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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9日，高考落下帷幕，
闽清县1316名考生在父母亲人、老师
朋友、以及多个部门的温情守护下披
荆斩棘，拿下一场又一场考试，最终
不负众望地走出闽清一中考场。

在高考最后一天的下午，很多考
生的亲友团手捧鲜花或是礼物，前
来迎接考生，庆祝他们完成了人生的
一次大考。随着考试结束的钟声响
起，又一批学子的高中时代杀青了。
一路上的不易与辛酸，都在高考结束
的这一刻释然，万千情绪交织而来，
有激动、有不舍、有期盼、有感恩、有
欢笑，也有泪水……

“我觉得生物考试非常简单！”
“希望我能考上心仪的福州大学！”
“祝我姐姐金榜题名，她一定可以考
上一个好大学！”在闽清一中门口，考

生们和家属们卸下了重担，一脸的轻
松愉悦。

三天来，全县1316名考生带着鼓
励和祝福，为梦想奔赴。回眸“赶考”
路，暖心的画面，动人的瞬间，善意的
举动，都是在为梦想增添光彩。有人
认为，如若高考失利，便是输了整个
人生，其实不然，高考只是决定了你
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并不能定义你的
整个未来。当你多年后回头看时，轻
舟已过万重山。

十年倍尝酸甜苦辣，一朝书写花
样年华，也许每天都会经历下午的六
点十五，但是这一天下午六点十五的
你，一定特别耀眼。

愿你们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
交手，未来一路有繁花相伴。

（记者 毛行东）

2024 年高考落下帷幕

第十七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
闽清县档案馆围绕“筑梦现代化 奋斗
兰台人”活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
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多维度展
示档案工作成效，让群众了解和感受
档案文化魅力.

闽清县档案馆邀请档案员代表、
群众代表20余人参观《档案馆馆藏老
照片展》、查档窗口、档案库房、档案
机房等业务用房，并在档案整理室、
查档窗口，体验档案整理、装订、查阅
等档案工作，让参与人员更直观地了
解档案工作，近距离感受档案文化的
独特魅力。

同时，闽清县档案馆在白樟镇人
民政府举办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实施条例》专题讲座，通过主要
条文解读释义、依法管档治档工作要

求、观看宣传视频等形式，进行全方
位、多角度培训，帮助基层干部增强
档案法治意识、掌握档案法律知识、
提高档案工作水平。并在白樟镇购
物广场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册和
宣传物等方式，为到场群众讲解什么
是档案、档案的种类、档案利用的形
式和保密安全等方面知识，累计发放
宣传册和宣传物500余份，引导群众
增强档案意识、认识档案价值、支持
档案工作。

闽清县档案馆通过一系列的宣
传活动，进一步展现了档案承载历
史、延续人类文化文明的基础性作
用，在全社会营造了人人重视、人人
保护档案良好氛围。

（记者 刘晗嫣 俞方玲）

县档案馆开展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

“故土都是游子的根。在这
里，个人、家庭（家族）与故土（祖
国）之间有着一种隐秘而深刻的情
感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教授刘大先在《山·海·风——海南
日记》中写下自己参访琼海留客村
蔡家宅的感受，“（建筑）蕴藏着一
种热带植物般恣肆生长的活力”。

万泉河畔留客村，蔡家宅坐落
于此。百年前，祖籍琼海、侨居印
尼的富商蔡家森返乡建蔡家宅。
蔡家宅是蔡氏四兄弟住宅的合称，
建筑面积共 3000 多平方米，有“海
南侨乡第一宅”的美誉。

南洋风格是蔡家宅建筑的明
显风格。百年前，中国文化与南洋
风情在此融合，这里的屋脊翘头、
风火墙、女儿墙既保留着海南民居
的地方特色，又大胆使用西方的浮
雕图案。东方和西方的建筑理念
在这组建筑中得到有机统一。

这座耗时十年建成的侨胞祖
屋，建成后历经战乱人祸、地震风
灾，至今保存完整，成为“番客”闯
南洋不忘桑梓的见证。

“蔡老先生（蔡家森）当年和18
位乡亲一起从万泉河出发下南洋，
经过长时间海上航行，到达印度尼
西亚时，仅3人活着。”今年74岁的
蔡家森曾长房儿媳蔡王普君常年
坚守蔡家宅，每当有客到访，她总
会向游览者娓娓道来先辈闯南洋
的经历。

从海运到商铺、酒家，从一艘
到二十五艘的大型船队，从印尼
到东南亚和欧洲……蔡家森的海
外事业不断拓展。1921 年，蔡家
森被荷兰王室封为“甲必丹”，如今
这顶“甲必丹”礼帽便在“海棠书
房”展出。

