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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祝乡洋边村，是我县最早入选省级传统古村
落的村庄之一。村中坐落着有下祝乡“布达拉宫”之
称的古建筑群。这些古厝保存良好，建筑风格鲜明，
有着200多年历史，是人文的智慧与历史的结晶。

黄墙乌瓦，伴着宁静乡土气息，没有任何外界的
修饰，只是安安静静的坐落在乡野风光之中，不争不

吵、不骄不躁，仿若遗落在乡间的珠璧，寂静而又寥
寂。

洋边村四面青山环抱，中间有大片农田。村中
的这处古厝群始建于清时期，依山而建，层层递进，

整个古厝群大约由13座建筑组成。在2015年的时
候，洋边村入选为第一批福建省级传统村落名录，

“洋边村清代古建筑群”也因此受到更多社会人士的
关注，人们也开始加强对于洋边古厝的保护与修复
工作。

放眼望去，洋边古厝建筑群保存的还算完整，泥
土夯筑的外墙完好，黑瓦马鞍墙沿袭闽都建筑特色，
置身其中，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气息与历史风韵，让人
心神宁静，十分放松。

据了解，洋边村发展至今已有 26 代，大约有
1400人左右。曾氏一族还曾出过“文魁”，这块御赐
的牌匾，至今仍悬挂于古建筑内。 如今，从这个古
村落走出去众多大学生，青山绿水的生态涵养、不屈
不挠的奋斗精神、积极向好的人生态度，鼓舞着洋边
村的每一位曾氏后人，同时他们也会源源不断的将

“古厝精神”传达给大家。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实习记者 吴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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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三月
下旬，下祝乡的桃花用粉色扮靓
了各个山头，快来闽清下祝，去现
场看一场粉色花海吧！

这个时节，下祝乡大将山、长
垄岗等山头的桃花盛开了。漫山
遍野的桃花层叠有序，形成一道
壮丽的景观，绚丽无比，烂漫至
极，走入桃林宛入仙境。

下祝乡水蜜桃种植户祝昌生
说：“这一片桃园差不多有100多
亩，种有白凤、甜桃、朝霞、东秋蜜
和黄桃等多个品种，每一个品种
都是我们果农精心挑选的，又脆
又甜，这些水蜜桃是我们农民的
主要收入来源。现在桃花陆续开
放了，到三月底都是最佳的赏花
期，满山都是粉红色的，非常好
看。”

桃花不仅美的明艳，还是诗
人们的最爱。它是诗人崔护朦胧
的爱情，便有了“去年今日此门

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
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它是
唐伯虎“花天酒地”的情志，于是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
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
花下眠”；它是陶渊明心中的“桃
花源”，久久惊艳于“忽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的景致，至今仍然
是无数后生苦苦追寻的瑰丽梦
想。诗人们热爱桃花的鲜艳，赋
予它以各种意象的含义。

近年来，闽清县下祝乡用实
际行动创造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新活力，水蜜桃、柑橘、油菜花、绿
衣枳实……实现一年四季，花开
不断，瓜果飘香。春日品茶、夏日
摘桃、秋日登山、冬日赏雪，农文
旅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打响了全乡
生态旅游新形象，为乡村振兴增
添新动力。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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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动我县青少年校园足球

的发展和普及，努力打造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确保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建设工作有序开展。2023年
3月-5月我县举行2023年“人寿杯”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春季联赛。

本届足球联赛分为小学男子乙
组、小学男子甲组、初中男子组三个组
别，共有18所学校参赛，共28支球队，
400 多名运动员，进行 70 场比赛。在
实验中学、新城足球场、县体育中心同
时开赛。

赛事裁判长陈铨说：“赛事得到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闽清分公
司的大力支持。本次足球联赛为了提
高本县足球水平，初中组由8人制改为
11人制，希望更多中小学生体验足球
运动的魅力，领会足球运动精神，进而
激发青少年热爱足球、参与足球的热

