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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县红十字会在政务服
务中心、长途汽车站候车厅、学校
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新增配
置安放了 9 台 AED 设备，用于紧
急情况下挽救心脏骤停者的生
命，改善相关公共场所的应急救
护条件，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当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寻找
AED 时，市民可以在微信搜索小
程序“AED急救地图”，通过“AED
急救分布图”即可找到附近 AED
设备的具体位置。

“截至11月9日，闽清县红十
字会已圆满完成 2023 年‘公共场
所配置AED+群众性应急救护公
益培训’项目。今年以来红十字
会共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公益培
训三十二期，培训红十字救护员
1300余人。在全县已有10台自动
体外除颤器（AED）的基础上，今
年继续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投
放9台AED，不断扩大‘救命神器
’AED 的应急救护范围。”闽清县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县卫健局
副局长吴敏琳说。

AED 被称为救命神器，是一
种适合非专业人员使用的便携式
现场操作急救设备。心脏骤停患
者的成功抢救“黄金时间”只有 4
分钟，AED 可以自动识别可除颤
心律，为心脏病突发的患者进行
电除颤，并在急救“120”到达现场
之前，帮助病人恢复心律，从而能
够有效提高救治心源性猝死的成
功率。

向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投放
AED 设备，是闽清县红十字会弘
扬“关爱生命，救在身边”红十字
精神的生动诠释。近年来，闽清
红十字系统广泛宣传生命至上理
念，先后在人群密集公共场所配
置安放AED十余台。下一步，县
红十字会将聚焦主责主业，做好
各类公益救助活动。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县红十字会投放“救命神器”AED

11月26日，经过两天半的激
烈角逐，第二届“白河江”杯羽毛
球团体邀请赛，在闽清县羽毛球
馆完美落幕。

据悉，此次“白河江”杯羽毛
球团体邀请赛是由福建白河江事
业发展有限公司、闽清广源橄榄
食品有限公司以及闽清县锦龙橄
榄专业合作社主办，闽清县羽毛
球协会承办。旨在进一步激发广
大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助
力全县文化振兴、展现活力闽清
新形象。

赛场上，参赛运动员们充分
发扬了团结协作和“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的竞赛精神，展示了团结
奋进、超越自我的精神面貌。来
自全县的 170 余名羽毛球爱好者
组成的8支参赛队伍在赛场上奋
力拼搏，运动员们灵活运用各种

战术尽显风采，将高远球、扣杀、
劈杀、吊球等各路球技展现得淋
漓尽致。精彩的球技、焦灼的比
分、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加油声，
比赛精彩纷呈，现场热闹非凡。

赛后，赛事主办方举行了颁
奖仪式，在裁判长宣读比赛名次
后，为夺得了前三名的教育队、羽
乐队和恒丰队分别颁发了冠亚季
军奖杯。

福建白河江事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孟兴表示：“我希望通
过该项运动比赛，能让更多人了
解、知道我们‘闽清三宝’之一的
橄榄。同时，希望更多人参与到
全民健身运动中来，积极构建美
好和谐的社会环境，热心公益事
业，支持闽清体育事业发展。”

（记者 许宋新）

闽清第二届“白河江”杯羽毛球团体邀请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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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下午，2023年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秋季联赛（闽清
赛区）在梅城镇体育中心落下帷
幕。据悉，此次比赛是我县第九
年举办，历经两个月的赛程，共有
32支球队447名运动员参赛，共进
行90场比赛。

比赛过程中每队球员各施绝
技，配合默契，精彩连连，裁判和
工作人员都兢兢业业，公平公正，
塑造了良好的比赛氛围。炙热的
阳光挡不住球员对足球的热爱，
挥洒的汗水浇不灭球员对足球的
热情，大家的热血沸腾、坚定、执
着、还有耐力与激情，在足球场上
逐一展现。滴滴汗水，伴着矫健
的步伐挥洒在绿茵场上。年轻的
梦想，化成无尽的力量，寄托于脚
下这颗小小的足球。生气蓬勃的
球员们，秉持着超越挑战的信念，
在球场上激发潜能超越自我。小
球员们在足球场上的每一个高光

时刻都值得被记录，每一支队伍
在一次次比赛中吸取经验，变得
更加强大。

两个月激烈比赛的成绩新鲜
出炉，城关小学和实验小学获得
小学男子组的一等奖，东桥镇中
心小学和塔庄镇中心小学获得小
学男子乙组的一等奖，东桥镇中
心小学获得小学女子组一等奖，
东桥中学和塔庄中学获得初中男
子组的一等奖。

