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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暑假即将来临，为了丰富
广大读者的暑期生活，县图书馆将推
出系列活动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县图书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
馆藏文献丰富，并设置有少儿阅览
室、电子阅览室、报刊阅览室等多个
多功能室。走进县图书馆，记者看
到，馆内洋溢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各
个角落都有学生在翻阅书籍、认真学
习的身影。为了充分利用馆内现有
资源，多方位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目前县图书馆正陆续推进暑期系
列活动。

县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负责人

戴淑媚告诉记者：“在这个暑假，我们
除了常规举办的‘故事妈妈亲子阅读
活动’之外，还将为大家带来一期关
于‘24节气邂逅古诗词’的主题讲座，
同时还将举办‘双拥杯’和‘读吧福州
征文大赛’等一系列活动，欢迎大家
踊跃参与！”

同时，“梅邑小小文旅推荐官”视
频征集大赛、“图书馆志愿者招募”等
活动也在陆续进行中。下一步，县图
书馆还将继续举办更多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活动，为假期中暂时远离学
校的青少年带去一份独特的体验与
收获。 （记者 刘晗嫣）

县图书馆计划开展暑期系列活动

当地时间22日，巴西圣本笃学
校里欢声笑语，上千名中巴学子及
家长、教职人员身着传统服饰，共
度巴西传统节庆六月丰收节。

巴西圣本笃学校地处巴西最
大城市圣保罗市中心，毗邻华人聚
集商区25街，在当地颇具名望。该
校自2008年开设中文班，纳入中国
国务院侨办首批“华文教育示范学
校”，且是巴西第一所获得此荣誉
的华校。

当天，校园里挂满三角彩旗，
临时搭建有充气城堡，很有节日氛
围。游戏娱乐摊位排满长队，美食
摊位则无限供应。空气里弥漫着
烤肉香，巧手厨师们用巧克力裹上
草莓，制成颇有桑巴风情的“糖葫
芦”。家长师生均男士身着巴西传
统格子衫，戴上草帽，女士穿上红
白相间的碎花裙子，装扮为淳朴的
乡村男女。

“六月节是非常传统的巴西节
庆，让身在都市的孩子们能畅想大
地，感受劳作和丰收的来之不易。”

巴西圣保罗圣本笃学校校长萧思
佳向记者介绍，不仅每年六月节都
有华商踊跃捐赠支持，日常校舍、
操场修建维护都有华商慷慨解
囊。今年，福建莆田籍旅巴侨领陈
永辉和福建连江籍青年华商孙青
源即捐来大笔资金，助力该校举办
六月节。“体现华商乐善好施的传
统中华美德，以及融入巴西主流的
积极姿态。”

27岁的华商孙青源告诉记者，
10年前他初抵巴西，即就读于圣保
罗学校，得益于该校中文班，在传
统经典的巴西式教育体系中，体验
到了中西文化交融。如今，他在华
商聚集的布拉斯商圈，经营中国出
口的家电生意，小有所得的他，即
想回馈母校。

（中国新闻网）

巴西华校里的六月节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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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风情正浓，尚德清凉宜人，6
月22日，桔林乡“云途溢书香·尚行伴
乐音”乡村文化旅行活动在尚德村举
行。此次活动由桔林乡人民政府主
办，云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办，共
吸引村民、民间乐团、游学团队等500
余人参加。

当天下午，尚德书院开展“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遇见尚德美乡村”活
动，引领孩子们拓宽视野、增长见识、
磨炼意志、提升实践能力。在“云上
尚德·耕读学堂”，孩子们共读绘本，
鼓励孩子们分享阅读感受，互相交流
心中最美乡村的样子，让孩子们充分
体验农耕文化教育的魅力。随后，老
师们又带领亲子家庭重走尚德红军

路，了解红色革命历史，弘扬红军长
征精神。一路上，孩子们亲身感受到
了红军前辈们当年所经历的勇敢和
艰辛。

黄昏时分，伴随着一阵悠扬的音
乐声响起，“云途溢书香·尚行伴乐
音”乡村晚会缓缓拉开帷幕。舞蹈

《开门红》、原创歌曲《尚德 我的家
乡》、小提琴独奏《瑶旅舞曲》《壮志在
我胸》《最美的歌唱给妈妈》等精彩节
目轮番上演。表演者们精神饱满、热
情似火，以高超的艺术水准展现了独
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文
化盛宴，赢得阵阵掌声。

