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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清县坂东镇溪峰村，坐落着一座名为品
亨寨的古寨堡。这座古寨，又称“岐庐”，由清道
光进士张鸣岐出资兴建，其子品亨于清咸丰年间
主持完成。历经百年沧桑，至今仍保持着初建时
的历史风貌。

品亨寨为两层半土木石混合结构，占地广
阔，四周寨墙环绕，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寨
墙上设有的城坎、窄窗和枪眼等设计，展示了其
独特的防御技艺。据记载，该古寨曾多次抵御土
匪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古寨内的建筑布局精
巧，雕饰细腻，体现了古代匠人的高超技艺。

张鸣岐后人张维祥说：“当年，中央电视台连
续三个月选址在我们岐庐，拍摄影视剧《望春
风》。可见我们这个房子的底蕴深厚，古色古香

是非常考究精致的。直到现在岐庐还保留着完
善的布局结构，以及古建筑的传统风貌。这个厅
堂墙上的诗，写的就是主人女儿嫁到现在的云龙
台鼎村。你看这句‘孝顺爹娘胜弟昆’，弟昆也就
是说现在的儿子，这句话意思是女儿比儿子更孝
顺。他在那时候就感悟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甚
至女儿会对父母更加孝顺的思想。”

在封火墙上堆塑、彩绘花鸟、缠枝牡丹、花卉
卷草等图案，增添了喜庆吉祥的气氛。在正座封
火墙正面堵板上分别点缀“吉庆”“国恩”等字，它
作为装饰也好，或是表达主人某种愿望也罢，在
我县实属少见。

“张鸣岐告老返乡之后，就住在这里，像这首
写在厅堂里的诗，就留下了‘生女勿悲男勿喜’的
悟言，可见他的思想在那个年代，就非常开明
了。当然他的思想也影响了后人，直到今天他的
后代里还是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坂东镇溪峰
村党支部书记张和庆告诉记者。

这座寨堡，无论在建筑规模，或是建造技艺，
以及建筑理念等方面，都堪称民居典范。如今，
品亨寨已成为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展示
了地方特色和居住防御功能的完美结合。我们
应该善待并保护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后人也
能领略其独特的历史魅力。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闽清品亨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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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塔庄镇炉溪村的“钦蜜
百香果”迎来了丰产期，当地农户增收
干劲足，享受着“甜蜜经济”带来的
喜悦。

阳光照耀下的百香果园中，一颗颗
如鸡蛋大小的百香果挂满枝头，这里主
要种的是“钦蜜9号”黄金百香果，因品
质高口感佳，很受顾客的青睐。

随着采摘季节的到来，村民们忙碌
的身影穿梭在果园之中，熟练地采摘着
成熟的果实。采摘结束后，村民们又紧
张有序地投入分拣和包装工作。他们
仔细挑选着每一个百香果，确保其品质
优良，再将其整齐地装入包装盒中。这
些精心包装的百香果，带来了可观的
收入。

塔庄镇炉溪村民创农业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邱道文告诉记者：“现在是丰

收的季节，我们的果很漂亮，分为特大
果、大果、中果，还有小果。每种大小都
特别好卖，尤其是大果供不应求。精品
包装好的分为两种，价格都是78元。”

百香果的种植与销售不仅为炉溪
村带来了经济收益，还带动了当地的就
业机会。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
作，既增加了家庭收入，又方便了生活。

塔庄镇炉溪村村民邱道禄说：“我
们采摘和包装一共需要用到13个人，现
在这段时间还新增7-8个人施肥，有点
忙不过来，果子很好卖。”

百香果的种植与销售，为炉溪村注
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幸福生活。如今，炉溪村的黄金
百香果产业已真正成为助农增收、助推
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钦蜜百香果喜获丰收

十年寒窗，圆梦清华，在2024
年高考中，闽清一中的唐婕颖同学
以卓越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笃实
书院工科试验班。8 月 5 日，梅城
镇携手爱心企业举办“爱心助学·
圆梦清华”助学金发放仪式。

仪式上，梅城镇党委、政府及
福州丰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爱心
企业家等，逐一为唐婕颖同学送上
助学金。同时向即将跨入清华校
门的唐婕颖同学表示祝贺，鼓励她
在大学期间好好学习，实现自己的
梦想。

唐婕颖对爱心企业的慷慨援
助表示深深的感谢，承诺将不负众
望，努力学习，将来以自己的能力
回馈社会。爱心企业亦表示将继
续支持教育事业，承担社会责任，
与梅城镇开展更多助学活动，营造
良好的教育氛围。

