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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镇
梅城镇

梅溪镇

云龙乡
白樟镇

金沙镇

白中镇

池园镇

上莲乡

坂东镇
三溪乡
塔庄镇

省璜镇

雄江镇
桔林乡
东桥镇

下祝乡

活动时间
2月5日(正月初五)

2月5日（正月初一）

2月6日（正月初二）

2月7日（正月初三）

2月7日（正月初三）
2月6日（正月初二）

春节期间

春节期间

2月5日（正月初一）

2月6日（正月初二）

2月5日（正月初一）

2月6日（正月初二）

2月7日（正月初三）

2月7日（正月初三）
2月6日（正月初二）

春节期间
2月5日（正月初一）—2

月7日（正月初三）
2月6日（正月初二）
2月6日（正月初二）
2月6日（正月初二）

1月28日

2月19日（正月十五）

活动项目
游园活动
猜谜语
写春联
闹花灯

兵乓球比赛
舞龙活动

象棋比赛

门球友谊赛
乒乓球比赛
门球比赛
象棋比赛
篮球比赛

门球友谊比赛
气排球友谊比赛

春节猜谜语
写春联
猜谜语

辅导站舞蹈
京鼓班吹拉打唱

乒乓球比赛
京鼓班吹拉唱闽剧

象棋比赛
辅导站舞蹈表演

上寨、莲埔、新村腰鼓队表演
象棋活动

猜谜语、游园活动
“十月八”文化节系列活动

篮球比赛

游园活动
象棋比赛

下象棋、写春联
“节俭过年·文明过节·廉洁

过节”宣传活动
“喜闹元宵·活力下祝”广场

健身舞活动

活动地点
梅城镇综合文化站

渡口村
江滨公园
上埔村

上埔村老人会
江滨公园

渡口村老人会

台鼎公园
白樟镇综合文化站

金沙镇老人会
金沙镇老人会
白中镇黄石村
福斗村门球场
井后村气排场
老人会楼下
老人会楼下
老人会前

上莲乡文体活动场
尊老院

老人会三层
尊老院

老人会三层
乡文体活动场
各村活动场

坂东镇综合文化站
三溪乡文化广场

塔庄镇街道

待定

梅雄村文化服务中心
后洋村文化服务中心
东桥镇老人活动中心

下祝乡政府大院

下祝乡中心小学

负责人
苏国清、黄友莺
毛宪霖 林兆荷
蒋金凤 陈月英
林雪梅 张丽香

毛忠榕 吴合清 毛宪霖
陈小芳 李水英 毛小琳

张辉（象棋）陈锋、黄小英（辅导站）郑
东平、张丽香（建兴场）黄家灼、黄圣利
（新民场）毛忠榕、温若媚（上埔场）

卓友煜
严学明 陈玉娇

林良旺
林良旺
林长青

刘必榕、詹丽清
吴清林、邱营珍
方孝群、黄亨广
方孝群、黄亨广

范桂淮
范桂淮
范桂淮
范桂淮
范桂淮
范桂淮
范桂淮
范桂淮
刘雄杰
吴寒凌
吴容珍

黄忠鑫

陈崇敬、杨俊建
黄宗俱
刘强森

张 泳

张 泳

各乡镇2019年春节群众文体活动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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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江涛雪韵十人书画展

闽清县迎新书法作品展
迎新年画展

宋元陶瓷印记展
当代陶瓷典藏展

迎新年老少书家义务写春联

免费书法培训

登山健步行活动

春节新书展借
“中华传统佳节”图片展

网络书香过大年

福州“十邑春晚”