（记者 张林俊）

桔林乡举办乡村文化旅行活动

在第34个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
为进一步增强全县人民珍惜土地、保
护耕地的意识，6月25日，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联合县林业局、县应急管理
局、县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在乃裳广
场举办以“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
线”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
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设置咨询台，
向往来的群众发放普法资料、赠送宣
传小礼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

度广泛宣传“保护耕地”“科学合理用

地”的重要性，并现场解答了群众在

土地审批、不动产登记、土地管理、耕

地保护、地灾防治等方面的问题。此

次宣传活动共吸引近 800 名群众参

与，发放普法宣传材料3000余份，并

在全县各乡镇悬挂宣传标语36条，营

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耕地和节

约用地的良好氛围。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我县开展“6.25”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喧天的锣鼓声，喜庆的舞
龙队伍，身披蓑衣、手持农具的农人队伍，着装各
异、装扮成传奇人物的表演队伍……游田了！6月
23日的金沙，街道上弥漫着满满的喜气。早上6时
许，传统民俗活动——张圣君“游田了”热热闹闹地
上演。金沙镇周边的近千名群众，与来自台湾、尤
溪、古田、闽侯等地的信众一起参与了这项盛事。

“游田了”的队伍从张圣君祖殿出发，热热闹闹
的队伍似一条长龙，穿行在金沙街上。大家盛装打
扮，敲锣打鼓，按照金沙镇十个境为分队伍，扛着宣
传标语和神像，带着各自的表演队伍，绕行光辉、三
太、广峰等村庄。即使天气炎热，但丝毫没有影响
人们高涨的热情。

福建省文化艺术促进会圣君文化交流委员会
交流中心名誉主任林济杰告诉记者：“‘游田了’民
俗活动参加的群众有1000多人，大家的热情非常
高！我们还邀请了台湾同胞一起参与了这个活
动。张圣君这张文化名片，是我们海峡两岸的神源
载体，在台湾的影响力也很大，我们每年都邀请台
湾同胞来参加我们的民俗活动。如今的‘游田了’
活动，在传承保护的基础上，又不失时机地增加了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等，让这个民俗
活动在新时期富有文化和哲理的内涵。”

在“游田了”民俗活动之后，还举行了以“弘扬
圣君文化 促进闽台交流与融合”为主题的闽台张
圣君文化交流研讨会。来自台湾的同胞代表和嘉
宾代表们一起共商金沙圣君祖殿发展规划及梅台
交流与融合，讨论了张圣君文化在两岸的发展与未
来。大家纷纷表示，海峡两岸根脉相连、信仰相同，
张圣君信俗文化作为两岸文化融合的桥梁和纽带，
对于民间交流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学术界嘉宾、
台湾籍嘉宾代表、道教协会代表、张圣君文化管委
会、信众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会。

台湾同胞寇世贤开心地说：“张圣君对于我们
台湾民众来讲并不陌生，两岸同根同源，民俗宗教

文化都是同样的，今天这个活动是一个难得的机
会，祖殿在这里，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来这里寻根
谒祖。”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闽清，来到张圣君庙，这是
我们共同的神明，今天的活动特别热闹，非常盛
大。”台湾同胞王品安兴奋不已。

福建海峡美丽乡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黄思诚告诉记者：“我们公司现在主要是以闽台乡
建乡创、两岸融合发展这一块业务为主。张圣君文
化在台湾源远流长，我们计划在10月份办一场两
岸的张圣君文化交流节，邀请大家到台湾的张圣君
分庙拜访，一起过来参与活动。”

张圣君被尊称为“农业保护神”，是福建三大信
仰人物之一，也是闽台两岸群众的共同信仰之一。

目前，全球有信众数千万，每年都有大量信众前来
闽清金沙张圣真君祖殿谒祖、请香。

“游田了”也是“游田祈丰”，每年夏至前后，中
稻育秧完成之际，闽清县金沙镇村民就请出农业保
护神张圣君的“神像”出巡，举行这项延续了800多
年的传统民俗活动“游田了”。

