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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系列
重要论述精神，向清廉先贤先辈学
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形成爱党、爱国、爱
家、孝亲、和睦、友好、向上向善的社
会主义新时代家庭文明新风尚，7月
20 日，塔庄镇七都小学组织部分学
生代表走进位于塔庄镇秀洋村的黄
氏二叶祖厝，开展暑假家风家训研
学活动。

活动中，闽江书画院黄以桢院
长介绍了祖上敦公的祖训以及家风
家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
地展开讲解。讲解结束后同学们纷
纷表示，要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
起，传承良好家风，弘扬正能量。家
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本次活动

的开展，充分激发了学生们对家教、
家风的重视，推动了社会风气的清
廉、向善、向好发展。

黄以桢先生是中国书协会员、
闽江书画院院长、武汉市福州商会
原执行会长，他的书法工作室就在
祖厝的正房。走进工作室，一张古
典办公桌，装满古籍的书架，满墙名
家的字画，浓浓的文艺气息扑面而
来。黄老挥毫留下墨宝，同学们认
真观看，用心品味书法艺术之美。

通过开展传承好家风，弘扬好
家训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同学们
从优秀的家风家训中汲取培养道德
的养分，让优秀的家风家训在传承
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师生在参与
活动中促进自身成长。

（记者 刘宁 廖瑾）

塔庄镇七都小学组织
暑假家风家训研学活动











































近年来，东桥镇官圳村积极探索“党建+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新模式，科学
谋划发展“蓝图”，努力开创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新局面。

走进东桥镇官圳村，青山环绕、炊烟袅袅，绿意盎然，远离城市的喧嚣，自带
宁静与安逸，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基于优良的生态环境，官圳村科学统筹
辖区资源，做好“细规划”，打好资源“共享牌”，整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用活历史
文化遗产。将孙氏古厝打造以闽清义窑青白瓷非遗为载体的生活美学艺术和非
遗文创中心，融入陶艺制作、非遗草木染、植物盆栽等10余个文化体验项目，组
织开展党建、团建等活动。

同时，官圳村党支部将闲置的土地进行统一收储和运作，最大程度发挥土地
的使用效能，修建古色古香的休闲步行栈道、荷花池等文旅配套设施和景观。

除此之外，官圳村党支部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积极牵
头成立专业合作社，派骨干成员进行学习，加强沟通交
流、提升市场化经营能力，推动文旅企业进行合作，带动
农民就业增收。

东桥镇官圳村党支部书记孙永钤表示：“官圳村从强
化村党组织力量入手，深入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
积极进行市场化运作，与福建省农科院合作建设‘南方稻
米博物馆’，以及与万颗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探索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进行市场化运作，打造农文旅
产业品牌，让村庄的‘好生态’‘好文化’‘土特产’成为群
众致富、集体增收的‘敲门砖’。”

（记者 吴龙义）

党建引领聚合力 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陶瓷，总是令人难以理解，无法深
入探究。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符
号，陶瓷，更是数千年沧桑迭代的见证
者。它的发展，到宋朝达到了鼎盛，被
后世称作“宋瓷”。宋瓷色调优雅，即便
以现代的眼光去看宋瓷，我们依旧能看
见它的雅致。闽清的陶瓷，以青白瓷最
为出彩，它的故事也从宋朝而来。

八百年前，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
“南海一号”装载着陶瓷时代的记忆启
航，闽清义窑的青白瓷也随之跨越山
海，驶进独属于它们的那段历史烟波。
八百年后，“南海一号”大船重新浮出水

面，沉睡在海底数百年的闽清义窑，也
得以重见天日，接续着丝绸之路的繁
荣。

义窑，我省最大的青白瓷产地。其
窑群错落于安仁溪一带，绵延十多公
里，尤为壮观。如今的义由村，群山环
绕，古窑群、古民居、古道交相错杂，厚
重且深邃。随处可见的散落瓷片、匣钵
碎片，见证了当时烧制的热烈和工匠们
炙热的匠心。这里的每一个印记，都在
诉说着，闽清陶瓷的辉煌，更展现了古
代海上通商贸易的繁荣。

如今的青白瓷已然进入了寻常百

姓家，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或是收藏品、或是食器，当我们将果
盘、碗碟、茶盘、杯盏等摆上桌面时，宋
徽宗时期文人雅士围坐一起谈笑风生、
饮食作画的场景也浮现于脑海，寻常生
活也变得雅致不少。

