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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4
月1日发布消息，由黑龙江省承派
的中国第16批援利比里亚医疗队
与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联合
举办健康讲座和义诊活动。医疗
队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
化，进行了爱眼护眼讲座，并演示
中国传统眼保健操。

利比里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
部，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最不发达
国家之一，医疗卫生条件十分简
陋，缺医少药。中国第16批援利
比里亚医疗队共 9 人，自 2023 年
来到利比里亚约翰·肯尼迪医疗
中心开展医疗援助工作。

近日，第 16 批援利比里亚医
疗队与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利
大孔院)在其教学点圣语学校联合
举办健康讲座和义诊活动。医疗
队全体队员、利大孔院中方及利
方教师，圣语学校全体师生近300
人参加。

健康讲座以“爱护眼睛共享
健康”为主题，聚焦青少年常见的
眼睛及视力问题。医疗队结合中
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为圣语学校
全体师生进行了精彩的爱眼护眼
讲座，并演示了中国的传统眼保
健操。

眼保健操，是一种眼睛的保
健体操，主要是通过按摩眼部穴
位，调整眼及头部的血液循环，调
节肌肉，改善眼的疲劳，预防近视
等眼部疾病。通过对眼部周围穴
位的按摩，使眼内气血通畅，改善
神经营养。

利比里亚圣语学校校长普瑞
斯女士代表全体师生对医疗队的
义诊活动表示赞扬和感谢。她
说：“医疗队的到来，为学校师生
们带来了健康与关爱，他们的无
私奉献和热情服务，让师生们感
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温暖和关怀。”

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周红专表示，此次活动是汉语教
学与医疗援助又一次生动结合，
利大孔院将继续深化同援利比里
亚医疗队的合作，携手共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利比里亚圣语学校学生罗伯
特对中国传统眼保健操很感兴
趣，向医疗队询问详细做法，并表
示将会把做法介绍给他的家人和
朋友。

（中国新闻网）

中国眼保健操
走进利比里亚学校

仁周村地处闽清县池园镇东南
方，是我县革命老区村。这里有一座
老宅院，坐落于佳垅自然村（仁周村
佳垅 2 号），是闽永游击队十都联络
站旧址，也是革命先辈张琴松的故
居，这里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
物、遗址和动人的英雄故事。

1892年，张琴松出生在老宅院中
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他少年熟读各
类书籍，20岁自修中医，悬葫济世，更
是积极参加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
1918年受黄花冈义士、国画家吴适来
县影响，入民军革命宣传队，1949年
4月经莲宅联络总站站长林庭礼介绍
参加闽永游击队地下革命活动，并任
十都联络站站长，1956年当选为县人
大常务委员会常委，县政协委员，
1962年受聘为省中医研究院特约研

究员，他一生为党为民，死而后已！
池园镇仁周村党支部书记林荣

告诉记者：“仁周村是革命老区村，其
中仁周村佳垅 2 号古民居作为红色
文化的印记，二十九军曾经行军七天
七夜，途中在此地休息，在休息期间，
仁周村村民为部队积极筹集物资，也
为此留下了深厚的红色文化基础，下
一步我们将大力发扬红色文化，积极
申请资金，打造革命老区展厅。”

红色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和旅游
资源，仁周村党支部下一步将把这些
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好、整理好、利用
好，通过发展红色旅游、红色教育等
有效提升乡村知名度，壮大乡村
产业。

（记者 俞方玲 许宋新）

仁周古厝里的英雄故事

塔庄镇位于梅溪中游，古渡重镇，农商并举，贤
才辈出。

旧有三街六巷七家墩，今为现代农业样板仓。
塔庄，因状元得名，因茶口闻声。茶口不为茶，是粉
干的摇篮，闽清三宝之一之茶口粉干的原产地。

水悠悠，岸青青，阡陌横，烟火兴。如今的塔
庄，现代农业更具特色：葡萄、草莓、圣女果，山羊、
黄牛，百香果，芋头，茉莉花……寻味闽清，今天塔
庄会有怎样的精彩展示呢？三汤粉干、百香牛腩、
七星猪肚，光是菜名就让人垂涎欲滴，快一起去品
尝一下吧！

