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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亲情中华·弈连
五洲”——第二届五大洲华裔青
少年中国汉字棋邀请赛开幕式在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举行。本次
邀请赛得到了五大洲 30 多家侨
团、华文学校和文化交流协会的
大力支持，共有1100余名华裔青
少年报名参加。

中国汉字棋于 2014 年由宁
波市华文汉字应用研究院发明面
世。九年间，在浙江省、宁波市侨
务部门指导下，其先后传播影响
至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法国、阿
根廷、埃及等五大洲30多个国家
和地区、100余家海外华文学校，
受到了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广泛认
可和欢迎。

“中国侨联将更加重视支持
汉字棋‘走出去’，让汉字文化成
为文化交流的窗口，推动中华文
化的国际传播。”中国侨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程学源在致辞中指出，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代表符号，他
希望通过这项赛事的推动，吸引
更多海外华裔青少年感知汉字
棋、熟悉汉字棋，增强学习汉语的
兴趣。

宁波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林雅莲希望海外侨领、老师和参
赛选手们利用此次活动契机，凭
借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矢志文
化传承，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
和理解，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
互鉴，“期盼海外侨胞常来中国、
常来宁波，感知宁波的崭新风貌，
寻找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语言文化
之‘根’。”

浙江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周松一希望宁波各级侨联持续
办好五大洲华裔青少年中国汉字
棋邀请赛，从更多维的角度和层
面去挖掘、拓宽传播渠道，能够提
升汉字棋等文化载体的内涵与生
命力。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侨联、
浙江省侨联指导，宁波市侨联、宁
波市侨办、宁波市体育总会共同
主办。决赛将于北京时间8月30
日19时至21时在线上打响，来自
五大洲240名华裔青少年参赛选
手参加最后角逐。 （中新网）

第二届五大洲华裔青少年
中国汉字棋邀请赛开幕

 






































8月25日下午，2023 年“福建供
销后备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第3场）启动仪式在闽清县东桥镇
举行。活动现场推出了福建供销后
备箱集市、乡村音乐节、非遗手作体
验、农事体验，还设置有缤纷水果
区、供销福宴品鉴区、帐篷咖啡区等
功能区域，为市民和游客朋友们提
供了一场沉浸式的后备箱生活体验
之旅。

在后备箱集市，30个摊位琳琅
满目。闽清特色农副产品，民俗产
品、旅游衍生文创周边产品、非遗小
吃、音乐、灯光、人潮把傍晚的九野
小镇点缀的热闹非凡。活动现场设
置了缤纷水果区、供销福宴品鉴区、
帐篷咖啡区等功能区域，为市民和
游客提供了一场沉浸式的后备箱生
活体验之旅。

活动还举行了供销后备箱农特
产品礼盒上市环节。之后，福建供
销后备箱经济的每一场活动，都将
通过特色供销后备箱农特产品礼
盒，承载活动举办地最具标志性和
影响力的农特产品，推动活动产销
对接、助农增收。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
通过打造“供销集市+后备箱经济+
文旅+农业”模式，因地制宜，挖掘
当地风俗文化，推广供销地方特产
风物，对供销后备箱经济进行文化
赋能，加强现场互动，增强供销品牌
的影响力，打造 2023 年“福建供销
后备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品
牌，搭建城乡农旅平台，助推闽清农
特产品和文旅产业打响知名度，拓
大消费市场。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闽清推出后备箱集市
助力乡村振兴

青山下，稻田间，一座书院，见证着
一段飘着书香的历史，延续着一方悠久
的文脉。

在下祝乡洋头村一座由古厝修缮
改造而成的书院，不仅成为了家风教
育，文化育人的好地方，也成为了乡村
振兴的文化动能，为乡村振兴赋能。它
就是由村中的乡贤罗训森回村打造的
——罗含书院。该名字取自罗氏家风
的集大成者，东晋著名的哲学家、文学
家罗含。

“一国兴嘉士，五云兆世祯，光宗延
泽永，昌嗣善祗承。”远远地就听到了书
院传出的袅袅读书声，这是罗训森在给

孩子们讲解书院先人罗绮的故事。
罗绮是下祝洋头村罗氏一族所出

的重要人物，因为官清廉而广受百姓爱
戴。在顺治五年(1648)中举后，编撰罗
氏族谱，将他的理想、对子孙的期望，通
过名序诗、字序诗的形式流传下来。他
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安徽太湖县任
县令，为官廉俭自守，被赞：“案有春秋
笔，门无暮夜金。”在县志、府志、省志中
留名。身后太湖百姓立祠，以“罗菩萨”
供奉，“罗菩萨”的提法在《福建通志》