情，培养团结拼搏、奋勇争先、超越自
我的奋斗精神，展现我县青少年的风
采，彰显新时代少年的未来担当，助推
校园足球文化的普及。”

近年来，“足球从娃娃抓起”已成
共识，社会各界对发展校园足球的重
要性有了深刻认识。学生接触足球运
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更能够锤炼意
志、促进全面发展。而学校教育也为
项目普及夯实塔基，为开展足球运动
带来更多便利，校园足球的发展让人
们看到了体教深度融合的更多可能。

此次活动，引导了广大学生走向
操场、走到阳光下，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
志。同时，进一步带动“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创建，推动校园足球健康发展。

（记者 廖瑾）

闽清足球小将 绿茵“足”梦未来

在农村生活的人们，对于春天的
味道有着深刻的感受。他们会利用大
自然的恩赐，在春天丰富多彩的花草
中，找到生活的灵感和乐趣。用自己
的智慧和劳动，创造出各种美味的食
物。用鼠曲草来制作一道美食，就是
他们感受大自然馈赠的一种方式。

鼠曲草在闽清的方言里叫“秋
菊”。立春之后，鼠曲草开始开花。它
的叶子，从正面看，绿中泛着白色；从
背面看，白中透出绿光，带着丝丝的甜
润和芳香。人们认为它有助消化、解
积腻、清胃肠的功效。

整个春天，它们都保持着柔嫩绵
软，碧绿清香，可食性极好，可用于制
作秋菊饼、青团或鼠曲粿，这些可都是
广受人们喜爱的风味美食。于是，它

也常常被馋客们惦记着。
趁着农闲，村里的妇女、儿童开始

出动了，去到山野田间，专摘鼠曲草顶
端的嫩芽。将从山间、田埂采集回来
的鼠曲草嫩芽洗净，经开水焯过、捣碎
后与米粉一起混合搅拌均匀加水成稠
状，就可以开始制作鼠曲饼了。新煎
出来的鼠曲饼，绿中透着丝丝金黄，未
入口就已闻到缕缕清香，咬上一口，酥
中带糯，柔韧香甜，让人回味无穷，真
乃人间美味。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用它制作
的美食也变得更加的多样化。味道可
以多变，但不变的是心中那股乡土情
怀，而这正是国人骨子里传承的爱乡
爱国之情。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寻找春天的味道——秋菊饼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
马来西亚沙巴副首长杰菲里吉丁岸
21 日指出，外来移民数字化数据程
序已在试跑中，州政府未来或会纳
入更多保安及安全措施，加强数据
的安全性。

杰菲里披露，州政府目前正测
试着多个系统供应商提供的系统平
台，了解哪个平台及系统更适合沙
巴州，特别是针对外来及无证移民
登记的情况。

他说，这些系统都是使用德国、
中国等国的科技，大马现有的业者
因现阶段技术及科技不高，暂无法
采纳国产系统。

“我们希望不只是名字和身份

登记，也可能会纳入指纹、生物甚至
脸部识别的系统，所以才要测试哪
个平台及系统更合适。”

杰菲里也是沙巴无证外劳及外
来移民特委会主席，他21日在出席
沙巴发展研究所举办的劳工问题论
坛后，向记者这么表示。

他也指出，外来移民数字化数
据 程 序 是 由 首 长 署 及 官 联 公 司
SmartSabah进行，一旦数据收集完成
后，州政府将会分析相关数据。

（中新网）

马来西亚沙巴州
试用外来移民数字化数据程序

3 月 22 日，闽清县水利局、教
育局、共青团闽清县委等3个部门
在世纪广场联合举办纪念第三十
一届“世界水日”，第三十六届“中
国水周”青年志愿专项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来往的
群众科普节水知识，发放节水宣传
单、知识读本。志愿者表示，除了
现场活动还会制作相关美篇短视
频通过网络宣传，扩大宣传效果。