如果说，时代是有记忆的。那么，
这数百年的文化记忆一定是炙热的。

这个在宋时就被偏爱的瓷色，带着一抹
天青，融入了闽清的世代生活，也成为
了闽清人的记忆。这个时节的闽清，正
值雨季，正好可以坐在窗边，细细端详
被偏爱的青白瓷杯。釉色青中泛白或
白中闪青，釉质均匀细腻，杯口微敞，杯
身印刻线条流畅清晰，小巧玲珑，晶莹
剔透，注入精心沏煮的茶水，杯底的印
花跃然呈现，一口暖茶入喉，只觉沁人
心脾。此时的青白瓷，传递出的又何尝
不是一份眷恋 。青白瓷，是有灵魂的，
它带着宋的雅，宋的逸乘风而来，将再
现旧时荣光。 （梅融）

融 入 灵 魂 与 温 度 的 瓷 器

蘸墨、凝神、运气，一气呵成，
75 岁的冯利发手起笔落，“随缘”
二字跃然纸上。

近日，中新社记者专访柬埔
寨知名华人书法家冯利发。在金
边市利发大厦一间工作室里，他
现场挥毫泼墨，独树一帜的书法
作品，尽显功底。

冯利发1948年出生于柬埔寨
金边市，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第三
代华人。他的书法作品曾在中
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

冯利发的祖父是他的书法启
蒙老师。“我祖父来自广东顺德，
以教书为生。祖父教我们的教材
是一本香港出版的《通胜》线装
书，红色的封面，里面刊载有天文
地理、谚语典故，还收录有《三字
经》《增广贤文》等旧时儿童启蒙
内容。”他回忆道。

令冯利发印象深刻的是，当
年祖父要求他天天背诵《通胜》里
面的文章，还要求每天分别用小
楷和大楷抄录《增广贤文》。这样
的强化学习，让冯利发至今还能
完整背诵出《增广贤文》的内容。

冯利发的父亲在金边创办了
一家食品进出口公司。自家公司
雇请的会计习惯用毛笔记录账
目。青少年时期的冯利发也跟着
账房先生学习用毛笔记账，也进
一步增进了他的书法功底。

可以说，中国书法伴随着冯
利发的人生。他创办过玩具加工
厂，开办过海鲜餐馆和建筑工程
公司，还参与创建柬埔寨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柬埔寨中国港澳
侨商总会。不论在哪个岗位工
作，冯利发始终不忘中国书法。
早年华人商会或华人社团举办活
动，但凡有请柬和荣誉证书所需
填写之项，他皆亲力亲为。闲暇

之余，广录中国历代名家诗词歌
赋，楷书、隶书、行书、篆书，无所
不及。即便事务缠身，也会忙里
偷闲，用意念在心中练字，他谓之
为“手中无笔，心中有笔”。

为弘扬中国书法文化，冯利
发在柬埔寨也做了大量工作。在
担任柬埔寨广肇学校校监时，冯
利发还借鉴了祖父的教学模式，
要求学生们每天用小楷、大楷抄
录语文课业和成语。优秀的书法
作业还会被挑选出来展示。他以
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华裔新生代
中推动中国书法传承。

2015 年 12 月，冯利发创立柬
埔寨中国书法家协会。过去几年
间，他与当地侨团侨社多次联合
举办新春送“福”活动。新冠疫情
期间，他也积极携手中国援柬中
医抗疫医疗队、孔子学院等机构
开展“中医+中文”普及巡回活动，
给当地民众送去温暖。

位于金边市中心的利发大
厦，是冯利发和一众书法爱好者
交流技艺的场所。他曾邀请中
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相关单位在这里多次举办书法作
品展。今年8月，“水韵凤城”（顺
德、香港、柬埔寨）中柬书法作品
展将在这里揭幕。冯利发还计划
在今年秋季柬埔寨端华大学开学
时，举办一场百米长卷书法盛会，
邀请了中柬书法爱好者同场挥毫
泼墨。

“以书法为媒介，传播中华优
秀文化，不仅增进中柬民众之间
的友谊，也为推动中柬文化交流
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我愿为此

‘添砖加瓦’。”冯利发说。
（中新社）

柬埔寨华人书法家冯利发
愿为中柬文化交流“添砖加瓦”

乘着国学的东风，与经典同行，
与圣贤为友，近日，闽清县图书馆开
展了主题为“品读国学经典《论语》
传承优秀中华文化”主题讲座。

开课当天，学员们身着统一的
服装，陆续来到了县图书馆五楼的
多功能厅进行签到，并在志愿者的
指引下就座。上午九点，特邀讲师
宏琳厝德学书院馆长吴清玲带领学
员们进行第一项流程，行拜孔礼。
学员们专心致志，认真效仿老师的
样子，在教室后排等待的家长们也
被氛围所感染，不由自主地学习起
来。拜孔礼结束后，吴院长讲解了
请书礼，并邀请图书资料馆员聂晓
林为学员们行请书礼。拜孔礼和请
书礼旨在表达崇敬思想先贤和宣扬