《闽清县志》中明确予以记载。
这个暑假，下祝乡的孩子们在罗含

书院学习到了由家乡名人罗绮写下的

“名、字序诗”的思想内涵。这首包含了
爱国、爱家、修身齐家精神思想的诗，从
清朝一直传承至今，成为了当地村民遵
守的家风家训。

罗含书院的所在地，也是罗绮的故
居。历代以来，这个村庄都很重视教
育。在村内，推行过“优生田”等制度，
用于激励族人用功读书，促使罗氏一族
人才辈出。历史以来，这里出了进士、
文魁、武魁等10多个人才。村中文风昌
盛，村民皆以读书出仕为荣，并形成了
世代遵守的优良家风，传承至今。“重教
兴学”“家风家训”成为了洋头村的底
蕴，也成为了罗含书院孩子们学习的榜
样力量。

下祝乡洋头村罗含书院负责人罗

训森告诉记者：“历史上我们村出了很
多人才。有文物可以证明的有旗杆碣9
对，这个房子里面有三张可辨认的捷
报，都可以证明洋头村出过进士、文举
人、武举人以及很多的秀才。”

近年来，下祝乡以“乡土、乡情、乡
愁”为纽带，以“强农、富民、美村”为目
标，广泛凝聚乡贤力量，为乡村振兴

“跑”起来添动能。乡贤罗训森回村打
造的罗含书院，就是发挥乡贤桥梁、智
库作用的代表之一。书院通过开展家
风教育，以文育人，润物无声，营造了爱
国爱家、诗书继世的良好风气；在弘扬
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推动了民族
的文化自信。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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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莲乡12公里的上丰村，是一
片古老土地，这里风景如画，田园风光秀
丽，犹如世外桃源。

上丰村，古称丰洋，地处闽清县与永
泰县交界处，海拔820米。2020年，上丰
村入选福建省第三批省级传统村落。村
中保留有大量工艺考究，雕梁画栋的清
代古厝古迹。

青山环绕，白云作画，阳光铺路，阡
陌人家，偏安一隅的上丰村，就像闽清版
的“桃花源”，静静地在山里发着光。

从古而来，向新而生。走进上丰村，
扑面而来的是自然淳朴的气息和古色古
香的韵味。一座座气势宏伟或雅静清幽
的古厝，安静地矗立在山水之间。

大王后厝，因宅前有个大王宫，故名
“大王后厝”。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池承志始建下座，占地面积 45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坐东向西，木
结构。厅堂宽敞，天井、下埕均用河石铺
砌。前面用石砌成圆形围墙，入门转向
坐南朝北，建有正座、官房、六扇、八扇、
共计40间。书院16间，横厝26间，上下
过水亭4个，共16间。

十多年后，在厝后上方扩建上座。
后门护坡石砌高6米，后门两边石砌达
步，以便上下座通行。上座有正座、官
房、六扇、八扇，有40间。书院16间，横

厝 28 间，过水亭 4 个，共 16 间。上下两
座共计196间。2019年列为闽清县历史
建筑保护单位。

大王后厝、孔华厝、舀米厝……这些
从清代走来的厝名背后，都蕴含着一个
家族发展的历史。踱步其间，这些沾染
了岁月香气的古厝，一下子就能把你带

回历史的烟云中。
上丰村还是闽清唯一一个保存有文

昌阁的村庄。独特的三层三檐结构，紧
挨着池氏祠堂，见证了村庄曾经的繁华
与如今的变迁和当地的美好。

传统古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
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

最大遗产。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人一起来
关注像上丰村这样美丽的乡村。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上莲乡上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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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
1、起居有节，生活规律。情绪稳定，避免不良情绪刺

激。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不可经常强忍便意，以免形成
了习惯性便秘。

2、产妇和年老体弱者，应坚持做提肛锻炼：吸气时收
缩肛门，呼气时放松，一吸一呼为一提，每日做3次，每次
10～15分钟。身体条件尚好者也可做仰卧起坐，以增强
腹肌和其他排便肌肉的力量。

3、每日晨起空腹饮一杯盐开水或用蜂蜜冲茶代饮，
以润肠通便，同时顺时针按摩腹部以促进肠蠕动。

二、饮食
饮食中应富含纤维素，可多食芹菜、黄瓜、马齿苋、荸

荠、西瓜、柚子等凉性多纤维的蔬菜水果；也可选用黑芝
麻、胡桃仁煮粥及红枣银耳羹食用以润肠通便；平时也可
以芦根、夜菊花、金银花、决明子等泡茶代饮。不食辛辣、
煎炸之物。不饮烈性酒。

三、食疗
1、百合蜂蜜饮：百合50克，蜂蜜、白糖各适量。将百

合加水煮至熟透，放人蜂蜜白糖调匀即可。当点心食
用。具有滋阴润肠之功效。

2芋头粥：梗米50克，芋头250克，油、盐各适量。将
芋头去皮切块，梗米淘洗净，将梗米与芋头一起加水同煮
粥，粥成用盐、油调味，随时服用。具有散结、润肠、利便
之功效。