唐婕颖说：“非常感谢各位乡
亲们对我的善意和帮助，这笔助学
金对我完成清华的学业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然后拿到这笔助学金
之后，我也一定会努力在清华完成
自己的学业。”

梅城镇方面表示他们将继续
加强教育投入，倡导社会各界支持
教育工作，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投入
到留守儿童、爱心助学等社会慈善
公益事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
尚，为闽清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做出
贡献。让我们共同期待，有更多优
秀学子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时，唐婕颖也分享了她的学
习经验：“首先上课要认真听讲，因
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的，
肯定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走，但是也
需要自己思考，有自己的节奏。因
为老师他一个人面对全班那么多
人，他教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完全适
合你的；其次是我们从老师身上最
多学取的应该是方法和经验，因为
那是他们教学这么多年来积累的，
也是我们所不具备的；但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去探索属于我们自己的
学习方法和思路。”

祝愿唐婕颖同学在未来的道
路上，继续书写自己更精彩的故
事。也祝愿每位追梦的孩子都能
乘风破浪、再创佳绩！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闽清一中唐婕颖同学考入清华大学

一座古厝就是一部家族史，位
于池园镇宝新村的新厝，就见证了
居住在这里的黄氏宗亲的发家和
历史文化传承史。

宝新新厝位于闽清县池园镇
宝新村403号，由黄家先人于1899
年间始建，占地面积两千六百多平
方米，建筑包括正厅、书院、八扇、
土楼、外横厝等结构，是清末土木
结构的四合院风格。宝新新厝是
黄家人的祖宅，从这里搬出去的黄
家人已经繁衍到了第九代，共285
人，其中包括 130 名马来西亚华
侨。据黄家第七代后人黄敬武介
绍，每逢大年大节、结婚添丁等喜
事 ，黄 家 人 还 是 喜 欢 回 到 祖 宅
操办。

黄家人口兴旺，也重视文化教

育，从背靠眉头山、面朝开阔地带，
寓意着兴旺、高中的祖宅中便可见
一斑。黄家长辈对教育的重视影
响了晚辈，黄敬武介绍，黄家小辈
勤学不辍，人才辈出。

黄家第七代后人黄敬武告诉
记者：“文化教育方面，我们家族里
有留美研究生博士3人，在职研究
生4人，北京大学毕业1人，重点大
学12人。”

在血脉相通的黄家人眼中，这
是祖宅，也是割舍不断的牵挂和落
叶的根，一砖一瓦都承载着族人的
情感与记忆。2009年，宗亲筹资对
古厝的正厅进行简单修缮。经过
修缮的新厝静静伫立在小镇上，继
续陪伴着黄家人度过漫长岁月。

（记者 毛行东 陈琪 刘栩辰）

宝新新厝见证黄家百年岁月

近日，砂拉越龙峰家族
会永久名誉会长黄道昇，带
领中国闽清梅城虎丘黄氏会
馆副会长兼秘书 长黄斐炜、
龙峰家族会代表黄敬泽及14
名宗亲一同抵达砂拉越，以
参加当地活动，获得马来西
亚虎丘六叶黄氏家族会会长
黄华强等人热情接待。

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两地
黄氏宗亲联系，促进文化交
流。中国虎丘宗亲一行参观
古晋龙峰家族会会馆、马中
公园等景点，深入了解当地
文化。他们还品尝了古晋各
种特色美食，体验当地风土
人情。

尽 管 中 国 与 砂 相 距 遥
远，但血缘亲情跨越地域界
限。在共同语言基础上，宗
亲虽素未谋面，却能用熟悉
的福州话轻松交谈，拉近彼
此距离。这次互动不仅增进
双 方 了 解 ，也 加 深 文 化 认

同感。
黄华强表示，他时刻牢

记祖训“六森叶同开一样青，
莫因微利便相争；一回相见
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这首诗不仅道出宗亲间应团
结互助，也提醒大家珍惜相
聚时光，体现黄氏家族家风
和智慧。他也呼吁马来西亚
黄氏宗亲团结一致，才不负
祖先对后辈的期望。

访问团成员深刻体会到
海外华人对传恍文化的珍
视，以及对祖籍地的深厚感
情。这种跨越国界的文化纽
带，对维系华人社群团结和
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
义，砂方面也认为，交流活
动不仅有助增进两地黄氏宗
亲感情，也为促进中马两国
民间交流做出责献。因此，
双方均希望今后能继续保持
密切联系，开展更多文化交
流活动。 （《星洲日报》）