几百年来，人们把农村百业兴旺、安居乐业的
这一美好愿望，寄寓在张圣君“游田了”活动中，“游
田了”不仅体现了民众渴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也反
映了民众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目前，“游田了”这一充满浓厚乡土气息的原生
态民俗活动，已入选市级非遗。“张圣君信俗文化”
已入选省级非遗。因此，金沙张圣君“游田了”值得
传承与保护。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加强闽台文化交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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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福建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生态振兴专项小组公布了
第四批高级版“绿盈乡村”、绿盈乡
镇名单，省璜镇山边村是我县此次
入选福建高级版“绿盈乡村”之一。

省璜镇山边村人口近千，辖区
土地总面积 1.37 平方公里。走进
村庄，沿着河道旁一路蜿蜒前行，
一条护堤步道盘旋在田野中，沿途
串起村里的水库和一座有着400多
年历史的寺庙，风景别致。山边村
党支部书记林海锋介绍，近年来，
在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中，山边村通过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闭环，推广积分制管理，大
力建设公厕、改造旱厕等措施，使
得村里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极大改
善，同时在村庄内进行了设施建
设、美化花化。

林海锋告诉记者：“2021年，我
们村开展生态环境整治项目，建设
休闲步道、生态公园，实施道路白
改黑等。2022年，大力发展水稻芋
头产业，增加村民收入。2023 年，
我们投入 600 万元乡村振兴资金，
修缮村内古厝，进行活化利用并建
设研学基地。”

为在推动富有“绿化、绿韵、绿
态、绿魂”乡村生态振兴村建设的
基础上，实现村民共同富裕，山边
村从未停下脚步。

林海锋表示：“下一步，我们村
将计划引进一批专业的人才团队，
助力乡村发展。通过为村民提供
各种培训，培养一批有知识有技能
的新型农民，并联合周边村庄串联
发展，打造乡村旅游精品路线。”

（记者 陈琪）

省璜镇山边村

贴合生态改造 入选绿盈乡村

6月21日，我县第三十三届陶
瓷文化节暨阮思潮传授瓷艺403年
庆典活动在池园镇丽山村举办。

活动现场，陶艺师傅展示了精
湛的陶瓷手拉坯制作工艺，个个老
师傅手法娴熟，技艺高超，三两下，
一朵陶土做的白色牡丹便诞生
了。制作间的壁画上详细描绘了
陶瓷手拉坯技艺的整个制作流程，
从挑选收集原材料、烧制到加工、
出售的全流程，栩栩如生。

下午的传统闽剧表演，更是把
活动推向了高潮，邀请到的屏南县
闽剧团上演精彩表演，唱念做打，
精彩纷呈，改编的新型折子戏得到
了满堂喝彩。

池园陶瓷历史悠久，相传元末
明初，一些制瓷工匠来到池园建
窑，烧制日用粗瓷。明朝天启年间
广东潮州制瓷师傅阮思潮来到池

园，其精通瓷艺，乐于施教，池园陶
瓷制作技艺日渐发展。清朝乾隆
初年，池园陶瓷逐渐融合德化、广
东、景德镇等地先进工艺，特别是
制作特型碗类产品，技艺精湛，独
树一帜。

池园产的陶瓷质量好、产量
高，历代为闽清的支柱产业之一，
也是福建的重要陶瓷产地之一。
如今的王公宫，不仅是梅瓷纪念
馆、传统手工艺实践基地，也是传
承陶瓷非遗文化的场所。

本次活动由闽清县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池园镇人民政府主办，
闽清县文化馆、闽清县非物质文化
保护中心承办，闽清县池园陶瓷手
工制作技艺保护协会、王公宫文物
管理委员会、池园镇商会、企业界
部分知名人士协办。

（记者 刘栩辰）

池园镇丽山村

举办陶瓷文化节庆典活动

县医药公司部分营业网点以
公 开 竞 标 的 方 式 招 租 ，现 公 告
如下：

一、招租网点：梅城镇解放大
街67号四层（约320㎡）

二、租期：三年，从2024年7月
12日起至2027年7月11日止。

三、具体招标事宜请到公司
了解。

四、报名及投标时间：

①报名时间：2024 年 7 月 5 日
（正常上班时间内）。

②投标时间：另定。
五、联系人：赖女士

联系电话：22313157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清县医药公司
2024年6月28日

招 租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