三下乡启动仪式

义写春联
名家课堂之吴东奋花鸟技法讲座

新春喜乐会

群文活动图片展

文庙猜灯谜
当代花鸟名家吴东奋作品邀请展

迎新春画展
2018年度“优秀志愿者”评比

“故事妈妈”大比拼

“实施乡村振兴 共享幸福生活”新
春走基层文艺下乡演出

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

庆元宵文艺晚会

元宵庙会
县羽毛球邀请赛

“快乐乒乓”乒乓球比赛

时间

2018年12月30
日-2019年1月25日
1月1日—1月31日
1月1日—1月31日
1月1日—2月28日
1月1日—2月28日

1月16日

1月19日—1月23日

1月27日

1月30日—2月19日
1月30日—2月19日
1月30日—2月19日

1月中旬

1月底

1月下旬
1月25日—2月19日
2月5日（正月初一

上午10:00）
2月5日（正月初一

上午10:00）
2月5日

2月5日—3月31日
2月5日—3月6日

2月9日
2月9日

2月12日—2月20日

2月17日—2月18日

2月19日晚19:00

2月19日晚19:00

春节期间

地点

县美术馆

县美术馆展厅
县博物馆一层展厅
县博物馆二层展厅
县博物馆三层展厅

坂东镇

县美术馆

梅城森林公园

县图书馆借阅室、少儿室
县图书馆一楼大厅

县图书馆二楼电子阅览室

福州市工人文化宫

白中镇

县美术馆门口
县美术馆

县乃裳广场

县乃裳广场

县文庙
县美术馆展厅

县博物馆一层展厅
县图书馆亲子阅读区

一楼大厅

各乡镇

福州花海公园

溪口江滨生态公园

县文庙

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二楼

主承办单位

闽清县美术馆

闽清县博物馆

主办：市少儿图书馆
承办：县图书馆

县美术馆
主办：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协办：县登山协会

县图书馆

主办：县委宣传部
承办：市电视台
协办：县文化馆

主办：县委宣传部
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承办：县文化馆

闽清县美术馆

主办：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承办：闽清县文化

闽清县博物馆
闽清县美术馆
闽清县博物馆

闽清县图书馆

主办：县委宣传部
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承办：县文化馆
主办：福州市委宣传部
承办：闽清县委宣传部
协办：闽清县文化馆

主办：闽清县委宣传部
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承办：闽清县文化馆

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负责人

陈翠萍

林跃先

黄建明

陈翠萍

刘贤兵

黄建明
陈彦君
蒋迎春

洪华杰

刘景锋

陈翠萍

洪华杰

林跃先
陈翠萍
林跃先

聂晓林

黄惠萍

洪华杰

洪华杰

黄惠萍

刘贤兵

闽清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文体活动安排表

老船工刘钦顺带大家来到一座老屋里看
旧船板。在厅堂上方的梁枋间横着一副硕大
的船板，长度连跨三间房屋。老人说，船没用
后，大部分被拆后当柴火烧了。这是村里唯
一留下的一副舟午船船板。现在再去找这么
大的材料已是很难了。看着破败不堪、摇摇
欲坠的老屋，可想而知，船板的岁月也是令人
担忧。笔者边为船板拍照边想：如今到处是
如火如荼的“美丽乡村”建设，怎么就冷落了
这座老屋和如此古韵深意的老船板呢？

在感慨中，又来到了展示有缩小版舟午船
的“楼厝”。同样是古民居，“楼厝”的命运就
大不一样。这里已修葺一新，古厝新姿。据
说是“楼厝”的后裔包括钦顺老人等自发集资
修缮的。“楼厝”就是撑船造船世家的发祥
地。今天应约在此等候的还有另一位老造船
工刘钦淡（时年80岁）。

通过访谈，知道其父亲刘梓华就是造船
师傅，他是打小跟其父亲学造船修船的。几
十年的造船生涯，不知修造了多少艘的船。
他同样收藏有一工具箱的造船工具。应大家
的要求，老人打开尘封的工具箱，将其中的宝
贝一一掏出来，一时看得眼花缭乱。笔者遂
草草地将其分类摆放，竟占满了一个厅堂。
当时只能匆匆拍下照片，事后数来竟有大几
十件。钦淡老人还拿出一本造船的草图薄。
一页页地翻开，虽然十分潦草，凭着笔者学工
科时机械制图的老底，依然能看出几分的门
道。正想细细琢磨一下图纸，突然，手机铃声
响起。一看是妻子的电话，未通话已有一种
不祥掠过心头。果真——岳父不等我半天的
时间，已撒手西去！就这样，在自己的一生中

应该不会再有第二次的状况中结束了半天的
采访。同时，也在心中埋下无人知晓的深深
遗憾和痛楚！

话归正传。在接下来几个月的采访中，
接触了县内外数十名老船工，每每都要问及
鼠船填缝堵漏的材料。但竟惊人的一样——
只知其是“榕皮”，不知其是何树种。难道“榕
皮”真成了一道解不开的谜？不久，刘小明同
志传来喜讯：其父亲已联系上了古洋的亲戚，
而且也找到了那种“榕皮”的树。谜底就要解
开，即刻安排次日前往采访。

2017年9月21日，采编组一行由刘小明
同志带路，驱车直奔闽侯县鸿尾乡古洋村。
古洋村虽然海拔也就在100米上下，但村子
却是深处在重重大山中的一片洋地，故以

“洋”为村名。这里空气清新，静谧安详得犹
如世外桃园。因有预约，很快就接通了小明
亲戚的手机——他已到路旁等候。

小明的亲戚吴枝飞(69 岁)说，卖“榕皮”
是其前辈的事。只是他小时候听大人说过

“榕皮”很值钱，是闽清人造舟午船必须用的一
种材料。说着话就走近了“榕皮”的树。一眼
望去，那是三株鹤立于一片小树林中的古树，
而且还真像是天杉（柳杉），笔直的树干，青翠
的枝叶。近前一看，树干上挂着古树保护
牌。三株古树胸径分别在 1.8—2.6 米之间，
树龄分别在 131—171 年之间。从古树保护
牌上终于揭开了一个几近失解的历史之谜：
所谓“榕皮”树，原来是国家保护的濒危树种