中国黄氏宗亲访砂
闽清县金沙镇溪头村的米蕉

软糯香甜，是市级“一村一品”农产
品，8月2日，记者了解到溪头村米
蕉已逐步进入成熟期，长势喜人，
等待上市。

走进溪头村米蕉种植地，郁郁
葱葱的蕉林映入眼帘，抬眼望去，
一串串米蕉个头饱满、色泽光亮，
正紧挨着抱叠在蕉穗上，甚是喜
人。别看这些米蕉还身披“绿衣”，
其实它们此时已逐渐成熟。据了
解，米蕉的成熟期是8-12月，成熟
后的米蕉，软糯香甜，口感浓郁，深
受消费者喜爱，是村民致富的法
宝。为了帮助农户种植出更优质
的米蕉，溪头村还对米蕉产业的后

续发展进行了进一步规划。
溪头村党支部书记林锦松告

诉记者：“我们溪头村米蕉种植面
积400亩左右，2023年我们村米蕉
列入市级‘一村一品’农产品，上
级补助50万元，我们建设542米的
灌溉水渠、80 立方米的冷藏库和
20 盏太阳能杀菌灯，这三个项目
都能很好地促进米蕉生长，提高
米蕉产量。”

在溪头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溪
头村还积极引进红蕉、绿蕉等新品
种，目前种植效果良好。下一步，
村子计划发动更多的农户来种植
米蕉，共同致富。

（记者 刘晗嫣 毛行东）

小米蕉逐步进入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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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好运动装，背上羽毛球拍，上午
9点，徐恒宇一家准时在酒店大堂内集
合出发，这是他们假期的第三天。“孩子
们放暑假，我也请假出来陪陪他们。这
里离市区近，真有急事，一脚油门也就
回公司了。”

从福州市区到徐恒宇一家所在的
九野小镇，40分钟车程的高速路，连接
了两种不一样的生活：一边是车水马
龙、繁华都市；一边是青山绿水、田园牧
歌。依托“1小时旅居生活圈”，一个崭
新的山水田园小镇在闽清东桥的山间
渐渐兴旺。

“与城市有别，不与城市告别。”九
野小镇执行董事林飞鸣如是介绍自己
对九野小镇的定位。项目落地之初，他
曾走访宁德、莆田等多地。最终，他将
项目落地在拥有独特地理优势的闽清，

打造全新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近年来，类似的农家乐、度假村不

在少数，九野小镇如何摆脱同质化的
窠臼？“我们以满足市民的微度假需求
为核心定位，提升居住品质，同时丰富
小镇内的游玩内容与运营模式，从而
与传统的农家乐、度假村、酒店区别开
来。”林飞鸣表示，很多市民喜欢离开
城市，享受乡村的宁静，又不想离城市
太远。“满足市民的出游需求，也是闽
清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后花园’的题
中之义。”

独特的田园风光，是九野小镇的一
大“招牌”。小镇共规划 50000 平方米
的九野农园，并请来农科院专家，量身
制定种植计划，把脉农田发展。

如今，漫步于小镇之中，宽阔的车
道旁便是农田。夏种油菜，冬种水稻，

一年四季，田间都涌动着无限生机与活
力。小镇内更建有沃野采摘园、梯田果
园，方便亲子家庭在此亲近自然，体验
农俗，感受田园生活的独特魅力。
车道的另一侧，一排排民宿鳞次栉比。
这里，既是市民游客的度假胜地，也是
许多创业者的逐梦之地：冷凝香非遗传
承人工作室落地，中医康养馆落地，艺
术家风格民宿即将开业……依托小镇
源源不断的人气，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农
文旅产业正在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小镇还配建了足球场、篮球场、高
尔夫球场等，方便市民游客在大自然中
挥洒汗水。”林飞鸣介绍，近年来，九野
小镇定期举办户外节、农耕节、丰收节
等不同活动，全方位丰富园区游玩内
容，打响园区品牌。

今年4月底，第六届闽清杜鹃花海

国际山地户外节在九野小镇成功举办，
千余名越野跑和骑行爱好者一同出发，
穿梭在清新山水之中，开启一场奔赴山
野的约定。

“近年来，闽清县委、县政府及有关
部门大力支持小镇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从项目前期工作到落地发展全过程
提供‘保姆式’服务，从人才协调、政策
落地、宣传营销等多个方面给予了大力
支持。希望闽清继续推动各项农文旅
政策更好落地，助力九野小镇发展。”林
飞鸣介绍，九野小镇将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县委县政府
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继续以农业、
旅游、文化、体育等为载体，融合田园休
闲和乡旅文创，打造福州首个田园运动
文化小镇。

（福州日报）

福州首个田园运动文化小镇九野小镇：

“家门口”微度假 乐享“诗与远方”


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乡 约 闽 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