闽清县卫健局、县
计生协会（宣）

中医药基础知识
——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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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之窗卫健之窗

退休志不改，余热更生辉，他想
用自己的努力，让家乡被更多人看
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
热心宣传家乡的退休老党员——许
友镜。

走进闽清县三溪乡山墩村，记
者看见一位穿着格子衬衫，正带着
村民们在直播的老人，他就是许友
镜。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他依旧活
跃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宣传着自己的
家乡。这天，为了更好地呈现直播
效果，他特意选择了在白岩山脚下
的水稻田边，为网友展示山墩村的
非遗南拳武术表演。

除了网络直播，他还时常跟村
民们一起讨论怎样更好地进行拍摄
来展示山墩村的魅力。在新媒体快
速发展的时代，他想通过直播平台，
让家乡更出彩。受许友镜的影响，
山墩村的一些年轻人，也回村加入
了宣传家乡的队伍。村里的瓜果蔬
菜、蓝天、白云、田野，薄雾涌动的白
岩山，都成了他们镜头里的素材。

三溪乡山墩村村民许垭告诉记
者：“我看见我们村里的老年人，他

们跟许书记一起，学用抖音直播，宣
传我们村的美丽风景。我们年轻人
也不能落后，于是这次我约了几个
好朋友一起回来，拍摄家里的风景，
宣传一下家乡的美。”

许友镜担任过山墩村的党支部
书记，愿意再发挥余热的他，担任了
村里的第一书记，继续为家乡振兴
出谋划策。说起宣传初衷，许友镜
表示，近年来，三溪乡推出了“山水
三溪 白岩人家”的文旅品牌，坐拥
白岩山景点的山墩村，更要努力把

“好客山墩”的品牌打响，吸引更多
的游客来观光旅游，以旅兴农、振兴
乡村。

“我们山墩村山美水美，不仅有
知名度很高的八闽岳祖白岩山景
区，还有非遗文化南拳。这里四季
瓜果飘香，是国家级森林村庄。我
们村有这么多的好资源、好风光，我
想努力宣传这里的美景。让更多人
知道闽清山墩村，来体验农村生活，
感受乡村美景。”许友镜说。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退休老党员发挥余热
化身家乡宣传大使

在7月举行的2023年福州市青少年
武术大赛中，来自闽清冬成拳馆的罗新
于和黄敬精，分获男子少儿 B 组其他拳
术金奖和男子少年 A 组其他拳术金奖。
带出这两人的师父兼教练，是闽清豹拳
第七代传人黄文波。

闽清豹拳又称豹击拳，是拳术中象
形拳的一种。该拳主要以“魁力、角度、
速度、胆量、视力”取豹之形意为拳，突出
稳、准、狠、刁的特点，以刚制刚、以快打
慢，手形以爪、拳为主，步形以三七为
主。在黄文波的努力下，2022 年 12 月，
闽清豹拳列入福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24日，记者在塔庄镇的闽清豹拳传
承基地见到黄文波时，他正在指导罗新
于和黄敬精练习拳法。

黄文波告诉记者，相传清道光年
间，常有匪患出没，村民纷纷练武强身
保家。闽清人黄家祥拜泉州南少林拳
师陈彪和鼓贞为师，学习豹拳数年得到
真传，在与土匪的战斗中，豹拳显露出
威力，一时间声名远播。学有所成的黄
家祥将豹拳教授予族人子弟。黄氏子
弟为保家宅平安，守护族人，根据该拳模
仿豹扑、腾跃、奔跑等动作衍变而来的

“南派豹拳”特点，不断创新，经历200多
年传承至今，使之成为适合竞技实战要
求的闽清豹拳。

黄文波8岁就跟随闽清豹拳第六代
传人陈亨文习武，一招一式均得师父真
传，39年的习武生涯让他有了一身不同
于常人的力量，单手便能拿起200余斤的
石锁。

为了将闽清豹拳发扬光大，近年来
黄文波在闽清塔庄、梅溪、上莲等乡镇开
办闽清豹拳武馆和闽清豹拳传承基地，
并担任各武馆常务馆长，常年广收学徒
传授闽清豹拳。

目前，闽清武术协会内的豹拳传承
弟子近百人，全省境内开设闽清豹拳武
馆10多家，学习闽清豹拳的弟子近千人。

黄文波还推动闽清武术协会与学校
合作成立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将闽清豹
拳适当简化，编成武术操传授学生。“现
在我们跟七都实验小学和闽清县实验小
学都有合作，市级非遗闽清豹拳正式走
进校园。”黄文波表示，闽清豹拳作为学
生的课程，每个学校每周安排两堂课。
作为教练和师傅的他，会亲自到场教学。

（福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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