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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 月27日，《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一
行前往当年米船终点站——福州台江码头一带采
访。由于事前与台江区政协、台江区方志办和闽清县
政府驻榕办有了充分的联系、沟通，故采访进行的有
序、紧凑。

第一站是闽清会馆。事前，采编组就对闽清会馆
的史料进行一些前期了解，获知当年来自闽北的闽清
米船与福州闽清人经营的米行密切相关，而经营米行
的商人之家——福州闽清会馆自然是本次采访的重
点。但在现有县内的史志中却缺少文字记载，就连图
片资料也没有，反倒是民间对“闽清会馆”有着广泛的
认知，闽清人多简称其为“闽清馆”。在之前的调查
中，老人们说，过去“闽清馆”不仅是福州闽清商人的
家，也是闽清人去福州的家。只要找到“闽清馆”，就
有借宿的地方；一时未卖出的山货土产还可以临时寄
存在“闽清馆”。“闽清馆”，对于采编组来说，成了既熟
悉又神秘的地方，因此，未见其物，心已往之。

9时许，采编组与等候于路旁的台江区政协教科
文卫体委主任石丽钦、苍霞街道主任郑文清及有关同
志会合。经指点，路边百余米处即是“闽清馆”。但见
那是一处青砖建筑物，屋顶矗立一排“福建省屏山画
院”大字。近前是一个侧置于围墙间的大门，门额依
然是“福建省屏山画院”字样；门侧墙上的门牌号为

“三保街115—8号”。闽清县政府驻榕办钱锦花同志
开门热情迎接了大家。

进入围墙，方知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
两侧外墙窗户采用“百叶窗”式，颇具西式建筑风格；
正面窗户却是石制方框，配以铁柱栅栏，乃传统中式
结构。外墙侧面镶嵌有台江区人民政府于1991年10
月立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区政协石主任、街道郑主任很熟悉这里的情况。
经介绍知道，眼前的“闽清馆”是前些年在旧街区改造
中易地移建于此的建筑，现借给“福建省屏山画院”使
用，馆舍里摆满了各种字画。且移建后建筑是原样的
缩小版，即由原来的千余平方米缩小到现有的400多
平方米。但原建筑物的主要构件、材料均以“标号重
装”的方法移植过来，如，正面一二米见方的墙脚大石
板，巨大的石制门框，大门上方镶嵌的“梅邑会馆”青
石牌匾，左右小门上方的“护国”“佑民”青石牌匾，还
有主体建筑的青砖、石料也大都使用原来的旧材料。
大厅内的一对长3.2米，径0.67米的青石龙柱最为精
致，青龙盘柱翻腾，间以如花云朵，龙体龙须镂空，雕
刻玲珑剔透，是少见的镂空石雕艺术珍品。两根龙柱
上还分别刻有“同治丁卯年”“虎邱黄公建”字样。从
中可知“同治丁卯年”是公元1867年，应该也是“闽清
馆”的始建时间，但“虎邱黄公建”一时无人知道指的
是什么人。有人说，可否断读为“虎邱”“黄公”“建”，
那“黄公”应是黄乃裳了。经查，黄乃裳出生于1849
年，至1867年虚岁才18岁，应该非其所建；如断读为

“虎邱黄”“公建”，可理解为闽清黄姓人共同建的。这
倒是说得过，只是缺乏佐证，一时成了一个谜。

是时，台江区政协送采编组《台江开埠史话》《人
文苍霞》两本文史资料。其中对“闽清馆”如是记载：
馆址位于台江区帮洲新闽街71号，坐东朝西，建于清
同治六年（1867），占地约一亩，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
1250平方米，大门临街，为高大的青砖清水墙，大厅进
深约10米，厅口一对青石龙柱。内建有戏台、酒楼和
三座品字形三层鼎立的楼房，一座大厅及后两侧杂
房、厨房等。建国初为新闽小学使用（后迁走），建筑
基本保持完好。另在新闽街4号和道头亭后两处房
屋（曾为市纸板厂使用），也统称“闽清会馆”。现为区
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上记述的应该是原“闽清会馆”
的情况，且记述时间应在1991年以后至拆迁之前。

