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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裔少年哈利就读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华文小学坤
成一小，他“成为”孙悟空至今已五个月了。

10月14日，于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举行的2023全国华
文小学马来语戏剧观摩赛颁奖礼上，哈利和他的同学们在本
次以《西游记》为主题的赛事中获得第一名。

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中文的哈利，如今已可较为流利地
进行中文对话。不过哈利坦言，自己此前尚未有机会接触到

《西游记》之类的中国古典名著。
今年5月，坤成一小开始筹演《西游记》。指导老师高燿

鉌选择了孙悟空大闹东海龙宫的故事进行编剧。高燿鉌说，
这个故事讲述孙悟空如何拿到心爱的武器金箍棒，从而激发
出自己的潜能。他希望以此来激励学生们“也找到自己的

‘金箍棒’”。
哈利说，自己在了解《西游记》故事后就报名演孙悟空，

“因为孙悟空很勇敢，我喜欢他”。最终，哈利如愿入选，成为
“男主角”。

高老师很满意哈利的灵气和投入。他告诉记者，孙悟空
这个角色有不少“武戏”，在排演中要不停练习挥舞金箍棒。
哈利毕竟只有十一岁，个子也不高，舞起来颇为吃力，但他练
习得很认真，最终的表现也令人满意。

演出虽已结束，哈利还是希望能更多了解《西游记》的故
事。“《西游记》也有马来文版本了，我理解起来会更容易。”

率领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翻译
成马来文的吴恒灿，正是戏剧观摩赛的创办者。吴恒灿说，
翻译完“四大名著”后，自己觉得工作并未结束，还需要将“四
大名著”的故事更好地向当地社会传播。这正是他创办戏剧
观摩赛的初衷。

戏剧观摩赛迄今已举办五届，其中两届以《三国演义》为
主题，三届以《西游记》为主题。观摩赛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今年的观摩赛吸引马来西亚16所学校参赛，参与赛事的师
生人数超过200人。赛事还向马来西亚全国进行直播。

吴恒灿介绍，通过观摩赛，中国古典名著日益为当地民
众熟悉、接受。已有当地学者撰文对《三国演义》和马来西亚
古典小说的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在马来西亚新山举行的马
来西亚传统“三人说剧”比赛，也曾将《西游记》列为主题，还
专程邀请吴恒灿前去颁奖。

吴恒灿说，在观摩赛舞台上，很多编剧者也巧妙地将马
来文化元素融入其中。比如，有的演出者将《西游记》中的土
地公改为马来西亚民众熟悉的“拿督公”。在今年的演出中，
还有参赛者在演出中融入马来舞蹈、马来歌曲或本地服装等
元素。在吴恒灿看来，这些努力能帮助本地观众跨越文化差
异，更好理解作品，也增进马中文化交流。

明年的观摩赛，吴恒灿计划选择《水浒传》或《红楼梦》
为主题，吸引更多“哈利”们参与赛事，接触更多中国古典
名著。 （中新社）

马来西亚少年的
《西游记》之旅

10月12日上午，在闽清高级
中学第三节课的时间，一场关乎
生命安全的紧急救援，正在不经
意间悄然展开：高二某班任课教
师黄金萍刚走进教室，学生紧急
报告班级的突发情况！黄金萍马
上走上前，发现班级一名女学生
出现嗜睡、手脚冰凉、嘴唇发白等
症状……

黄金萍当场停下课程，掏出
手机联系校医及家长。校医迅即
到班并初步检查后，建议拨打
120。黄金萍立即拨打了 120，紧
接着，她直接向分管副校长和段
长报告。随即，学校领导、年段行
政值班、段长等到班安抚学生，紧
急调度安排救助和该班后续教学
等工作。

不多时，120急救车和家长到
校。黄金萍临危不乱，协同段长、
科任教师、校医、学生家长、班级
学生将该学生抬上救护车。到达
医院后，黄金萍又想方设法联系
到医院专家，让学生第一时间得

到救治。经专家组精心治疗，女
学生逐步恢复正常，并继续留院
观察。安顿好学生和家长后，黄
金萍老师马上赶回学校，还上了
第四节课。

临近中午，学校领导再次到
有关班级通报情况，安抚知情学
生情绪，并温馨提示学生不造谣、
不传谣、不信谣。后续，学校委派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黄金萍老师
携带慰问品，专门入户家访，进一
步了解学生情况，给予家庭和学
生暖心支持。

当天下午，学校潘元鑑校长
主持召开会议，通报复盘此次事
件有效处置情况，及时表扬黄金
萍老师、班级学生以及有关行政、
校医、任课教师，进行应急事件处
理随机培训。