三汤粉干

塔庄盛产稻米，茶口有徐来清风，自南宋起就
出产粉干良品。历代传承演进，固化出十三道精制
工序，当地产的粉干“外观洁白匀长，内质细润柔

韧，久煮不糊不断，食之爽口，隔餐不馊”。在塔庄，
素有无粉不成席之说！

今天塔庄机关食堂主厨黄敬清将为我们演绎
三种风味的粉干做法。他以优质茶口粉干，给大家
煮出菌菇汤粉干、泥鳅汤粉干、草根鸭肉汤粉干。

粉干要美味，搭配是关键，只需给它
加足了味道，粉干就是一道佳肴。老母
鸡吊汤，加嫩糯的芋子，加鲜活的泥
鳅，再来一点红糟，一起煮汤，加
入适量捞过的茶口粉干，丰富性
可想而知，这是闽清中秋宴必
备菜品，具有丰收、团圆的美好
寓意。

几种当地菌菇一起熬汤，鲜
香十足，再融进粉干深处，每一根
都有了灵魂，味蕾如何不认得这份
精致？山仓根煮汤，这是闽清的舌尖
基因，与粉干来个“老乡见老乡，味道分外
香”！每一条米粉都圆润饱满，香爽柔软，这口感

真叫“开挂了”！
七星猪肚

猪肚是好食材，以它为容器，添加当地生产的
莲子、花生、芋子、玉米，再加上干贝、香菇、蛏干，七
种配料，小心装入七颗鸡蛋黄，文火蒸到外嫩里透，
味道交融，再切压干汤汁，切成丰厚的块状，装盘淋
上榨出的浓汤，营养又健康的一道特色菜出锅了。
每夹起一片，都是一种满足，味感精致。当地生产
的莲子、花生、芋子、玉米，再加上红枣、桂圆、枸杞，
这一串名字，听着就滋补。荤、素、粮、果，各种味道
交织一起，成就了一道好菜。以胃补胃，温养健康，
一起动手烹饪吧！

百香牛腩

玉台山上清风玉露，草嫩水净，养育的小黄牛
健康阳光。取这种土生土长的“运动牛”腱子肉，调
以地方香料，卤到软嫩，香劲就够够得了。切片，单
吃即可大快朵颐。但现在只是备料，我们给它调入
别的玄机，又会达成怎样效果呢？

塔庄的百香果，最得当地温差的考验，练就了
丰硕的个头，丰富的内涵，酸甜可口，取其汁液，调
以香菜等调料，与牛腩一道凉拌。独具塔庄味的牛
肉，好吃不用说啦！

好味闽清，塔庄上菜！接下来，你期待哪个乡
镇的美味呢？

（文/池宜滚 图/刘玲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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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场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
养知识讲座在闽清县第三实验小学
内举办，县教育局领导及机关工作人
员，各校、园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
科技辅导员和科学专职教师等，共计
约200多人参加。

讲座中，原福建师大副校长李敏
教授，以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厚的理
论积淀，图文并茂的生动实例，站在
教育最前沿，结合现阶段科学教育实
际进行深入浅出地阐述，为在青少年
科创活动的选题方面指明了方向。

与会人员表示要将今天的学习与推
动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融会贯通,一体
推进落实,推动科学教育高质量提升,
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爱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此次讲座旨在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
科学教育加法”的重要指示精神，以
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养为核心，推进
科学教育人才培养，为加速“科教强
县”建设注入了新动力。

（记者 黄东）

我县举办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讲座

阳春三月，在闽清下祝乡，三千多亩桃花相继
绽放，形成独特的花海景观，美不胜收。漫山遍野
盛开的桃花层叠有序，连片的绯红铺满山头，灿若
云霞，绚丽无比，走入桃林宛入仙境。花丛间，一只
只蜜蜂飞舞，微风徐来，芳香四溢，处处是春的气
息。游客们在桃花丛中，或驻足观赏，或拍照留影，
感受春天里的美景。融融春光里，桃花美景与田园
风光交织成画。

一名游客开心地告诉记者：“今天我特意和我
的姐妹们开车来下祝看桃花，这里的桃花太美了！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拍照打卡！”

闽清下祝乡是远近闻名的“水蜜桃之乡”，全乡
种植白凤、甜桃、朝霞、大久保等十多个水蜜桃品
种。多年来，下祝乡将水蜜桃种植作为主导产业之
一，通过标准化生产、科学化管理、品牌化运作，不
断提高产业化水平，综合效益和农民收入快速提
升。全乡现有水蜜桃种植面积达三千多亩，桃农近
200户，农业专业合作社有3家，水蜜桃种植已经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一大支柱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
的一大助力。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闽清县下祝乡

千 亩 桃 花 开 春 意 满 山 乡

桔林乡高洋村的黄素芳，曾经是
一位陷入困境的农村妇女。然而，在
县妇联的关爱和帮助下，她不仅成功
走出了生活的阴影，还通过学习技
能，为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