尊师重道的精神，让孩子们在中国
传统礼仪的感召下，启迪智慧，激发
兴趣。

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授课极富
感染力,学员们踊跃发言，师生互动
良好。吴老师的循循善诱是同学们
保持强烈兴趣及注意力的调节剂，
带领学员们仔细品读《论语》，探寻
国学经典的奥妙。

国学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通过诵读经典，能使人们的
心灵得到净化和提升，能够增强道
德素养，陶冶情操，提升艺术鉴赏能
力。广大少年儿童通过诵读国学经
典，感悟古典魅力，更好地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并传承下去。

（记者 刘宁 实习记者 苏宁桑）

引领书香风尚 传承国学薪火

暑假是亲子出游高峰，根据铁
路部门最新规定，7 月 20 日起，儿
童（含免费乘车儿童）乘车时必须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才能进站
乘车，随着这一政策施行，我县派
出所的儿童办证量倍增。

7月19日上午，梅溪派出所办
证大厅内人群熙熙攘攘，十几名儿
童在家长陪同下准备办理身份证
业务。梅溪派出所户籍窗口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近三四天来，每天
都有二三十位市民前来办理身份
证，其中八成以上都是为儿童办
证，服务大厅内这种场景成为了常
态。记者从前来办理儿童身份证
的家长处了解到，他们来帮小孩办
理身份证的主要原因，与已施行的
铁路乘车新规有关。

市民周海婷说道：“我暑期准
备带着孩子出去玩，看到新闻说7
月 20 日以后坐高铁儿童要证件
了，所以赶紧来办理。”另一位市民
表示：“我今天带孩子们来办身份
证，一方面是因为看到铁路部门发
布的新规，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拐。”

据悉，中国铁路部门近日发布
新规：从 2023 年 7 月 20 日开始没
有携带任何有效身份证件，也没有
办理身份证的未成年人，不能进站
乘车。也就是说儿童（含免费乘车

儿童）乘车时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才能进站乘车。于是不少准备
暑期出行的家长就带着孩子来到
户籍办理处，办证大厅也迎来了业
务高峰。

那么，关于未成年人首次办理
身份证，都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事
项？一起来了解一下。

该如何办理身份证件？

未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首次申
领居民身份证，由1名监护人陪同，
携带居民户口簿、监护人居民身份
证；现场采集指纹和照片。

照片可以自己准备吗？

办理身份证需前往户籍窗口
进行拍照，需要儿童能够坐立独自
拍照，不能躺着拍，穿深色上衣，不
佩戴发饰、项链等饰物，头发不遮
盖眉毛和耳朵。

必须在户籍地办理吗？

可以异地办理。但是需要提
供居住地合法稳定就业、就学或居
住证明材料之一，如学生证、居住
证、房产证等，还要提供监护人户
口簿、身份证及监护人与申请人的
关系证明之一，如出生证等。

有效期有多长？

未成年人办理的身份证有效
期限为5年。

（记者 黄东 许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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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通过哪些途径传播？
猴痘病毒经黏膜和破损皮肤

侵入人体。
主要通过接触感染动物的呼

吸道分泌物、病变渗出物、血液、其
它体液，或被感染动物咬伤、抓伤
而感染。

人与人之间主要通过密切接
触传播，亦可在长时间近距离接触
时通过飞沫传播，接触病毒污染的
物品也有可能感染。

病毒还可通过胎盘从孕妇传
播给胎儿。

易感人群有哪些？
未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群，尤

其是 1981 年后出生的人。既往接
种过天花疫苗者对猴痘病毒存在
一定程度的交叉保护力。

猴痘预后怎么样？
猴痘为自限性疾病，大部分预

后良好。

严重病例常见于年幼儿童、免
疫功能低下人群，预后与感染的病
毒分支、病毒暴露程度、既往健康
状况和并发症严重程度等有关。

个人如何预防猴痘？
避 免 和 罹 患 猴 痘 的 人 密 切

接触。
避免在猴痘高发国家与野生

动物直接接触，避免捕捉、宰杀、生
食当地动物。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经常
清洁和消毒，做好手卫生。

如果有可疑动物、人员或猴
痘病例接触史，或有同性性行为
等高危行为，出现发热、皮疹等症
状，应主动就医，并告知接诊医生
境外旅居史和接触史，以协助诊
断和治疗。

（闽清县卫健局、县计生协会宣）

关于猴痘，
这些知识请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