向爱生如子的黄金萍老师致
敬，向教科书式守护生命的师生
和白衣天使点赞！

（福州教育新媒体）

闽高师生协力上演教科书式急救

10月18日上午，邓本川先生
在普贤村邓氏古民居向闽清县博
物馆捐赠一批地方特色史料、重
要见证物等藏品。闽清县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闽清县博物馆和白
中镇、村两级有关领导共同出席
捐赠活动。

在捐赠仪式上，闽清县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的领导们对邓本川
先生热爱历史、热爱家乡、奉献家
乡的深厚情怀表示真诚的敬意，
对他慷慨无私的善举表示了衷心
的感谢，并向邓本川先生颁发了
捐赠牌匾及证书。

邓本川先生此次捐赠的物品
有信件、照片、书籍、票据、报纸、
钱币、生活用品等，这些物件满载
时代记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历史气息，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
忆和文化积淀，它们是一个历史

时期最直接的见证者，能够带领
我们深入了解那个时期的人文环
境、生活习俗和文化理念等。

藏品捐赠者邓本川告诉记
者：“我这些展品的种类比较多，
我们家生活非常简朴，所以一件
物品都舍不得扔，一直修补用到
现在。我发现家里有一部分旧物
品很有展览价值，通过这次捐赠，
我想要唤起大家对旧物品的爱惜
之情。”

邓本川先生认为博物馆是民
间藏品的最好归宿，只有博物馆
才能给予藏品更好的保存环境、
安全防范以及研究利用条件，只
有通过博物馆的展陈，才能让藏
品从个人小范围欣赏的“独乐”，
变成全社会共赏共珍大范围的

“众乐”。
（记者 廖瑾）

县博物馆举行民俗藏品捐赠仪式

2023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秋季联赛（闽清赛区）于10月至12
月举办。

赛事裁判长陈铨告诉记者：
“今年秋季有20所学校参赛，新增
两所足球特色学校和小学女子
组，共32支球队，447名运动员，共
进行90场比赛，于梅城镇体育中
心开赛。”

赛场上，队员们团结合作，赛
场外，同学们不停地为球队加油
助威。每一次激烈地拼抢、逼停、
过人、盘带、长传与扑救，都让现
场充满欢呼与呐喊，每一次难得
的破门良机都让大家激动万分，
每一次进球更是引来场内场外孩
子们瞬间热血沸腾、欢声笑语。

（记者 廖瑾）

2023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秋季联赛（闽清赛区）开赛

10月17日，池园镇举办了池
园镇老年人协会成立的四十周年
庆典。

在现场，随着音乐声响起，各
种表演轮番登场。欢快的彩带舞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独特的电
吹管独奏《再唱山歌给党听》，展
现体魄的柔力球表演《欢歌中国
梦》，融合反诈骗宣传的快板节目

《养老诈骗要预防》等等，台上的
表演者大多是池园镇老年人协会
的一员，他们载歌载舞，各领风
骚，展现了各自的风采以及精神
面貌。

近年来，池园镇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奋发有为谋发展，扎
扎实实补短板。抓治理，美城乡，
全面完成19个美丽乡村建设的同
时新建了福斗文化公园、福斗和
丽星老年人活动中心、镇气排球
场等村健身活动场所，有效提升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满足老年
人活动需求。池园镇依托老年协
会平台，着力营造尊老爱幼的浓
厚氛围构建文明和谐社会，使老
年人尽享惬意闲适的幸福晚年。

（记者 陈琪）

池园镇举办老年人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庆典

若不是那段海外的求学时光，我不会明白诗人王
维，是如何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更不会在了解完黄
乃裳带给民族的震撼后，内心感慨、久久无法平静。
100多年前，先生携十邑同乡远下南洋“垦荒”，建造一
座中国城，100多年后，华侨跨越山海回归故土投资兴
业，架起一座连心桥，这一段荡气回肠的移民发展史关
乎闽清和诗巫，这一份浓厚的华侨深情连接着中国和
马来西亚，开启了跨越百年的世纪情缘。

黄乃裳先生，又名九美。他自幼贫苦，祖祖辈辈都
是农民，这种环境下，也造就了他顽强的毅力。先生一
生中，身份不断变换：南下前，他是前清的举人，也是变
法维新的拥护者；南下后，他是大家的港主，更是移民
的信仰。曾经的他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帝国
主义的炮舰政策和社会腐败使希翼以传教拯民于“天
国”的理想破灭。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政府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统治者的腐败无能，
内忧外患，让许多百姓，家不再为家。先生因参加了戊
戌变法而被清政府通缉的，漂洋过海，逃亡到了南洋。

