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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消息 《文化扎根》系列
纪录片首集《川流不息·诲人不倦》，当
地时间4月23日在柬埔寨首播。

该纪录片以华校为主题，制作团
队在柬埔寨桔井省川龙县中华学校实
地采访，分3集，采用影像方式向海内
外推介柬埔寨华校的历史、发展与展
望。

柬埔寨华文教育有百余年历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柬华文教育的黄
金时代，最多时华校超过200所。1990
年，华文教育在断层整整20年后，柬华
理事总会到各华侨华人会馆，先后成
立了“华校复课委员会”，柬华社独资
或合资开办的华校相继开学。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华校出现在柬埔寨各个
乡村角落。

《文化扎根》纪录片在柬首播
讲述华校历史及发展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消息 近日，
加 拿 大 卑 诗 省 内 陆 小 镇 基 隆 拿
(Kelowna)图书馆推出普通话语言课
程，成为图书馆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每
星期有30名学生参与学习。

该课程名为“Mandarin Mondays”
（周 一 普 通 话）由 Marianna Chen 和
James Stuart共同发起。Marianna从事
移民服务工作，她发觉，一些本土加拿
大人和中国新移民结婚，或是收养来
自中国的孩子，有学习普通话的意愿。

没想到课程一开，吸引了小镇各
领域的民众，包括高中生、商务人士、
老年人等。课程采取一对一和二对二

的辅导方法，学生和教师志愿者配对
学习。

Sam Fisher携妻女一家4口都来上
普通话课程，因为两个女儿都是从中
国领养的。他很高兴有这个课程，让
孩子们能接触中文、认识中国。经商
的他更认为学习中文对生意业务有极
大帮助。

在老师Sophy Shu的指导下，短短
3个月，原先零基础的Fisher能用中文
简单会话了。他说：“太棒了，我为自
己感到骄傲！” （福建侨报）

加拿大卑诗内陆小镇图书馆
推出普通话课程受欢迎

本报讯 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福建省旅
游发展集团和闽清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全福
游、有全福”万人游闽清暨闽清县旅游集散
服务中心开业活动。福建省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扬标、福建省文化
和旅游厅副厅长林守钦，县领导陈忠
霖、林燕青、陈婉霞、陈峰出席了活
动。

上午9点20分，一辆高铁
缓缓驶入站台，省旅游发展
集团董事长陈扬标带领
200名中外游客乘环闽高铁
绿色出行到达闽清北站，县长
陈忠霖亲自到站台迎接全福游
环闽高铁旅行团，与游客代表在站
台欢迎墙前合影留念，并手举导游旗
带领中外游客游闽清。

出站后，陈忠霖带领各位游客一同参
加了由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运营管理的闽
清县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业暨闽清县全域旅
游直通车开通仪式，为闽清县旅游集散服务中心
剪彩，为闽清县旅游直通车首发团揭牌。随后，
陈忠霖带领大家参观了闽清县旅游集散服务中
心，向各位游客介绍了闽清县旅游项目和旅游特
色。

据了解，作为福建省旅游龙头企业，福建省
旅游发展集团将发挥集团全要素、全产业链资

源
，将闽清县旅游集散服务中心打造成为融旅游咨
询、旅游体验、旅游资源推广、旅游集散、交通换
乘、旅游预订、旅游商品展销、餐饮配套等一站式
旅游服务功能于一体、具有公信力的旅游公共服
务平台，并发挥其位于闽清高铁站的地理位置优

势，力争将其打造成为标杆旅游集散服务中心，
进一步提升闽清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切实解决旅
游最后一公里问题。

闽清高铁北站站长林承光对旅游集散服
务中心的建成开业表示十分高兴，“随着闽

清高铁北站客流量的不断增加，旅游集
散中心的建成方便了游客来闽清游

玩，实现闽清旅游游客总量、逗留天
数、消费总额三增加，而我们高铁

北站也会继续积极主动地大力
配合闽清政府，一起做好闽清

旅游，提升闽清旅游公共服务水
平。”