赛事裁判长陈铨告诉记者：
“足球运动是对速度、耐力、灵敏、
协调、感知等机体能力都有很好
提高的一项运动，既可以锻炼孩
子的身体素质，又可以锻炼孩子
的精神品质，同时培养孩子吃苦
耐劳、团队合作和创新思维能
力。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
足球这项运动来，体验足球运动
的魅力。”

（记者 许永鑫）

2023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秋季联赛（闽清赛区）落幕

马来西亚“第4届峇峇娘惹
文化周”26 日在马六甲举行。
文化周专门展出百件“娘惹”展
品，从衣食住行诸方面展现娘
惹生活。

本次文化周以“娘惹”为主
题的展品包括文物和书画等。
书画作品精细描绘娘惹在服
装、糕点、居家等诸多领域的特
色；文物则包括娘惹服、长衣、
配饰、珠子鞋及众多富有娘惹
特色的陶瓷器具等。

据介绍，在文化周期间，来
自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国
和马来西亚各地的娘惹团体组
织将参观展览，进行交流。

马来西亚侨生(峇峇娘惹)
公会总会长颜泳和介绍，峇峇
娘惹是指 15 世纪初期到 17 世
纪之间开始，中国移民和当地
原住民通婚后生育的混血后
裔。其中男性称为峇峇，女性

称为娘惹。该族群的文化保留
了华人传统文化，且融入了当
地文化，在所在国落地生根，充
分体现了文明互鉴和多元包容
的精神。

他说，当前，随着峇峇娘惹
文化日益受到关注，近年来，马
六甲已举办3届“峇峇娘惹文化
周”，2届研习营，以进一步弘扬
峇峇娘惹文化。

据悉，“第 4 届峇峇娘惹文
化周”暨系列活动是配合第 34
届峇峇娘惹国际大会而开展的
重点项目之一，本次活动由马
来西亚侨生(峇峇娘惹)公会主
办，郑和·朵云轩(马六甲)艺术
馆承办。

(中新网)

马来西亚马六甲举办娘惹文化活动

灶火燃起，乡厨们挥刀颠勺，拿出看家本领。11
月26日，由闽清县文体旅局主办的“梅花杯”首届最牛
乡厨大赛在七叠温泉景区落幕，16支乡镇机关食堂代
表队、48支民间餐饮代表队经过3天共8场激烈比拼，
决出金银铜奖和十佳金厨，12道美食被评选为最佳菜
品，成为“闽清好味”的代表之作。

熏糟鸭、炣豆腐、金沙咸肉、柿香排骨、粗粮糍粑、

什锦海峡烙……12道特色美食，成就一桌饱含诚意的
闽清乡宴，邀请八方游客来到闽清品鉴。

这桌乡宴，不乏经典的传承。“我们要求所有选手
要完成两道指定菜，芋头和豆腐，这是很有闽清特色
的时令作物和农产品，同题竞技，能更好地体现出选
手们的实力和能力。”评委谢龙华说。

这桌乡宴，更有理念的创新。下祝乡机关食堂队

荣获机关食堂团体金奖，被评为十佳金厨，还有3道美
食入围最佳菜品，成为本次比赛的最大赢家。他们烹
饪的芝士焗芋子蟹斗收获了评委的一致好评，就是源
于其“中菜西做”的创新做法。“我们选用了下祝当地
的红芽芋，筛选出其中精细的部分，磨成芋泥，辅以芝
士和蟹肉进行焗烤。另外，装盘也是煞费苦心，蟹是
从河边渔民那里挑选出来的，几百只里才挑选出这么
几只大小一致的。”大厨陈兴告诉记者，他们制作的菜
品还融合了许多下祝的农产品，比如地瓜粉、柿子等
等，充分展现下祝风土人情。

这场比赛，也成为乡厨展示和学习的平台。“我有
一个明显的感受，这8场比赛下来，选手的水平一场比
一场有提升。大家汇聚在一起，发挥出了各自的特
长，通过互相学习，弥补了自己的短板，我看到了执着
的工匠精神。”评委林量表示，希望闽清县不断总结经
验，继续办好这样的赛事，为大家提供交流学习平台，
促进乡厨队伍水平不断提高，推动文旅事业的发展。