蔡家是近现代时期当地侨胞
的一个缩影——自19世纪初，海南
就兴起“下南洋”，之后事业发展脚
步渐远。

“数百年前，莫村人就从村渡
口坐船，出海闯南洋谋生，足迹遍
布东南亚。”留客村所属的博鳌镇
莫村党支部书记钟可灿说，目前留
客村全村有119户400多人，侨居在
海外的乡亲却有1000多人，在海南
有“侨乡第一村”之称。

留客村因侨而兴。蔡氏兄弟
在回乡之际参与筹建留客学校、重
修锡江码头……像这样回馈桑梓
的故事还有很多，当年留下的侨味
侨韵如今成为当地的文化特色。

在留客村经营一家名为“逸群
商行”小店铺的村民何惠妹告诉记
者，“逸群商行”是当年她家先祖从
万泉河下南洋至新加坡做生意时
使用的商行字号，现在该商行字号
成为村里展现南洋文化、吸引游客
的“活招牌”。

蔡王普君说，蔡家宅不仅寄托
着蔡家后代的乡情，也是海南华侨
文化的代表，吸引着海内外乡亲的
目光。

“侨宅为海外游子架起了一道
‘回家’的桥梁，我也希望通过这道
桥梁凝聚更多侨胞力量参与建设
家乡。”祖籍留客村的印尼海南商
会副主席陈贤伦 2023 年底专程从
印尼带领团队回乡考察。

如今，陈贤伦的祖屋已被改造
成村中“会客厅”。侨宅翻新，侨韵
依旧，美丽田园风光令人沉醉，返
乡时陈贤伦常常感叹家乡的变化。

今年是蔡家宅建宅百年，蔡王
普君告诉记者，她计划年底邀请分
布在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蔡家后人
回乡举办“蔡家宅百年大庆”，同游
客共享百年“蔡家宴”，不仅让更多
海外乡亲看看家乡的变化，还要让
更多游客深入了解侨乡文化。

（中国新闻网）

百年祖屋见证游子情深





























































6 月 10 日，闽清县 2024 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暨非遗
购物节在乃裳广场举办，此次活动的
主题是“传承非遗，共建美好未来”，
活动由县文化和体育旅游局主办，县
文化馆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承办。

活动中，歌曲《我的中国心》《站
在草原望北京》《我和我的祖国》《唱
支山歌给党听》，武术表演《闽清豹
拳》《闽清牛拳》《南拳》等形式多样的
文艺演出相继上演。表演者们的精
彩演绎吸引许多观众前来观看，台下

不时迎来热烈掌声。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通过摆放宣

传展板、邀请非物质传承人现场展示
等方式向到场群众们宣传陶瓷制作
工艺、义窑青白瓷传统手工技艺、茶
口粉干制作技艺、闽清茶油焖鸭等非
物质文化。

县文化和体育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鼓励大众
共同保护、传承好精彩非遗，赓续历
史文脉，助力新时代非遗保护与传承
发展。

（记者 许永鑫）

我县举办非遗宣传展示暨非遗购物节活动

浓浓粽叶香，暖暖端午情，在端午节来临之际，
为深入了解传统节日，传承文化习俗，闽清各处纷
纷开展活动，迎接端午佳节。

龙舟下水

这里是紧邻闽江的梅埔村，这一天，大家将为
参赛的龙舟举行“下水仪式”。根据传统习俗，在每
年端午节前夕，划龙舟的村庄都要挑选良辰吉日，
举行“下水仪式”，将龙舟“请”到水里。人们相信，

“下水”后，龙舟才能有生命、有灵气，化为“神龙”。
伴随着整齐的喊号声儿，大家铆足劲儿，将龙

舟缓缓抬起。一条龙舟由大约40个人齐心协力地
抬着，大家在鼓声的伴随下，将龙舟“请”到闽江，
老、中、青三代人都参与到了这个仪式中。

源远流长的龙舟文化，既来源于远古先民对
“龙”图腾的崇拜，也凝聚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历史
积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发达的闽江水系，
使闽清境内水网密布，古时闽人的生活赖于水、行
于舟，这为闽清龙舟竞渡和龙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
先天优势。

赛龙舟

6月9日上午，雄江镇梅雄村在雄江镇橄榄湖大
院旁的闽江段举行端午节赛龙舟邀请赛，本次比赛
参赛的队伍有雄江大雄队、雄江梅雄队、东桥大溪
队、东桥安仁溪队、水口仓前队和水口龙舟队共计
六支龙舟队。

