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百 姓 家 园2023年4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林钰颖 电话：22350053 E-mail:mqmcb@163.com
■更多资讯 详见

闽清新闻网 www.mqxww.com 梅 城 报

梅城报社址：闽清梅城镇南北大街69号 电话：0591-22350053 邮箱：mqmcb@163.com 邮编：350800 印刷：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闽（2017）印证字352000004号

马来西亚政府 13 日宣布，任命
吉隆坡市政局执行总监苏莱曼为吉
隆坡新任市长，任期将从本月 17 日
开始。

苏莱曼现年 59 岁，从 1991 年起
在吉隆坡市政局工作，从事市政管理
和城市规划工作已超过30年。马政
府在任命苏莱曼为市长的声明中表
示，苏莱曼的工作经验有助于吉隆坡
市政治理和城市职能完善。

苏莱曼是接替今年3月31日退
休的前市长马哈迪，马哈迪在出任市
长前也曾任吉隆坡市政局执行总监，
同样在吉隆坡市政局服务达 30 多
年。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最大城市，为
马来西亚3个联邦直辖区之一，归马
来西亚联邦直辖区部管辖，故其行政

首长由联邦政府任命。
苏莱曼和马哈迪交接之际，正逢

《2040 年吉隆坡规划蓝图》即将推
出。该蓝图已草拟完成，原计划在日
前正式发布。但马来西亚政府已宣
布将该蓝图发布时间推迟到5月31
日，即在苏莱曼上任后方正式发布，
以进一步征询社会各界意见，进行完
善。

该蓝图涉及吉隆坡未来的土地
规划、人口发展等，关系吉隆坡未来
的发展方向。

（中国新闻网）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任命新市长

在民间的习俗里，节日唱大戏是一种传承多年的文化习
俗。每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二，在下祝乡老百姓的心里，那就是去
洋头村听闽剧的大日子。这不！洋头村的剧场里大戏开场了，
乌压压的人群，好不热闹！

咚咚锵锵声中，演员上台了。这出戏叫《审驸马》，用乡亲们
熟悉的乡音——福州评话，演绎了精彩的故事环节。台上演员
们在投入地演出，台下老人们看得入了迷，跟着台上的表演情节
欢笑、叫好。满满的乡音乡情，滋润了乡亲们平淡的日子。

下祝乡共有22个村，在早年每个村都开设有剧场，遇到重
要的节日，都会邀请剧团来唱大戏。直至今日，全乡还有12个
村还保留有剧场。在人口密集的村庄，仍然传承着节日唱大戏
的习俗。

下祝乡洋头村党支部书记、主任罗嫩妹说：“每年的农历二
月二十二我们村都有唱闽剧，这个传统延续了大概六七十年了，
十里八乡的人都会聚集在这里，非常热闹。这个节日每年要连
唱五场戏，寓意是保佑我们这个村庄一年风调雨顺大丰收，周边
22个村的老人们基本都会来这里看戏。”

闽剧又称福州戏，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戏曲
剧种。它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传递乡
音、乡情、乡恋的一个重要艺术媒体，是闽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福州方言的活化石；也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闽剧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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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生态振兴专项小组公布了第三批
高级版“绿盈乡村”名单，白中镇攸太
村成功入选。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
步，一起去感受攸太村的魅力。

阡陌交错、山环水绕、繁花似锦、
美丽富饶。走进白中镇攸太村，清新
的空气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是干净
整洁的乡村小路、错落有致的乡村小
洋房、以及春和景明的“红色领航”公
园。置身攸太村，恍如远离了一切都
市尘嚣，宁静幽远，令人神驰。攸太村
位于闽清县白中镇中部，是历史悠久、

人杰地灵、乡风文明之地。近年来，攸
太村坚持党建引领，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致力打造机制活、产
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幸福攸太村。
先后获评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村，和
福州市乡村振兴中级版试点村。2023
年，白中镇攸太村获评高级版“绿盈乡
村”。