当天还在新开业的闽清县旅游
集散服务中心举办了“全福游、有全福”

闽清全域旅游推介会，向游客推介了闽清
旅游资源、旅游线路及特色旅游景区、旅游

商品。当天中午，在“金牌旅游村”后垅村举办
了“全福游、有全福”万人游闽清系列活动之“后

垅村宴”，大家边品尝闽清特色美食，边欣赏舞狮
表演，节目精彩，气氛热烈。

据悉，当天下午，中外游客还将分别前往东
桥瓷天下、七叠温泉、宏琳厝等各大景区，走海丝
之旅、泡碧水温泉、逛古厝民居，共享秀美闽清福
气之旅。

（记者 吴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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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陈忠霖举导游旗带领中外游客畅游闽清

闽清金沙镇安岭村，地处高山，偏僻静
谧，距福州市区约100公里。村里常住人口
只有7户，有一户还是外来者：福建农林大
学（以下简称农林大）退休教授曾开泉，82
岁，以及其 70 后的女儿曾明、3 岁的小外
孙。至今，曾教授在这里已经务农7年，主
要种植有机水稻。老教授种出的水稻让人
惊叹：真正尝到了小时候的米香。

金沙镇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负责人称
“曾老是块宝”，县“三农办”将其作为“小而
美”家庭农场的样板加以推广。

前几天，记者在农场初遇曾教授时，他
正低头挥锄整地，乍一看，曾教授一点儿也
不像退休教授，而像地道的农民：一头乱发，
胡子拉碴，不修边幅，鞋上、裤腿上还带着
泥。细看，他埋姜的双手沾满泥巴，手指裂
开小口子，一望便知那是和土地打了多年的
交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抒发的是田
园生活的安逸心境。这位每天在农田忙碌
的曾教授，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一份坚
守。

“最好的保健，就是下地劳动”
退休后怎么会想着去办农场种稻？
曾教授笑着说，当时可谈不到什么情

怀，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更健康地生活。
“退休后我一身是病，最严重的是糖尿

病，血糖值高达29到30，当时天天吃药，心
情也不好。”

曾教授回忆说，2008 年时他跑了福州
三家大医院，血糖值都是30左右，医生说要
天天吃药，以后还要打胰岛素，要打到死为
止。“我听后很不是滋味，这样生活有什么意
思？”他说，当时小女儿曾明是软件工程师，
经常加班，最后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头
发都是一把一把地掉，也萌生了辞职的念
头。父女俩一合计，去乡下生活吧。

说到做到，父女俩在做了充分准备后正
式下乡，当起了农夫：2010 年，父女俩和曾
教授的学生，一起来到闽侯白沙办农场。
2012年，父女俩通过谷歌地图，在闽清鹤林
村找到另一块地开始种水稻。2013 年，考
虑到水源问题，父女俩又将农场搬到海拔更
高的安岭村。

“当了两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后，也就是从2012年起，我再也没吃过一次
药，之前超标的糖尿病指标都转向正常，医
生还不信。曾明也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是我
们最大的收获。”

“最好的保健，就是下地劳动嘛！”曾教

授加重了语气，“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吃着各
种保健品、服用各种治疗慢性病的药，我都
劝他们多来乡下劳动，离土地近一些，这里
有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比吃药强多了。
当然农活是累，可干起活来心情很愉快。”

“老品种大米，是儿时的味道”
曾教授在村里种的稻米可不便宜，一斤

18元至20元，一般人都觉得贵，但也有人只
认教授家的大米。

福州的一位企业家方先生，就是曾教授
的铁杆粉丝，一次买走200斤大米。方先生
说，教授的老品种大米让他惊叹，就是小时
候吃到的味道。

据了解，像方先生这样的客户，曾教授
有百来个，来自全国各地。“一手锄头，一手
鼠标，这些客人都是我爸在联系。”女儿曾明
说，她老爸生产、销售都负责。

闽清县“三农办”杨主任是农林大研究

生毕业，他说，曾教授有股“韧劲”，为了追求
纯净不受污染，他对土地对水的要求简直苛
刻。

杨主任说，曾教授原来在闽清鹤林村租
了15亩地，那里交通方便，离高速路只有两
公里，但曾教授种了一段时间后发现那里是
水源的下游，而上游的农民种植用农药比较
厉害，水质间接受到了影响，所以他将农场
搬到了高山上，将荒芜了十几年的田地重新
开种。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也能种出水稻？”
曾教授刚来到安岭村时，当地的老人们