“水松”。就因为闽清话“松”与“榕”谐音，使
得“水松皮”成了“水榕皮”，简称“松皮”却成
了“榕皮”，甚至还有人称其为“羊皮”。至于

为什么闽清人造舟午船非要用其做填缝堵漏
的特殊材料，那一定有其科学道理。

在此后采访老船工的过程中，笔者无一
例外地继续询及舟午船填缝堵漏的材料。他
们都只能讲出是“榕皮”。闽西北的闽清老船
工甚至清晰记得“榕皮”大多从家乡购买后带
去；如果一时缺货，也有临时用竹丝或布条来
替代，但只能凑合用一段时间就漏水了。可
是，时至今天，就是没有哪位能说出“榕皮”的
真面目。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刘钦顺、刘
小明父子和吴枝飞先生的热心帮助，也许“榕
皮”还真成了一个历史之谜。真感谢他们！

2018年1月30日，安仁溪村籍的退休干
部刘友晃（67 岁）又接受了采访。友晃先生
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虽然不是专业撑船人，但
出身在撑船世家，对村里的船运历史有较深
的了解。他知道村里有大几十人是撑船“走
上府”的，其中有半数是艄公。他的父亲刘孝
老就是走建宁、泰宁、建瓯一带的艄公，也是
村里龙舟队的舵手。安仁溪龙舟队历来在闽
江一带就小有名气，其中，1965 年端午节全
县龙舟比赛，安仁溪村有两艘龙舟参加，双双
夺得冠亚军。这荣誉并非轻易就能拿到的，
而是安仁溪村具有一大批优秀的船工水手和
悠久的船运历史做为支撑的结果。

他说，安仁溪村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家
家有置船。置“矮波”船是为了走闽江，置舟午
船是为了走“溪尾透”航线。“溪尾透”航道偏
窄，所以安仁溪鼠船造的比“都里”的舟午船窄
两寸。“溪尾透”岸边山上是大片的杂木林，
舟午船从那里下水可以运22担柴（大多用于出
售）。在集体化时期，这种副业优势，为安仁

溪群众增加了不少经济收入，因此，大部分人
日子过得滋润，胜人一筹。

他还说了许多船史典故。如南平因船运
而产生的“日受千人拜，夜点万盏灯”的典故，
福州洪武道与朱元璋的故事，陈友谅与刘伯
温的故事，等等。

为了补充造船工具名称，在谢能用秘书
长的安排下，造船工刘钦顺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再次接受采访。他对着几十幅造船工
具照片，逐一说明名称与作用。并对舟午船结
构部位做进一步讲解，他对舟午船的熟悉几乎
达到庖丁解牛的程度，他依然用闽清话有条
不紊地说着，笔者只能按谐音艰难地记着，如

“通梁”“铲”“头中枋”“尾中枋”“头貌”“尾貌”
“头关腹”“尾关腹”等等。造船工具的名称一
如这样。关于造船的技术诀窍，钦顺老人说
了这么一句谚语：“细木差分，大木差寸，做船
尺寸无处计算”。主要说的是造船样式是由
师傅水平决定的，难以“凭谱画葫芦”。

钦顺老人说，这次县里大张旗鼓地收集
闽清“鼠船和米船”历史资料的行动使闽清的
船出了名声，连落地东桥的“瓷天下”旅游公
司也看上了闽清船。前段他受公司聘请为之
造 了一艘“闽船”，接下来可能还要造鼠船和
米船。但愿闽清的“舟午船和米船”能够在新
时期、新领域发挥新作用！

