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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及两岸华文媒体甘肃
“高原行”采风活动22日在兰州启
动。逾20位来自两岸及法国、加
拿大、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国家的华媒代表，将在兰州、临
夏、甘南等地开展采风活动，感知
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新貌。

为期五天的活动中，华媒代
表将参观读者出版集团，品味“中
国人的心灵读本”；前往甘肃省博
物馆，领略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
走进拉卜楞寺、郎木寺等寺庙，了
解宗教工作情况；实地走访极具
浓郁风情的夏河县、碌曲县，考察
新农村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情况。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二级巡
视员许波指出，此次活动行程丰

富，涉及文化、生态、民生、宗教、
民族等方面，希望大家以最擅长
的方式，把所见所闻所感告诉更
多想了解中国、了解甘肃、了解甘
南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让更多人
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海内外华文媒体“高原行”采
风活动首次举办于 2011 年，由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组织发起，十
余年来足迹遍布西藏和四省涉藏
州县，多篇报道被翻译成英、德、
法、葡等多种语言，被国外报纸、
刊物、网站等广泛转载，为世界人
民了解中国西部提供了重要窗口
和平台。 （中新社）

海外及两岸华文媒体甘肃采风
感知高原发展新貌

 

























日前，2023第十一届“稀白杯”
海峡两岸（平潭）跆拳道交流大赛暨
第十一届福建省大众跆拳道锦标赛
在平潭成功举办。本次比赛共有海
峡两岸 41 支队伍、594 名跆拳道选
手齐聚平潭，切磋交流跆拳道技
艺。闽清县贤胜武道馆12名学员，
经过激烈角逐，善用技能，动作刚劲
有力，气势如虎，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最终获得8金、5银、2铜
的优异成绩。

据了解，海峡两岸跆拳道交流
大赛是基于拓展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渠道多样化而搭建的新型平台，将
城市建设、旅游产业、文化会展、对

外推广整合起来，打造一场以跆拳
道运动为载体的全民参与的娱乐、
体育、旅游盛会。

本届赛事由福建省体育总会、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台湾体育
总会主办，福建省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
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文旅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台湾体育总会跆拳道
协会、中体联合(福建)体育产业有
限公司承办，福建省跆拳道协会、福
建省大众体育竞赛中心、平潭综合
实验区旅游文化服务中心、平潭综
合实验区跆拳道协会协办。

（记者 刘宁）

闽清选手在跆拳道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位于闽清县坂东镇的文泉书
院，历经240年的风雨沧桑，仍静静
矗立在闽清二中的校园里，讲述着

“为一邑养士”的悠悠往事。
文泉书院始建于 1783 年清朝

乾隆年间，它是宏琳厝的始祖黄作
宾一手创办的，当时他育有四个孩
子，均送到县城的文庙去读书，但是
苦于交通不便利以及远涉，所以就
近在坂东这里，建造了这个私塾，取
名为文昌宫。后取名为文泉书院。

文泉书院由内到外种有三棵大
树，分别是桂花、白玉兰和苦楝，有
着深刻的寓意。桂花树是取它蟾宫
折桂之意，金榜题名。白玉兰就象
征一种感恩君子的气节，他们遵从
的一种孝道。文泉书院的正门口，

则是种下了一棵苦楝树，时刻提醒
学子，要勤学苦练，三棵树串到一
起，寓意着要苦练，君子，折桂。所
以古时非常的推崇要先有德，培养
有德行的人成才。

屋顶“鲤鱼跳龙门”的雕塑，以
及正门上由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
宝琛题笔的青石横额牌匾，让文泉
书院更加古色古香。

目前，文泉书院正在进行第三
期的修缮工作，魁星、孔子和文昌的
雕像在精加工阶段，即将搬入书院
内，香樟树和古井也准备复原，期待
古老的文泉书院以更完整的面貌和
大家见面，延续深厚的地方文脉，传
承优良校风学风。

（记者 廖瑾）

清朝闽清最大的私立书院文泉书院

赖秀玲是池园镇丽星村人，她
因小时候发高烧，错失医疗最佳时
机，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脚部落下
二级残疾的症状，行动不便。但不
甘平凡的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创办
了池园镇首家最规范的民办幼儿
园，用不懈的拼搏证明了自己的人
生价值。

“因为身体原因，我求学比较困
难，没上过幼儿园，我从小的梦想就
是办一所属于自己的幼儿园，终于，
我在 1995 年实现了这个梦想。”新
星幼儿园园长赖秀玲说。

新星幼儿园占地面积达 1600
平方米，拥有 15 间教室、教职工 30
多人、学生 230 多人。学校硬软件
设施一应俱全，各类设备均达标准，

曾被评定为“闽清县示范性幼儿
园”。赖秀玲一心想把幼儿园办好、
办规范，让家长们放心，让孩子们受
益。赖秀玲表示：“现在农村人口涌
入城市的越来越多，生源越来越少，
但是我还是很热爱这份事业，不管
怎么样我都会坚守下去。