上午10时，随着号令声响起，友谊赛正式开始，
伴随着节奏强烈的锣鼓声，参赛的龙舟在闽江上划
出一道道白浪，一艘艘龙舟出水如龙般竞相追逐在
宽阔的江面上，岸边观众都在为他们呐喊助威，现
场一片热闹的节日氛围。据悉，参加此次比赛的6
支龙舟队是“兄弟”龙舟队，每逢端午节，他们都会
聚在一起开展龙舟竞技活动，一起在闽江江面上驰
骋，切磋水平，共度佳节。

通过举办龙舟友谊赛,不但增加了浓厚的节日
氛围，同时也增进了村与村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激
发村民的共同体意识，激活闽江发展，积极融入闽
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建设，解锁水上运动板
块，增加了生活中的趣味性，加快推动雄江全域生

态旅游建设。

粽叶飘香

6月6日上午，“我们的节日·端午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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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叶飘香迎端午 文化传承润童心”在池
园镇举办。

一系列文艺表演拉开了活动的帷幕，《红领巾
相约中国梦》《艾草青青》等各类精彩节目纷纷上
演，随后，活动还为池园镇困难家庭代表们送上节
日慰问金和慰问品。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包粽子、做香囊、编五彩绳
和制作沐兰汤等端午习俗体验活动，大家分工合
作，拿粽叶、叠粽叶、填糯米、放赤豆、包粽子……一
片片清香的粽叶、一粒粒晶莹的糯米，在一双双巧
手下，转眼就变成了可爱的粽子。热气腾腾的粽子
出锅后，大家一起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美味，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端午节。

温暖送社区

6月7日，梅城社区联合共建单位组织开展“粽
夏时光·梅好端午”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梅城社区秉持着服务社区、关爱居
民的宗旨，为广大社区居民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和
诊疗服务。坊巷银龄服务队的的演员和县实验幼
儿园的学生为大家带来文艺表演。演绎节目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当地特色民
俗文化，收获了现场一阵阵热烈掌声。表演间隙还
穿插抽奖活动，在场居民朋友们积极参与。在包粽
子体验环节，社区志愿者们耐心讲解传授包粽子技
巧，通过捋粽叶、填糯米、压紧实、封口、扎捆，一个
粽子瞬间成型。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不一会
儿的工夫就做好了一个个胖乎乎的粽子，现场欢声
笑语、气氛活跃。

在活动最后，社区工作人员将煮好的粽子送到
辖区孤寡老人、低保户、老党员家中，在与他们的亲
切交谈中，详细了解他们近期的生活和身体状况，
切实把对群众的关怀落到实处，给他们送去节日的
祝福和温暖。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毛行东 张林俊 吴龙义 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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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绵薄之力可以通过巾帼志愿服务放大、延
伸，让众多家庭和谐幸福，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
事！”“故事妈妈”魏存莲，在成长过程中得到过许多
人的帮助和关怀，内心始终怀揣着志愿服务的热爱
和信念，并在这条道路上不断传递爱心。

如今，魏存莲身兼闽清县梅城镇梅西新城社区
妇联执委、福州市妇联“姐妹乡伴·乐享美味”乡村振
兴服务站负责人、“故事妈妈”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
等多个职务，先后荣获2020年“闽清县第四届助人
为乐道德模范”、2021年福州市“最美志愿者”、2021
年福建省最美家庭等多个荣誉称号，收获了尊重与
认可。

培养幼儿的阅读习惯，引领家境困难的女性同
胞创业就业，帮助困难农户扩大销售渠道实现增收
……一步一脚印，她借助一个个平台，不断创新活动
形式，通过凝聚巾帼志愿星星之火，集结巾帼之爱。

智慧书屋里讲爱的故事

在闽清县的三溪乡溪源村、池园镇井后村、金沙
镇三太村、坂东六角村、梅城镇梅城社区等5个不同
地点，不少当地的孩子放学后，会直奔“故事妈妈”智
慧书屋，在这里看书、下棋、搭积木。

这些备受孩子们喜欢的“故事妈妈”智慧书屋的
发起人，便是魏存莲。“我自己也是来自农村，深知农
村课外读物的匮乏。农村多是留守儿童，隔代教育
现象普遍，父母阅读意识不强，孩子也缺乏良好的阅
读环境和资源。”于是，对读书充满渴望的她养成了
经常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并结识了当时还在窗口
工作的县图书馆馆长聂小林，两人经常一起聊儿童
阅读、公益早教等相关话题。

在了解到“时间银行”“邮箱书屋”等模式之后，
两人一拍即合，有了以互帮互助模式去推广阅读的
共同想法。“在推广阅读中，我接触到许多不同身份
的宝妈，她们有着不同的需求，很多是我们所不能解
决的。”这时，她们想到了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决定
到闽清县妇联寻求帮助和支持。