“绿盈乡村”有四个内涵：
“绿化”，就是要林灌草结合，实现

村庄处处有绿、是山皆绿，树带围村、
花带围宅、绿篱围院，让绿色成为福建

乡村振兴的底色；“绿韵”，就是要不断
改善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生态保护与
建设的成效要体现在蓝天上、小溪间、
田埂里，实现天更蓝、水更清、田更洁
等8个方面目标；“绿态”，就是要树立
绿色发展导向，不断推动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引导村民形成节
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模式；“绿魂”，就是要把生态
文化理念扎根村庄并转化为村民的思
想行动自觉，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乡
村振兴的全过程，形成浓厚的生态文
化氛围。

下一步，攸太村将继续努力，打造
出环境优美、产业发展、文化繁荣、富
有生态特色的高级版“绿盈乡村”样
板，助力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记者 林钰颖 廖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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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明集大成，悠悠玉振伴金
声。闽清文庙，这座福州市现存最大
的文庙，屹立在清韵山水之间，滋养着
闽清水土，孕育着闽清人文。

闽清文脉，千古流芳

闽清文庙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
溯至宋代。翻新修缮之后，虫蛀雨蚀
的痕迹已被隐去，补新上彩的灰塑也
焕发了别样的生气，让这座饱含历史
印记的文庙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漫步于文庙廊庑，历史长河的画
卷徐徐展开。

镶嵌在墙内的先秦刻石文字《石
鼓文》，回廊中留存着的清代石碑，一
一向我们诉说着当年历史发展的印
记。

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闽清文
庙更是充当过部队办公地址。廊内的
瑰宝，一帧帧画面似默片播放，将闽清
人民参加革命的英雄事迹娓娓道来，
让你我不得不陷入历史的轮回，去与
那个苦难的时代共情。

文庙的故事，在不断地历史变迁
之中，逐渐交织成一首首动人的乐曲，
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儒风浩荡，古韵悠长

构造巧妙、精美别致的大成殿，流

淌着历史与艺术的气息。 纸页上记载
着的历史人物抽离了塑像的枷锁，跃
然浮现于眼前，鲜活的生命正与我们
倾耳交谈。

抬眼望去，庄严慈祥、谦和智慧的
孔夫子，似乎在与弟子们谈论着“仁、
义、礼、智、信”的儒学思想，展望着“天
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那仿着清代皇帝御笔的牌匾与题
字清晰可见，仿佛乾隆皇帝正挥斥着
他那遒劲的笔锋，在横匾上题写——

“万世师表”。
百年来，闽清人才辈出。闽清文

庙见证了梅城大地上两宰辅、三状元
和 198位进士的诞生。

此时此刻，我们正相互对望，于无
声中传递儒学文化的思想光芒。

文化符号，闽清瑰宝

闽清文庙，犹如一座神秘的宝库，
虽饱经风霜，却历久弥新，熏陶着闽清
后人。

它的魅力不仅仅是一座遗留建
筑，更是一项记载历史的符号，流淌着
炙热的血液，是那样热烈，多情。

当你凝视它时，它也在给予你深
情的回应。

千年文庙闽清瑰宝

每当课后服务晚托时间，运动员
们爽朗的欢呼声和球与球棒的撞击
声，都会从绿意盎然的棒球场上传来，
原来，这是闽清县第三实验小学梅蕾
棒球队的队员们在紧张地训练。

闽清县第三实验小学自2022年3
月 1 日成立梅蕾棒球队以来，坚持以

“提高学生竞技与智慧水平，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为目标，发挥团队合作和拼
搏进取的体育精神，呈现出棒球运动
斗智斗勇、动静相间、个人英雄和团队
协作完美配合的运动特色。

为了备战“福州市第60届中小学
生运动会棒球比赛”，除了日常的晚托
训练外，许少斌、陈容杰两位教练带领
队员们在课余期间进行了赛前加训。
每周末10个多小时的集训，队员们没
有畏难，没有退缩。高强度的训练也
得到了家长们的鼎力支持！

二垒手陈俊熙说：“我担任棒球队
中的二垒手，我觉得担任二垒手不能
太胆小，要不然就会怕球，然后接不到
球让球队失分。我们平常的训练都非
常有趣，大家配合的非常有默契，因为