采访的第二站是位于白马河边的洪武道。洪武
道指的并非街道，而是当年米船卸米上岸的一个主要
道头。洪武道得名于明朝。因为当时朱元璋的水军
攻克福州时由此道头上岸，后百姓以朱元璋的帝号

“洪武”来给道头命名。又因迎接明朝文武官员由此
上岸而建了接官亭，即现在的“洪武亭”。现在亭下至
河边道头的宽阔石台阶还在。二层是供奉王爷神祉
的庙宇。采编组正在采访中，旁边两位年长者却听出
大家的闽清口音，主动搭话说，他们也是闽清人。经
交谈知道，他们名张汉卿（祖籍白中继善）、张和强（祖
籍坂东溪头埔），祖辈均是在福州洪武道旁万侯街开
行经商。因时间紧，只留下他俩的通讯方式后即告
别。

采访的第三站是闽江边的“美打道”旧址。“美打
道”也是一处米船卸米上岸的一个主要古道头，其兴
于明末清初，衰于上世纪50年代末。现已辟为江边
休闲步道，道旁立有一人多高的“美打道古址”石碑。
经介绍知道，旧时由此道头上岸的大米至少养活半个
福州城的人，因此，人们对此道头印象犹深。只要米
船一到，人们就互相传告“米到达”。因“米”与“美”、

“达”与“打”谐音，久之，该道头便成了“美打道”之名。
接着，又逐一走访了与闽清商行有关的街区——

“万侯街”“乃裳路”“后田街”。
不觉时间已近午，采编组遂赶往台江区方志办查

阅《台江区志》。台江区方志办陈祥榕主任、小何、小
杨等4位同志热情接待，并事先在资料室准备好了一
本第一轮的《台江区志》。但因时间短促，资料分散，
只好商借回一本《台江区志》，以便详细查找相关资
料。此时，已超过下班时间。

半天紧张而短暂的采访，台江区政协教科文卫体
委石丽钦主任自始至终陪同，既当向导，又是讲解，以
其成竹在胸的文史知识，让采访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从采访时带回的史志书籍中，又查找到许多有价
值的资料。

其一，1945 年 5 月，台江区公所下设 28 个保，其
中有一个为“闽清保”。这应该是闽清人最集中的地
方，方有此命名。当时的保甲制度是10户为1甲，10
甲为1保，由此可见，当时闽清人在台江一带经商的
应在百户上下。

其二，为纪念黄乃裳于辛亥革命时期在“万侯街”
“闽清馆”一带从事革命，光复福州。1947 年 5 月 13
日，经福建省政府批准，将“万侯街”改名为“乃裳
路”。“文革”时期，又改“乃裳路”为“新闽路”。现又恢
复为“乃裳路”。

其三，2005年6月，因后田、新闽一带拆迁，“闽清
会馆”被拆建。于2007年按原样缩小迁移到白马河
边重建（即现在所见到的建筑）。

另外，闽清在榕乡亲张和强陆续传来了鲜为人知
的相关情况。

一是其曾祖父张开棣民国时期在万侯街开米行，
被推举为闽清会馆第二任管理人。为便于看护管理，
全家住在会馆左边房间。直至解放后，因政策原因，
会馆收归当地政府，用于办“新闽小学”校舍。张开棣
一家于1953年元旦离开会馆时，特在会馆前拍“全家
照”留念。

二是闽清会馆在右侧200米许，还建有一个“保
安堂”，围墙内面积约数千平方米。主要用于闽清船
民（俗称“水船仔”）从闽北来福州途中因故死亡的暂
放尸体之用，然后再由会馆出资收葬。解放后，保安
堂被一度做为福州纸板厂第二生产车间。后又改建
成职工宿舍。1992年，闽清县开发公司将其拆建为
房地产。

三是上世纪90年代，闽清县政府讨回新闽小学
校舍，恢复“闽清会馆”。

四是经其本人初步回忆，民国时期在万侯街经商
的有：六都下杭人池复（履）章，开土产行；六都下杭人
池木金，开米行；十四都继善人张公豪，开虾油行；六
都溪头埔人张清泰，开锯木糠行；五都塔庄人刘庆坚
（坂尾人黄庆坚），开侨汇庄。