据悉，新星幼儿园今年还开设
了托育班，计划招收55名年龄在18
个月至36个月以内的幼儿，解决双
职工家庭育儿难托的后顾之忧。

虽然身体上有残疾，但是赖秀
玲想在精神上做一个自强、自尊、自
爱、自立的人，她不想成为社会的包
袱、家庭的累赘，她想尽自己的所能
为社会尽绵薄之力。

（记者 张林俊）

身残志坚的追梦人赖秀玲

七夕是是中国唯一以女性
为主角的传统节日。女孩挑选
佳期祈福，许愿自己心灵手巧。
随着国风潮的兴起，中国传统文
化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体验
传统习俗成了当下“花式”过节
的新热门。七夕节当天，在省璜
镇鹤顶岩，举办了一系列七夕传
统习俗的展示、体验活动，尽显
民俗浪漫。

活动现场，游客们通过体验
插花、品香、点茶、书法、穿针乞
巧等一系列的传统活动，沉浸式
地体验了一把穿越古今的七夕
的浪漫对话，感受中华文化传承
绵延的诗意。

由星宿崇拜演化而来的七
夕节，是中国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传
统节日。拜七姐，祈福许愿、乞
求巧艺、祈求姻缘等，是七夕的
传统习俗。省璜镇鹤顶岩景区，
因广为流传的“七星仙娘”神话
传说故事而出名，这里保留着从
明朝传承至今的七星仙娘庙，以
及一系列七夕传统习俗。

此次活动不仅普及了民俗
文化，增强了大家对传统节日的
认知，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同时，也让传统节日赋能乡村文
旅，对进一步丰富省璜镇当地的
文旅内涵，打造地方文化特色，
助推乡村振兴，都起到了积极的
意义。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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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上莲乡上丰村，处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
影。上丰村是闽清县目前着手修缮的第8个传统古村
落，除了修缮保护，相关职能部门还将从古厝特色文化
挖掘、古厝活化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加强建设引
导，加快推进乡村建设发展。

近年来，闽清县不断凝聚各方力量，开展古厝普查

登记和保护利用专项行动，并积极推进集镇环境整治，
挖掘当地特色文化，探索多元投入模式，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古厝保护利用，让古厝为乡村振兴赋能。

“我们投资1,000余万元，对整个上丰村进行整体
的风貌改造。这次改造主要以修缮为主，上丰村有很
多清朝的历史建筑，我们跟村民们协商，进行流转，由

我们进行管护利用，后期将会引进一些旅游项目，将上
丰村开发打造成旅游景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村
民收入。”上莲乡副乡长林腾说。

闽清县委县政府一直都很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历年来共计投入财政资金3,000多万元，向上级
争取补助资金3,000余万元，来用于古厝的保护修缮工
作。在风貌修复之后，还将通过流转引进文旅项目，对
古厝进行综合利用，让乡村古厝实现可持续发展。

闽清县历史文化名街名村保护中心综合科科长陈
家航表示：“通过人居环境提升保护历史文化，让村民
看得见青山，记得住乡愁，为上丰村的乡村振兴进行一
个助力。同时我们也听取多方的意见，积极开展古厝
流转，用于古厝活化利用，舀米厝目前已流转至村委用
于剧本杀等文化创作。”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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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塔庄镇林洞村坚持党建引领，蓄力老区振兴，不
断提升宜居宜游宜业建设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走近林洞，干净整洁的乡间道路，错落有致的村屋庭院
映入眼帘，徜徉其间，令人心旷神怡。据了解，林洞村面积
4.6平方公里，总人口1457人，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曾发
生过“麟洞惨案”事件，为铭记革命历史，闽清县人民政府授
予林洞村“革命老区村”牌匾，进一步弘扬努力奋斗、开拓进
取的老区精神。

除此之外，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林洞村作为高山村，虽地
处偏远，但是林洞村党支部带领村民继承老区精神，努力奋
斗，致力乡村振兴。近年来，林洞村在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
设上出硬招、出新招、出实招，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与村容村
貌。利用当地良好的生态与气候条件，引导群众大力发展蔬
菜和林果种植业，通过合作社，带动了全村人民致富。

林洞村党支部书记詹世姜表示：“至2021年以来，村庄道
路硬化1000多米，7个自然村安装太阳能灯175盏，村河道护
岸工程投资15万元。修缮保护期间，时任市委书记习近平曾
来到林洞村调研座谈会旧址，一期工程总计已投资25万元。”

詹世姜还告诉记者，下一步林洞村将以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为契机，大力开展村居环境整治，不断提升村落基础设施
建设，为村民们提供更好的硬件保障。同时，林洞村将持续
深挖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教育名片，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向纵
深发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为革命老区发展和乡村振兴
增添新的活力。