这样才可以获胜。”
右外野张晓丹说：“平常就是教练

对我们比较严格一点点，一个不听话
的话就是全部跑圈的，因为我们是一
个团体，教练说。教练认真负责，是想
让我们从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此前，球队就以通过每周刻苦训
练取得的初步成效，先后代表学校参
加了“福州市第59届中小学生运动会
棒球比赛”“2022年平潭综合实验区全
民健身运动会”“2023年连城县“冠豸
山杯”闽台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等活
动，并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棒球队教练陈容杰说：“棒球这个
项目是一个团体的项目，能锻炼孩子
们的团队意识，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
感，棒球结合很多，他可以锻炼孩子们
的一个速度、力量然后协调能力，全方
面的运动都可以锻炼的到。”

闽清县第三实验小学以棒球项目
为体育特色，积极参与对外交流，进一
步推动棒垒球项目的普及和提高，助
力我县体育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记者 刘宁 廖瑾）

梅蕾棒球队

从兴趣的种子到热爱的萌芽

看腻了城市里的灯火阑珊、车水
马龙，厌倦了城市里的喧嚣，忍不住
向往陶渊明笔下，那充满山水灵性和
自然意趣的桃园风光。在闽清，就有
这么一个大隐隐于市的归处——清
源清境民宿。

雄江镇凤山村，这里海拔高，一
年四季气候宜人，加上地处黄楮林自
然保护区和白云山，绿色植被丰富，
空气清新。看到这里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林凌就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年
轻人，打造了清源清境民宿。之所以
取名为清源清境，是源于倡导“溯本
清源，本立而道生，止于至善”的理
念。他们希望为当代在城市工作的
人们打造一片净土，营造一个宁静、
惬意、养生、修身养性的文化场所，给
疲惫的心灵一个归处。据介绍，民宿
在发扬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健康生

活文化的同时，也打算打造成中华文
化的传播基地，影响更多渴望身心健
康，渴望幸福生活的人们，一起来这
里学习，共同建设，把基地打造成最
生态、最健康、最幸福的文化家园。

清源清境负责人林凌说：“当时
承包这样一个地方，主要的目的就是
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清净的心灵后花
园，来这里的人都可以身心清净。在
这里，小孩子可以进行夏令营或者研
学活动。同时，这里还提供一些茶
道、花道、香道和国学等静心的课
程。”

呼吸清新空气，放飞自我。清源
清镜，正努力打造成一所集休闲观
光、健康养生、少年成长教育、亲子生
活体验、放松休养生息、旅游团建于
一体的综合性农家乐园。

（记者 张林俊）

雄江清源清境民宿

近年来，上莲乡主动探索乡村振
兴新模式，以上莲乡美丽的山水田园
风光和优质的生态环境为依托，打造
了一个与当地的农业、生态、文创、餐
饮、娱乐等资源融合的山野春望民
宿，实现聚集效应，赋能乡村振兴。

山野春望民宿位于上莲乡新村
村“遇见·心上莲”园区内，是通过改
造原有的老旧知青剧场、知青宿舍楼
以及闲置的中小学教学楼打造而
成。同时也是由福建心上莲品牌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运营的“山野”
主题民宿之一，其背靠群山，面朝田
野，门前“双溪”交汇，鸟语花香。民

宿共有12个房间、2个庭院，以春天
的传统颜色命名，并拥有下沉式会客
厅、户外吧台和三个休闲区，既可进
行户外烧烤、围炉煮酒等活动，还可
以体验乡村户外夜生活。

山野春望民宿串联起周边景点，
提供“微度假”一站式服务，打造了一
个满足游客从观光到度假体验的乡
村综合体。并让闲置老屋变身“知青
民宿”，唤醒生活诗意，推进以“心上
莲”为地域品牌的产业链发展，真正
做到赋能乡村振兴。

（记者 俞方玲）

上莲“知青民宿”

打造特色民宿打造特色民宿 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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