还从一些谱牒中查到与“闽清馆”有关的人和事：
林从坚，塔庄莲宅人，生于 1871 年的，清朝太学生。
20岁进入福州“长兴茂”纸行担任总盘（经营主管），因
忠厚老实，兢兢业业，成为纸行的顶梁柱，深受老板器
重，一直做到70岁才告老还乡。人们称赞“五十年老
板常有，五十年伙计难寻。”也因他的人品和热心，曾
被选为“福州闽清会馆”第一届理事会执行委员，兼任
福州商业帮公所理事，参与筹建“闽清保安堂”，为旅
榕乡亲造福。

综上所述，福州台江的采访才刚开始，采编组正
在多方联系，争取收集更多的相关资料。也期盼更多
的热心人士予以大力支持、帮助，提供信息。

《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 执笔人张德团

探访米船终点站——福州台江
人间最美三月天，不负春光与时行。3月4日，一场春

天里的盛会热闹地开始了，闽清县2018年“十八坂”商贸文
化旅游节坂东镇主会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另一边作为
分会场的塔庄镇阡陌盛世农庄和七叠温泉景区也如火如荼
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特色活动。

阡陌农庄的“珍奇植物科普馆”揭牌

“君临桃源寻逍遥，吾往阡陌当神仙”！“十八坂”主会
场熙熙攘攘，阡陌农庄分会场也是红红火火！随着闽清县
副县长陈婉霞，福州市旅发委党组成员、副调研员郑忠平
的共同揭牌，阡陌农庄“珍奇植物科普馆”正式开馆迎客。
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们还品尝了农庄内的各类农家小
吃，体验了手工打糍粑等活动。

据了解，阡陌珍奇植物馆位于景区入口处，该馆是福
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科研科教馆，主要研究珍奇植物繁育
等，是青少年植物科普教育的优良场所，珍奇植物馆主要
向游客展示珍奇植物、植物科普知识以及参与植物 DIY
等，珍奇植物馆主要展示的植物有食虫植物、多肉植物、芳
香植物、兰花和凤梨等。

闽清旅游推介会在七叠顺利举办
下午，借着“十八坂”商贸文化旅游节开幕与阡陌农庄“珍奇植物科普馆”

开馆之机，闽清县旅游局还在七叠温泉度假景区组织开展了闽清旅游推介会。
会上，郑忠平先生向七叠温泉景区授予“国家3A级景区”牌匾，接着闽清

县旅游局与福建福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携手推广宣传闽
清优质的旅游资源，注入文化色彩，打造具有特色文化的旅游品牌，提升闽清
旅游的社会认知度，推动闽清旅游业发展。

与此同时，与会嘉宾们也结合闽清旅游实际情况纷纷发言，为开启闽清旅
游发展新篇章提出了不同角度的建议与意见。会后，闽清县各景区代表也积
极与受邀前来参加本次推介会的旅行社业内人士沟通交流，寻求合作机会。

推介会上，闽清县旅游局局长黄利先生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和感谢。并表示，本次活动将进一步开拓福州及周边的旅游客源市场，密切
与福州及县际之间的旅游交流与合作，提升闽清旅游知名度，促进闽清旅游更
好更快发展。 （闽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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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会馆（原建筑）

闽清会馆正门（迁建后）

台江“美打道”道头古址碑

闽清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名下部分
店面，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竞租，现把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位置：闽清县梅溪新城锦绣闽江。
二、租赁物基本情况：闽清县梅溪新城锦

绣闽江8#楼2至7号店面（含2层复式）。2号
店面一层约140平方米，二层约70平方米；3
号店面一层约55平方米，二层约170平方米；
4号店面一层约77平方米，二层约65平方米；
5 号店面一层约 65 平方米，二层约 191 平方
米；6号店面一层约100平方米，二层约86平
方米；7号店面一层约52平方米，二层约52平
方米；

三、使用范围：汽贸类业务使用。
四、有意参加竞租的单位和个人，请随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梅城镇解放大
街世纪大厦八楼闽清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报名，并咨询招租其它事项。原则上仅作
为汽贸类业务使用，且不得破坏室内结构。