到此为止，初步展现了安仁溪村船运史
的特殊性和代表性，为《闽清舟午船和米船》的
采编提供了丰富内容，起了重要作用。（完）

采访闽清船运专业村“安仁溪”的前前后后
○ 张德团

（一）
尘世无缘我便休，且邀明月上高楼。
空笺可绘千江雪，卮酒宜销万古愁。
迹远不消言缓缓，情疏何必意幽幽。
人生百岁须臾过，折取梅花共白头。

（二）
临窗听雨又逢秋，尘世无缘我便休。
情寄诗书归淡泊，魂牵山水解烦忧。
闲吟芳草存知己，漫数星辰爱自由。
似此平生诚所愿，清愁千古一壶收。

（三）
深院梨花新酿酒，隔窗寒月映冰瓯。
浮生有梦歌犹在，尘世无缘我便休。
检点愁心随雁去，弃捐秋恨逐波流。
沉吟落笔成佳句，千里诗怀入韵收。

（四）
霜天寥廓连秋草，落木疏篱景更幽 。
山外斜阳人似旧，长空过雁影难留。
蓬莱有路情犹误，尘世无缘我便休。
怎奈凉风不解意，频吹残梦到西洲。

（五）
旧苑重游苔色碧，蓬窗斜影月当楼。
萧萧梧叶风前落，寂寂秋霜眼底收 。
乍拾清欢醅浊酒，且辞惆怅望江流。
浅情何必空相守，尘世无缘我便休。

冬日书怀
○ 陈孝贤

冬临又见雪霜降，一扫云烟万里尘。
山着丹青浓彩艳，村披银白素妆新。
松争绝壁翠方盛，梅占小园香自纯。
玉宇长天腾瑞霭，澄明共享暖如春。

七 律

尘世无缘我便休
○ 陈碧辉

风卷走了叶子
留下一树光秃秃的凄迷
没有人能听到树的叹息
也带不走记忆里的苍翠欲滴

雾迷上了山谷
模糊了深深浅浅的足迹
谁都懂大地心中的往事
依稀不了追梦人前行的轨迹

四季轮回，风雪雨晴
树最柔软的心底
地最坚实的肩臂
永远都温馨而厚实

偶 思
○ 余兆铿

换了新手机，需要原有手机的ID密码，尝试了所有可
能的号码，愣是不对，当“帐号与密码不匹配”这样的字眼再
次映入眼帘的时候，我彻底死心了，决定重新注册。在设置
新密码时，我用了我认为最能记得住的号码，并在
心里得意地告诉自己，这次肯定忘不了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可悲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密码再次被我遗忘，一遍又一遍的尝试终
又无果。自己不会弄，还得请人重新设置账号。
当时人家问我，密码记住了没？我说记住了。可
是，过了几天，我又把密码忘记了，输入几个号码
都不正确，原因是各种密码装在脑海里，记混淆
了。不仅如此，手机银行因为忘记密码怎么也打
不开，只好废弃不用；淘宝密码，QQ密码，邮箱密
码，银行卡密码甚至是保险箱密码，如此之多的密
码我都要一次次厚着脸皮问他，所幸他是跟数字
打交道的，每每我为密码抓狂的时候他都能给予
我正确答案，也因为如此，我便没有了要把密码记
在笔记本上的习惯。

久而久之，我的所有密码便简单到只由那几
个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而他更是不用多想就能
开启我所有自认为的私密空间，人生从此由隐秘
转而透明。

我没有感觉到季节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一个
剧变的时代却悄然来临，我们进入了一个密码生
活的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密集型数字，人们对它的称谓毫无感情色彩，叫
数字化时代。大量密码的使用便是数字时代的衍
生物。密码充斥着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

经常会收到类似的提示：您的密码太过简单，可能会影
响您……的安全，建议您重新设置密码，最好不少于多少字

符……等等等等。那时，我便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原来，
设置好并牢记这些索然无味的数字，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保
护，是那么的义不容辞，刻不容缓。

密码生活时代，我们依靠密码来保护我们的安
全，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讲，我们究竟有多少东西
值得我们如此用心良苦？密码锁住了我们什么？我
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精神？还是我们的
财富?实际上，我们的密码，很大程度上是对别人的
防范和对自我的认知，防范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看
不见，认知就是对自己的爱和肯定。就像衣服一样，
我们穿上衣服，一是为了取暖，二是为了不让人看到
他们不应该看到的地方。即使是高温天气，我们也
必须穿好衣服出门。谁都知道，人人都有隐秘部位，
没什么好奇怪的，也没什么好看的，可偏偏就是要挡
住那块地方。这说明，我们之所以要挡住它，是因为
它有个属性问题和权利问题，它是属于自己的，自己
的就有保护它的权利和义务，不管它们是否会遭到
别人的侵犯与干预，我们都不能将其公开在适合隐
私之外的任何场合。这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
自己的尊重，更是对人权的尊重。其实，衣服就是我
们最常见的密码，而内衣则是核心密码，密码本身是
秘密，密码锁住的更是秘密。

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我们都不能在透明的状
态下生活。社会要求我们把个人生活中的许多东西
都用密码的形式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让自己在隐
秘之中享受生活乐趣，也许，隐秘中的乐趣更接近快
乐的本质。因此，密码的存在，就天然地给我们的生

活罩上了一层悬挂于普通之外的神秘色彩。
只是，从此像我这样丢三落四健忘的人便要为密码狂

了……

我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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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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