看着他种地，都觉得是个笑话。几十年来，
种田就要打农药、施化肥，这已经深入人
心。村民老林说，村里老人倒是都帮着插
秧，可没人相信曾老这样种的水稻能高价卖
出去，当年第一次听说曾老的有机米一斤
20元卖出一大半后，大家都瞪大了眼睛。

曾教授说，他一亩田只能产出大约300
斤大米，比其他农民用常规模式种植的每亩
700 斤，确实少了一半，但这才是最健康的
食品。

“每年都会剩下一部分，卖不完也没关
系，毕竟大家对生态水稻的认识还不够，相
比销量，这么多年下来，我和女儿的身体越
来越好。”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生活
在金沙镇高山上默默种植了几年水稻

后，去年曾教授被闽清县“三农办”“盯上”，
迎来一个惊喜：曾教授第一次领到了政府种
植补贴：一亩100元，50亩共5000元。

闽清县金沙镇分管农业和乡村振兴的
鄢副书记说，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生态种植、
绿色农业，但资金和人才是两大难题。目
前，全县也只有曾教授这个农场从事有机种
植。

“曾老是我们的宝呀，政府要扶持他的
农场，更要把它作为样板进行推广。”

谈到政府的鼓励，曾教授很高兴：种了
10年的地，小农场第一次领到补贴，意义重
大，说明政府更加重视生态种植了。

当天，扛着锄头的曾教授带记者一行，
去他的50亩水稻田四周转转。立夏刚过，
地里正育着秧苗，再过一周，就到插秧时
节。他堆的肥就在稻田边，曾教授用手从堆
肥里挖出一把闻了闻，说：你看，大半年了，
发酵得非常好了。

曾教授说，他在大学教的专业和土壤有
关，可真正到乡下种地后才发现，土壤是如
何被破坏的。“一些种水稻的农户，农药用得
偏多，高峰期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星期都要
喷一次（农药）。希望通过我们农场的影响，
带动其他农户种出更健康的作物。”

农场的饭菜，来自房前屋后的自然农法
作物；洗碗，用茶籽粉；洗衣洗澡，用酵素和
自制的肥皂……曾明说，她已经习惯了在可
持续农耕生活的细节中学习如何珍惜食物、
善待自然，她相信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尝试这样的生活方式。

（来源：海峡都市报）

农林大学退休教授到闽清金沙种田
倡导绿色有机生活

县领导与中外游客在闽清北站广场前合影
后垅村宴上精彩的舞狮表演

后垅村宴上精彩的舞狮表演

收获自己种植的有机青菜，老教授开心的像小孩

据福建侨报 5月4日，为期2天的
印尼崇文中小学第七届汉语技能大赛
圆满落幕，39名选手参与角逐。

比赛环节包括运用中文自我介
绍、演说、讲故事、评委问答、艺术表演
等。选手们摩拳擦掌，在舞台上积极
展示自己苦练的中文和才艺，赢得师
生们阵阵掌声。比赛间隙的花絮同样

精彩，等待计分时，同学们上台玩起猜
字游戏，感受汉字的趣味和魅力，深受
孩子们的欢迎。

崇文中小学每年坚持举办“汉语
技能大赛”，已连续开展 7 年，今年还
另增设了征文比赛环节。

印尼崇文中小学
连续7年举行汉语技能大赛

县长陈忠霖举导游旗带领中外游客出站县长陈忠霖举导游旗带领中外游客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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