宣传活动结束后，志愿者继续
到 企业、社区，进行节水知识宣
传，引领企业、社区践行节约用水
责任。

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站站长林

贵干说：“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为
了呼吁广大群众保护母亲河，提
高 节约用水意识。”

此次活动意在巩固节水型社
会建设成果，持续推进我县节水型
社会建设，全力助推新阶段水利高
质 量发展，实现以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同时迅速掀起我县水利系统
青年 干部、中小学生和企事业青
年积极参与节水行动的高潮，提高
全社会节水意识，打造闽清节水特
色 。

（记者 陈琪）

青春相作伴 节水八闽行

3 月 21 日，一场题为“茉香拾光
一见‘清’心”的悦读分享会暨幸福家
园启动仪式在上莲乡心上莲公社开
展，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各
县区供电公司工会主席及阅读爱好者
等参加活动，活动邀请闽清县文联主
席池宜滚参加。

在悦读分享环节，来自闽侯、闽
清、连江、台江、福州供电公司的5位职
工依次上台分享，分享的书目分别为

《你好，钟南山》《幸福的方法》《杨绛
传》《幸福企业》《置身室内》，大家围绕
所读书目的精彩内容，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和生活体验，从不同角度畅谈了
自己读书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最后，池宜滚向在座的人员分享
了一本名为《在闽清》的书籍，从不同
角度向大家讲述了闽清独特的美，引
得在座人员连连发出感叹，表示要找
机会再来闽清，领略闽清的风光，品尝

闽清的美食。
分享会结束后，还开展了图书捐

赠活动及幸福家园启动仪式，并在“图
书漂流”环节中结束，大家纷纷取出所
准备的书籍进行互换。

国网闽清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陈
诚说：“通过此次活动，我希望大家能
以点带面，充分激发身边职工良好的
阅读生活习惯，宁心静气读好书，学以
致用创佳绩，着力营造‘好读书、勤思
考、善解题、促发展’的企业人文底蕴，
争当幸福家园的‘传播者’。”

国网闽清供电公司扎实落实“书
香国网”建设要求，有效运用“梅好 e
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定
期举办专题讲座、诗词朗诵、悦读分享
等读书交流活动，建成了完善全覆盖
式学习阵地，持续激发员工阅读热情、
建设职工书香文化阵地。

（记者 廖瑾 许泓彬）

“悦”读越精彩
读书会感受浓浓“书香味”

3 月 22 日，记者走进无忧谷桑葚采摘
园，看到眼前连片的桑树翠绿欲滴，成串的
桑葚挂满枝头，压得桑树低下了头，在阳光
照耀下格外醒目。

据了解，福建省无忧谷休闲农业有限
公司位于塔庄镇炉溪村，现有沃柑采摘园、
柚子采摘园和桑葚采摘园，结合水产养殖、
跑山鸡养殖，将农庄打造成以休闲垂钓、特
色农家乐、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休闲山
谷。

福建省无忧谷休闲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严仕霖向记者介绍，无忧谷引进了优质
的桑葚品种，5年来坚持生态种植，桑葚又
长又甜，受到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今
年，无忧谷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桑葚幼苗和

百香果进行套种，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亩产
产值。

严仕霖说：“这桑葚是台湾长果桑，这
里的地势刚好处于低磷矿地区，比较适合
于水果的种植，种植出来的桑葚又长又甜，
没有青味，今年桑葚园有较大的丰收。”

下一步，炉溪村将继续充分发挥果业
种植优势，通过技术培训、完善基础设施、
加强宣传推广等措施，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观光采摘园，为广大游客提供众
多假期休闲旅游好去处，走出一条以农带
旅、以旅促农的农旅融合发展道路，让农村
的好风景变成“好前景”，不断拓宽村民增
收致富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张林俊）

桑园结出“致富果” 农旅结合促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