2021年8月，“故事妈妈”巾帼志愿服务队率先

成立。魏存莲作为队长，在5个乡镇先后成立“故事
妈妈”智慧书屋，为周边儿童和家庭提供一个充满爱
与关怀的阅读环境，也为无法及时接送孩子放学的
家长们提供安全、充满爱心的四点半课堂。

故事在传播，知识在传递，爱心在流淌。智慧书
屋成立以来，前来阅读的小朋友不断刷新阅读打卡
数量，阅读打卡最高的黄跃阳小朋友在书屋阅读打
卡高达400多本。

此外，魏存莲也不忘初心，在书屋开展“梅好阅
读”“启明星”“筑梦溪源？益童成长”等主题亲子阅
读活动近300多场，营造了人人爱读书、书香飘万家
的文化氛围，德润千万家庭。

暖心守护助力乡村振兴

“下祝番薯粉和番薯粉丝匠心所制……”魏存莲
的朋友圈发布大量精选的闽清特产，有时也会发布
一些帮扶购买的“爱的呼吁”。

作为福州市妇联“姐妹乡伴·乐享美味”乡村振
兴服务站负责人，魏存莲时常带领着团队深入田间
地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需求和困扰，
并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金沙镇困难户林阿伯茶油滞销，魏存莲通过驿
站让“农货”搭上“快车”，仅用3小时就将125斤茶油
销售一空，搬开压在农户心头的“石头”；桔林乡高洋
村“顶梁柱”母亲黄某芳因丈夫生病无法销售脐橙，
驿站仅用一周多的时间，帮助销售脐橙4000余斤，
共计12000余元，解决了乡亲就医的燃眉之急……

驿站成立以来，魏存莲与“故事妈妈”志愿者化
身“推销员”，结合乡间一亩田、爱心农场预订农产品
等帮扶模式，利用平台外延助农板块，帮销农产品，
成功帮16个乡镇销售50余种价值90余万元农副产
品，不仅为困难家庭和小农户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增加他们的收入，还引领困难妇女群众参与农产品
种植、销售，带动妇女姐妹增收致富。

“我们还会为农户们提供市场信息和种植技术
支持，帮助他们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同时，我
们已经搭建起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确保农产

品的新鲜和安全，让广大消费者能够购买到货优价
美的蔬果。”魏存莲说。

为了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魏存莲开展“福妈联
盟”公益帮扶项目。她表示，今后要通过链接各部
门、单位和教学机构，结合亲子家庭的力量，帮助更
多困难家庭、小农户预销农产品，推动撂荒土地的复
垦，助力“顶梁柱”母亲创业。

“她”的故事在延伸

当前，魏存莲带领的“故事妈妈”巾帼志愿服务
越来越深入人心，众多怀揣着“初心”“热心”的妇女
姐妹被吸引，加入这个大家庭中，为梦拼搏、为爱坚
持，书写更多“她”的故事。

为了有效提升闽清县域内宝妈的创业就业能
力，魏存莲和“故事妈妈”志愿者们为广大宝妈传授
技艺，搭建展示平台。

在驿站，她们邀请闽清炣豆腐非遗传承人吴广
正和多位美食达人开展传统非遗美食制作技艺、烹
饪技巧教学，鼓励学员参赛闽清县梅城镇举办的美
食节并获奖；为宝妈电商提供培训，传授电商运营的
基础知识和实操技巧；以“驿站为中心+小作坊+企
业+代理妈妈+村委+农户”模式拓宽小作坊、企业和
农户的销售渠道，增加代理妈妈和村财增收将乡村
振兴紧密联系起来，共创多赢局面。

同时，魏存莲还为“顶梁柱”母亲送去“创业福”，
为她们捐助创业设备，提供技能培训，协助办理创业
相关手续，解决创业顾虑。“方妈妈”“吴妈妈”在学习
传统手工饼制作后，得以独立经营手工饼店。需要
在家灵活就业的宝妈，魏存莲也为其找到珠串代工
的机会。

以魏存莲为代表的“故事妈妈”的爱心故事，还
不止这些。夏日里，服务队在“故事妈妈”驿站设立
爱心茶摊，持续免费给路过的环卫工人、老人小孩、
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送去清凉；利用驿
站与物流公司签订的协议价优势，内设爱心邮递点，
帮助民众寄出爱心快递3000多件，节省运费3万多
元。寒冬时，“故事妈妈”们积极响应闽清县妇联的
号召，为戍守边疆的女战士织围巾，将爱融进一条条
厚实的围巾送去抵御寒冷的温暖。

“我在巾帼志愿服务的道路上，见过太多温暖的
瞬间，志愿服务不仅能够温暖他人，更能够滋养我们
的内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与美好。”魏存
莲说。 （中国新闻网）

“故事妈妈”的爱心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