机将造血干细胞从血液中分离出来，而其余血液将从另一
管道输回捐献者身体。一般说来，100-150ml 的造血干细
胞混悬液就能挽救一个患者。

（闽清县卫计局 闽清县红十字会宣）

捐献造血干细胞指南

闽清县五交化公司座落在梅城解放大街110号一
层临街三开间约150m2，现公开招租（空店），有意者请
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至 20 日止到闽清县五交化公司报
名、咨询有关事项。

咨询电话：22372990
手机：13609536703 13295918876

闽清县五交化公司
2017年7月12日

招 租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