（记者 黄东 吴龙义 实习记者 刘正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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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业一直是闽清经济的支柱产
业，几百年来，陶瓷文化也一直在闽
清传承弘扬，始终保持我县的瓷乡特
色。跟随记者一起，探访闽清池园陶
瓷实物陈列馆，了解传统文化，近距离
感受陶瓷艺术的魅力。

池园镇位于闽清县西南部，这里
有连绵的群山、茂盛的林木，山上遍布
高岭土矿，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池园生产陶瓷的有利条件。因
此，池园镇自古以来瓷业兴旺、经济繁
荣，为闽清陶瓷的发祥地。2007 年 8
月28日，“闽清池园陶瓷制作工艺”经
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福建省第二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池园镇陶瓷实物陈列馆内，展
示着琳琅满目、精美绝伦的各种陶瓷，
陶瓷种类多种多样，包含日用粗瓷、日

用细瓷、工艺瓷、高频瓷、低压电瓷、高
压电瓷以及建材瓷，共有 1100 多件。
陈列馆内还保留有烧制陶瓷的原始设
施，阶级窑和水碓。

池园陶瓷手工制作技艺保护协会
会长刘义煌说：“我们建这个陈列馆的
目的，是把池园陶瓷保管好、展示好，
把陶瓷技艺传承给下一代。下一步，
我们将进行一些创新，提高池园陶瓷
的产品质量，弘扬壮大我们池园陶瓷
文化。”

通过池园陶瓷实物陈列馆的展
示，能让参观者从陶瓷作品中感受到
浓厚的传统文化气韵进一步宣传池园
陶瓷，让绚烂多彩的池园陶瓷非遗文
化，在弘扬和传承中，赓续文脉、焕发
生机。

（记者 林钰颖 许永鑫）

池园陶瓷展示馆
弘扬传承陶瓷非遗文化

1、什么是登革热？
登革热是登革病毒引起，经伊蚊叮

咬传播的一种以发热、皮疹和全身疼痛
为主要症状的急性传染病。

2、登革热的传播途径
登革热的传播媒介主要是埃及伊蚊

和白纹伊蚊。病毒通过蚊子的叮咬传染
给人类。蚊子通常在吸食被感染人血液
时获得病毒，被感染的蚊子终生均能传
播病毒，少数还可经卵将病毒传给后代。

3、登革热的潜伏期
登革热的潜伏期一般为 1～14 天，

多数为 5～9 天。患者和隐性感染者是
主要的传染来源。患者在发病前1天至
发病后5天都具有传染性。还有一部分
人感染登革病毒后，病毒在血液中存在

但不发病，即隐性感染，但是同样能通过
伊蚊将病毒传给其他人

4、登革热的主要症状有哪些？
如被蚊虫叮咬，出现以下症状后要

警惕：
突发高热突发高热：：一两天内体温升高到

39℃～40℃，体温常持续一周不退。
““体痛体痛”：”：感到头痛、眼眶痛、肌肉关

节和骨骼痛，整个人觉得很疲乏。
““发红发红”：”：脸部、颈部、胸部以及四肢

皮肤发红，貌似“酒醉状”，甚至出现眼结
膜充血、浅表淋巴结肿大、牙龈等无端出
血等。

皮疹皮疹：：以麻疹样和出血性皮疹为主，
不高出皮肤。

5、预防登革热最有效的措施是防
蚊灭蚊！

清除孳生地
翻翻：：将缸、罐、盆、坛、瓶等小容器积

水倒掉，放置时底部朝上，保持干燥。
填填：：用泥土、黄沙填平各种坑、洼、沟

等容易积水的坑洞。
疏疏：：疏通明沟、下水道、沟渠以及河

流等。
药药：：不能清除的积水，如雨水井等应

采取投放长效灭蚊幼剂。
洁洁：：保持住家及周围环境卫生整洁，

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
盖盖：：家庭用的水缸或水箱应加盖；户

外堆放轮胎，应遮盖防雨，户外废弃轮胎

可打孔清除积水。
换换：：家中减少种养水生植物，已种养

的容器3—5天彻底换水一次；住家及周
围景观水体，可放养食蚊鱼。

个人防护
隔隔：：外出时可以穿浅色长袖衣服及

长裤。
灭灭：：适时使用蚊香、电子驱蚊器、电

蚊拍、防蚊灯等装备，还可以用杀虫喷雾
剂对房间实施灭蚊处理。

避避：：避免在蚊子活动高峰期（上午7
点~9点和下午4点~6点）在树荫、草丛、
凉亭、垃圾站等地方逗留。

驱驱：：可以在皮肤裸露部分涂抹蚊虫
驱避剂。

装装：：家庭可安装蚊帐、纱门、纱窗等。

闽清县卫生健康局
闽清县计生协会 （宣）

登革热高发季！防治大全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