独在异乡为异客，漂泊的他不知道归路在何方。
回到故土，先生又看到了底层人民的水深火热、颠沛流
离，这也让他彻底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此时，
他想：如果家不再是家，那不如再建一个家吧。从此下
定决心带领人们脱离苦海，寻找一个心中的“世外桃
源”。先生开始在东南亚各地奔波考察，最终选定了砂
拉越的一个小村庄，也就是现如今的诗巫市，并与当时
的统治者签订了999年的租借合同，这份合同更被誉为
"中国对外第一个平等条约"，它跨越了时间空间，漂洋
过海回到祖国上空，久久回响。 之后，他多次乘船往返家乡，带着千余名同样具有开创精神的同胞在海外贫

瘠的土地上，拓荒建立新家园，开启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海外移民史。
他们斗志昂扬、努力开垦，建立海上运输、成立轮船制造公司，不断扩张经济

版图；他们积极投身新闻教育事业，办报、建学校和教堂，在“新福州”弘扬传统的
中国传统文化，诗巫华侨至今都讲着闽清话、保留着闽清传统生活习俗，中华文化
得以在这里永久扎根。如今的闽清侨子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一代代的侨胞们始终为故土闽清回馈桑梓赤子心。

行走在黄乃裳先生的纪念馆内，仿佛步入了一百多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长河中，经历着乃裳先生那波澜壮阔的一生。在那描绘着岁月的一张张老照片
中，我深刻共情了当时人们内心的无奈与悲痛。百年前的"国破山河" 、百年前的

“何处为家”，是那个动荡年代里人们心中一道无法消散的伤痕。
而先生是读懂了人们所想。悠悠侨乡情，拳拳赤子心。先生坚韧不屈的开拓

精神及无私的利他主义，依然在华侨文脉中传递着。那“极目不见故土，我便造一
片故土”的豪情，依旧感染着我们。人生有梦不觉寒，此心光明万物生。他的心中
有梦，便带领着大家一起追梦，追逐着心中的“中国梦”。 （梅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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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之福地闽之福地 清韵山水清韵山水

在2023年9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
新农民”故事会暨海峡两岸青年农民交
流活动中，沐瑶作为福建代表出席并发
言，将闽清“心上莲”的故事搬上全国舞
台。近日，记者采访了她。

白领变身“村民”

沐瑶是个“85 后”，河南郑州人，之
前是从事企业运营管理和形象美学管
理的白领。她和闽清县上莲乡的缘分，
源起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

2021 年，沐瑶回河南老家农村时，
当地镇领导找到她，让她帮忙谋划乡村
振兴的相关项目。交谈中她得知，“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是2021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的，也是未来的一个风口。沐瑶
长期接触市场，敏锐地意识到这其中大
有文章可做。

不久后，她在网上结识了一位福建
知名乡村振兴专家。2022年7月，沐瑶
受邀来到闽清县上莲乡，共同攻坚“心
上莲”农文旅整体配套项目。

经过实地走访，沐瑶发现上莲乡有
着美丽的山水田园风光和优质的生态
环境，完全符合她脑海里所构思的未来
乡村画卷。

“到这里后，我充分感受到闽清县、
上莲乡对人才发自内心的重视。”这也
是沐瑶选择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今年 9 月，她把双胞胎女儿从河南
老家接到闽清上学，彻底扎根乡村，并
常驻上莲乡，成为一名“新福州人”。

打造“心上莲”品牌

接手项目后，沐瑶一步步发展壮大
运营团队，集中资源全力打造“心上莲”

地域品牌。
在沐瑶带领下，运营团队对上莲乡

新村村“心上莲”公社进行提升改造，在
村里开发建设民宿、草地露营和河道提
升等旅游配套项目，并通过盘活当地闲
置资产，鼓励村民们“入股”，一起参与
乡村建设。

今年1月21日，农文旅一期项目“遇
见心上莲”试营业，涵盖“吃住行游购
娱”全产业链，半年多就接待游客近 20
万人，增加村民收入1000多万元。沐瑶
团队的品牌运营公司直接营收200多万
元，吸引上莲乡200多户1000多人加盟
合作。如今的上莲乡，成为许多人休闲
旅居、研学康养、盛夏避暑和体验乡村
慢生活的好去处。

为进一步打响“心上莲”品牌，沐瑶
团队还创作歌曲、拍摄真人秀，发展村
里夜色经济，举办“村唱”活动等，不断
激发新功能。数月来，依托“心上莲”地
域品牌影响力，上莲乡举办了近百场活
动，还在央视亮相，在带动乡村人气的
同时，推动当地农产品销售。

项目取得成功后，沐瑶信心更足
了。下一步，沐瑶计划打通省内外业务
端口。

她表示，省外的业务主要是通过旅
居、乡村振兴模式以及运营管理理念等
方式吸引游客。省内的业务是通过打
造周末游、亲子游等精品旅游路线，以
及与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合
作举办各种活动，让游客更好地了解闽
清文化，体验乡村生活，从而带动经济
发展。 （福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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