乡厨就地取材，把风味烹成乡愁，拼接成一幅活
色生香的闽清风味地图。闽清县文旅局局长卢敏表
示，举办此次比赛是为进一步提高闽清全县餐饮服务
水平，在传承传统美食的基础上创新菜品，打造闽清
餐饮美食品牌，提升入梅游客的服务感受度。“我们也
将继续举办多种多样的活动，深度挖掘梅邑农耕文
化，汇集提炼各乡镇农产品特征，创建覆盖16个乡镇
的美食文化，向外推介‘闽清好味’优质美食，擦亮‘闽
之福地 清韵山水’品牌，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整体升级，
助力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福州日报/文 吴玉晶 郑新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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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日是第36个“世界艾
滋病日”。我国今年宣传主题为“凝聚社
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为预防HIV，将感染几率降到最小，
这些人需要主动检测：发生无保护性行
为、拥有多个性伴、伴侣/配偶HIV阳性、
不正当男女关系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共
用注射器、性病患者等，性伴感染状况不
明，多次发生危险行为，应定期检测，建
议每3个月检测一次。

艾滋病可防可控。策略就掌握在我
们每个人的手中：应检尽检、应治尽治、

早检早治。
（1）洁身自爱，反对性乱，固定性伴

侣，避免不安全的无保护性行为，正确使
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

（2）不以任何形式沾毒、吸毒，远离

毒品；
（3）不使用任何未经检验的血液制

品，减少不必要的输血；
（4）不与他人共用刮胡刀、牙刷等私

人生活物品；

（5）去正规的美容院和医院纹身、纹
眉、美牙、打耳洞等；

（6）对于有感染风险的人通过服药
来进行暴露前预防；

（7）存在暴露且有感染 HIV 风险后
可在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越早服
用阻断药越早受益，最佳的阻断时间是2
小时内。

（闽清县卫健局、县计生协 宣）

世 界 艾 滋 病 日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卫 健 之 窗卫 健 之 窗






























































 

别具闽清特色的“十番”鼓乐、腰鼓
队、民俗表演队……11月29日（农历十
月十七），塔庄镇“十月八”的文艺演出
队伍，从镇政府门口迈着昂扬的步伐出
发了，队伍绕着整个主镇区开展环乡踩
街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民众驻足观看，
赢得阵阵喝彩，在全镇范围营造了欢
乐、祥和的气氛。

“十月八”民俗文化艺术节执行主
任黄希告诉记者：“塔庄‘十月八’民俗
文化节，是塔庄的传统文化活动，入选
了闽清县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单。自2017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是
第六届了。该文化艺术活动始于清乾
隆己亥年间（公元 1779 年），距今已有
244年的历史。在古时，毗邻塔庄周边

的县、乡镇的远亲近戚，会在这几天走
亲串戚、看戏祈神，我们的祖先便选择
这三天在玉屏山下大王坪前搭戏台，祈
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由此，便
衍生出了摆摊设点售卖农副产品、手工
艺品以及各种小吃。”

据了解，塔庄镇的“十月八”民俗文
化艺术活动，是指每年的农历十月十
七、十八、十九三天。活动热闹非凡，到
了晚上，周边的群众还会齐聚塔庄镇人
民剧场内，一起观看舞蹈、朗诵、武术表
演等精彩表演。农历十八日开始，还有
四场精彩的古装闽剧演出，贯穿全程的
活动具有非常浓厚的闽清本土气息。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塔庄第六届“十月八”民俗文化节举办

 
































又到一年榨油季，三溪
乡溪源村的百年老油坊，飘
出了阵阵茶油香气。跟随记
者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座
百年老油坊的传统工艺。

年末将至，又到了茶油
飘香的时节，位于闽清县三
溪乡溪源村的百年老油坊
——长顺油坊，开始了忙碌
的榨油工作。虽然闽清各地
都有榨油坊，但长顺油坊的
榨油技艺格外出色。2018
年，长顺油坊的榨油技艺，入
选了第五批福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

榨油技艺传承人张宗明
告诉记者“我们这个油坊已
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
油坊第六代传承人，我们油
坊榨油是传承古法，一共要
经过许多道工序，要蒸烤、磨
粉、过筛、锅蒸、制饼、上架、

挤轧、出油等，所以我们这里
油比较好卖，价钱也卖得比较
高一点。”

除了压榨这一环节采用
的是机器外，长顺油坊里其他
重要环节依然保留了传统的
古法手艺。现在很多油坊都
采用了先进的机器榨油法，省
时省力，但张宗明还是坚守古
法榨油，不仅是因为古法榨出
的油更纯正、更自然、更浓香，
更是希望这门手艺能够得到
传承。

老油坊里，往来的人们络
绎不绝，带来茶果，带走茶
油。弥漫在空气中的茶油香，
令人垂涎。小小的榨油坊，延
续的不仅仅是世代相传的手
艺，更是非遗技艺传承人，流
淌在血液里的勤劳和坚守。

（记者 林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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