据了解，黄素芳一家原本靠着丈
夫种植柑橘为生，生活虽不富裕但也
算安稳。然而，丈夫突如其来的癌症
诊断，让这个家庭瞬间陷入了困境。
医药费的支出、女儿上学的学费以及
一家人的生活费，都压得黄素芳喘不
过气来。就在她感到无助和迷茫的
时候，县妇联伸出了援手。

黄素芳告诉记者：“2021 年的一
年都在陪着老公在医院进进出出，都
没有办法去想其他的事情，那时候就
想着老公的病情什么时候能控制住，
尽快能够手术，这个家没有了收入真
的就全塌了，因为女儿还在上学，到
了2022年，老公动完手术以后，这时
候已经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钱，在我
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妇联的一通电
话，让我看到了希望，于是我好像就

找到了‘娘家人’一样，在妇联的帮助
下，我有了一定的信心，妇联也为我
在橙子成熟的时候帮忙销路，妇联的
帮忙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在妇联的“顶梁柱妈妈”项目中，
黄素芳参加了柑橘种植技术培训，并
通过妇联的帮助成功销售了柑橘，获
得了可观收入。同时，妇联还关心黄
素芳的家庭情况，帮助她的女儿在闽
清县医院就业，并鼓励其继续深造。
在妇联的全方位支持下，黄素芳一家
重拾信心，展望未来。

黄素芳的故事是福建省加强妇
女权益保障工作的缩影。近年来，妇
联通过培训、就业推荐、心理关爱等
措施，积极帮助困难妇女。这些举措
让妇女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也为
她们的生活注入了新活力。

县妇联表示将继续加强妇女权
益保障工作，为广大妇女提供更精
准的服务。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共
同关注妇女权益，为妇女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 （记者 廖瑾）

妇女权益保障工作让黄素芳走出困境

4月2日，2024年“我们的节日·清明节”福州
市主场活动闽清专场暨“节日感党恩 共话新时
代”主题活动在坂东镇四乐轩广场举行，本次活
动的主题为“绿色清明树新风 移风易俗倡文
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鸿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共福州市委文明办、闽清县文
明委、闽清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活动在
开场舞《老百姓的好心情》的欢乐喜庆氛围中拉
开帷幕。随后，古筝合奏《卜卦》、旗袍秀《女人如
书》、坂东话《乃裳公》、舞蹈《橄榄飘香》、闽清话
童谣、歌曲《上春山》、快板《移风易俗树新风》等
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得到了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

为倡导文明健康、厉行节约的社会风尚，演
出期间，还穿插了创城知识问答和志愿者宣读倡
议书等环节。活动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
鸿慰问了坂东镇困难家庭代表，为他们送上慰问
金和慰问品，让困难群众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
暖。

活动现场还开设有义诊和移风易俗、卫生保
健、法律知识等宣传志愿活动，以及制作清明传
统食品“清明粿”的学习体验区，把关怀与温暖送
到群众心坎上。

（记者 刘晗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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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上午，闽清六叶祠举
行了隆重庄严的认祖归宗仪式。祠
堂虎头门两旁分别放置两块大红欢
迎牌，大厅高挂“热烈欢迎虎丘黄氏
状元黄唐后裔回祖祠寻根谒祖”，从
广州归来的黄氏后裔们和虎丘六叶
代表们在祖祠门前合影留念。

仪式开始，黄唐后裔代表黄高
棠，在六叶祠理事会会长黄后泉主
持下，在神龛前点燃手中的香进行
祭拜。虎丘六叶祠常务副会长、一
叶宗公理事会会长黄希先生在仪式
上介绍了状元黄唐后裔来梅认祖经
过。黄高棠在虎丘本门历代列祖列
宗前大声宣读认祖归宗疏文，并亲
自点燃香，放入神龛前的大香炉里，
意喻其祖先魂归故里叶落归根，融

入虎丘六叶大家庭，共享虎丘千年
福泽。

一叶黄希会长十分高兴，他说
他寻找黄唐一脉亲人已经十几年，
这次终于团聚一堂，使他一度哽
咽。午餐后，黄唐后裔启程回广东，
大家纷纷留下微信和手机号码，以
便今后经常联系。

这次认祖过程隆重热烈，让黄
唐后裔代表感到祖籍地宗亲的深情
厚谊。闽清宗亲赠送虎丘六叶总谱
及纪念册、虎丘米、虎丘文创杯、寓
意平安的水果等物品给黄唐后裔，
黄唐后裔纷纷表示，回广东后会组
织更多的人来闽清寻根谒祖，祭拜
祖先，观光旅游。

（黄勤暖）

状 元 黄 唐 后 裔
莅 梅 寻 根 谒 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