五、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下午4时止。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62301507

闽清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3月9日

招 租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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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县总工会女职工
委组织基层工会女职工干部到金沙镇
上演村和白中镇攸太村开展庆“三八”
党性教育活动。县总工会女职工委委
员；乡镇、系统及基层女职工委主任；
各乡镇工会女专干等 40 多人参加活
动。

当天，女职工干部们一行先来到
革命老区村——金沙镇上演村，参观
上演村革命历史陈列馆。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通过历史图片、遗留实物、解

说文字，大家深刻了解了上演村人民
的英勇革命斗争事迹。随后，大家来
到白中镇攸太村参观红色领航公园，
通过走红色长廊、看红色基地，接受党
性知识的熏陶和洗礼。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意识，提
高了女职工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激发广大女职工干部发挥妇女“半边
天”作用，在建功新闽清中争当排头
兵。 （县总工会）

县总工会组织女职工干部过红色“三八”节

本报讯 3月3日下午，县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联合新知识在县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举办主题为“英国利物浦城
市文化”的讲座，英籍外教克里斯
（Chris）授课，教授了常用的日常英语
口语，来自全县近80名英语爱好者参
加了此次讲座。

外教浅显易懂的语言、轻松活泼

的表情和同学们的积极参与互动，使
整个讲座氛围热烈而又温馨，给同学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次讲座丰富
了课堂内容，激发了同学们对英语课
程的学习热情，加深了同学们对西方
文化的了解，更多地接触纯正的英语
语言，促进了综合素养的提升。

（县妇联）

“洋教师”走进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诗华日报古晋 8 日
讯） 马来西亚砂州副首长
兼砂基本设施发展与交通
部部长丹斯里占玛欣指出，
政府当局计划兴建一条第
二主干大道，以让全砂各地
均全面为道路所衔接。

他说，是项道路发展计
划将分成3个配套。“配套一
的工程，将包括哥打三马拉
汉 到 罗 万 地 区 的 道 路 建
设。配套二的工程，则包括
诗巫遥到斯里阿曼及木中
地区的道路建设。”他续称，
该计划的配套三工程，则包
括格鲁布路及丹绒云顶路
到诗巫南兰地区的道路提
升。

他是在出席今早于古
晋帝宫酒店举行的发展砂
沿海大道讲座会活动的开
幕仪式时，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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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华日报诗巫7日讯) 马来西亚砂州教育与工艺研究
助理部长安华拉巴益医生建议，允许微型华小搬迁至其他人
口较多的地区，好让华文教育得以继续传承 。

他8日晚出席建兴小学的“创校90周年庆兼建校落成典
礼暨2018戊戌年新春团拜 ”时说，“华小为国家教育做出巨
大贡献，培育许多精英。砂州政府立场是，不论其规模大小，
我们都绝不会减少或关闭州内任何现有的华小。虽然政府
建议，让微型小学合拼，但并不多学校愿意这么做。”

他指出，砂州政府于去5月成立负责掌管教育的部门，说
明了政府非常注重州内的教育发展。而且，他补充，在过去
的10个月里，州教育部也进行了许多强化工作。

羡慕华社注重教育
“除此之外，我们也缺乏教英文、科学与数学科目的老

师。我们已与国内大学院校及教育机关讨论，表达了砂州需
要更多这些科目的合格老师，来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

他也表示，由于上述科目的教师缺乏，砂州的理科生人
数每下愈况，如今仅剩3%左右。

“身为土著，我非常羡慕华社特别着重教育，在推广教育
上华族具有崇高的坚毅和勇敢精神。”

对此，他指出，建兴小学建校90周年，便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该校经历了白人拉惹、英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
还原地不变，继续造育人材。

建议微型华小迁至人口稠密区

让华教继续传承

3月8日，梅城镇纪委组织全镇35名女干部职工开展“移风易俗巾
帼志愿者”活动，通过踏青、联谊、荣誉展示、签名、讨论等活动，畅谈移
风易俗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促进作用。图为女干部职工在
梅城森林公园进行移风易俗签名承诺活动。 （张淋 黄声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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