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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中华·长城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海外华人华侨书画展”开幕式11日在
河北石家庄举办。

此次书画展由河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港区省

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书画院、中国香港书画院、海外
华人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共征集到38个国家和
地区的1500余件作品，作品形式涵盖书法、国画、
油画等。经甄选，线下共展出作品180件，其余作
品线上同步展出。

“这次展览征集作品时间很紧，但短短一个月
内，光从海外邮寄的作品我们就收到700多幅，有
近千名艺术家参与，得到了华侨华人的广泛支持和

认可。”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书画院院长、中国
香港书画院院长杨力民说。

杨力民说，“长城两边皆故乡”，作为中国的标
志性建筑之一，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
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连接海内外华侨华人情感
的重要纽带。大家都觉得这个长城选题很好。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高志立表示，举办此次书画
展，希望用文化的力量，守护“共同的根”、传承“共
同的魂”、成就“共同的梦”。大家以书言志、以画抒
情，也是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心怀祖国、情系
桑梓的真挚表达。

据悉，此次书画展将持续至9月17日。
（中国新闻网）

海外华侨华人书画为“桥”寄相思

为拉紧校园反诈“警戒线”，筑牢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火墙”，近日，
闽清县教育局联合闽清县反诈中心，
在全县各派出所所在辖区内开展“开
学反诈第一课”专项反诈宣传行动，
进一步筑牢校园反诈防线。

针对学生群体的特点，各学校法
制副校长化身“反诈讲师”，通过播放
视频、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警示教
育等方式，结合典型案例“以案开
讲”，让师生们了解身边的诈骗陷阱，
再现刷单兼职、校园贷、冒充老师等
在学生群体中易发、多发的诈骗类
型，传授防范知识，并提醒大家不要
将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借给他人使
用，避免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

“工具人”和“帮凶”，提高广大师生的
防骗意识，帮助大家守好“钱袋子”。

课堂上，民警还引导学生们主动

发挥宣传辐射作用，鼓励他们争做反
诈宣传员，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
人，“小手拉大手”，共同筑起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的安全墙。

本次活动，双方还就学校充分发
挥教育引导作用，定期开展反诈宣传
活动，全力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建立
健全反电诈工作机制，为学生的成长
道路保驾护航达成一致。

下一步，闽清县教育局将持续联
合公检法司等法律部门，开展反诈宣
传进校园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师生远
离电信网络诈骗，切实提高广大师
生、家长的识骗、防骗能力，进一步筑
牢全县师生反诈意识防线，织密校园
安全“防护网”，有效遏制校园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高发态势，为平安闽清建
设贡献教育力量。

（闽清县教育局）

开学反诈第一课
安全启航新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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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现有2处资产拟予以出租，诚招承租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位于闽清县塔庄镇塔庄街47号第一、二、三开间。
1.租赁期限：1年
2.租金底价：年度租金31955元。
3.投标保证金3000元，中标后保证金转为押金。
二、位于闽清县塔庄镇塔庄街47号第六开间。
1.租赁期限：1年
2.租金底价：年度租金11471元。
3.投标保证金1000元，中标后保证金转为押金。
报名及投标时间：报名日期2024年9月13日—2024年9月19日

止，投标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黄先生 18905021100
特此公告。

闽清县塔庄供销合作社
2024年9月13日

招 租 公 告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艺术教育工
作，不断提高艺术师资队伍业务水
平。9月9日，县美术馆举办主题为

“好山好水·笔墨传情”——庆祝
2024年教师节闽清县中小学美术骨
干教师培训班中国山水画写生作品
展。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鸿，副
县长陈秀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张剑，以及县教育、
文体旅局等相关领导，中小学美术骨
干教师等参加开幕仪式。

据了解，此次展出的作品是教师
们暑假期间在漳平市东湖村写生基
地创作的作品，以及一部分体现闽清
风貌的艺术创作。

教师们用他们手中的画笔，用心
用情描绘漳平市东湖村及我县乡村

振兴美景。参展作品共 80 多幅，主
要以国画为主，每一幅都是将自然之
美、生活之趣转化为视觉盛宴的生动
实践，展现了对美的敏锐捕捉，寄托
对乡村振兴的热情赞颂与良好祝愿。

此次开展美术骨干教师集中培
训、集中创作、集中办展，促进了老师
们的专业学习和艺术创作，不仅展示
了老师们的艺术风采和美育成果，还
会将这次实践活动的经验和感悟传
授给学生们，为美术教育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

展览开幕当天，吸引了众多艺术
爱好者、学者及观众的关注与参与，
纷纷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山水画魅
力。据悉，展出时间将持续到9月23
日。 （记者 黄东）

县美术馆举办
山水画写生作品展

迎中秋，庆佳节，在中秋节来临之际，为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闽清人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营造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闽清各
级各部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

县文庙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9 月 7 日上午，在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闽清县文庙，举办了“礼乐中
秋 美德同行”文明实践活动，包括学生集体拜师
礼、月饼制作、书法展示、古筝表演等。此次活动
不仅是对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的庆祝，更是对闽清
礼乐文化的弘扬。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鸿参
加活动。

活动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委文明办、县教育
局、县文体旅局、县文联等多个部门协办，旨在通
过传统礼仪和传统文化的展示，进一步形成尊师
重教的社会风尚，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让师生在共制月饼、互敬茶礼的过程中，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温度。

在拜师礼环节，来自闽清县天儒中学的师生
代表身着传统汉服，正衣冠、行盥洗礼，随后进行
束脩礼、呈拜师帖、敬茶送花等仪式，每一步都充
满了仪式感与庄重感。最后师者训诫，勉励学生
们勤奋学习，尊师慕贤，早日成才，回报社会。师
生还共同欣赏传统乐器演奏及书法展示，传统
文化文明之花在文庙内绚丽绽放。

育德是教育的灵魂。此次活动
不仅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
流，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县礼乐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为构建和谐
社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贡献了一份力量。

桔林乡
博 饼 、义 诊 、宣 讲 、茶 话

会......9月10日，在闽清县民政局
的指导下，桔林乡社工站联合乡文
化站、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乡妇联、乡

卫生院在桔林伴岭村共同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中秋活动。

活动现场，琳琅满目的奖品放置于桌面，吸引
了众多村民前来参与。伴随着骰子和瓷碗碰撞发
出的清脆声，博饼正式开始。在志愿者的引导下，
村民们有序地参与博饼游戏，现场一片欢声笑
语。骰子的每一次滚动，都牵动着大家的心弦，每
当有人博出好彩头，现场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紧张刺激的状元争夺战，让每一位参
与者都深深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节日的喜
庆氛围。

博饼游戏结束后，村民们共聚一堂，开展中秋
茶话会。大家围坐一起，共叙家常，分享生活的点
滴与感悟，为村居建设提出建议。茶话会期间，桔
林乡宣传委员为他们深入解读了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通过生动有趣的讲解，让村民们深刻领会了
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方向。此外，活动还邀请了
桔林乡卫生院的医生为村民们进行量血压、测血
糖、健康咨询等义诊项目，在共度佳节的同时也为
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本次“月圆人团圆 中秋乐翻天”庆中秋主题活
动，通过博饼游戏增添欢乐、通过精神宣讲引领方
向、通过茶话会增进友谊、通过义诊活动传递温
暖，既增强了村居群众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也营造
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记者 廖瑾 刘晗嫣 毛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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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池园镇潘亭村，有这样一座古
厝，它曾经历了土匪焚烧，后经厝里居
民全力重建才得以重现于人们眼前。
一起走进寨裡厝，倾听这座古厝的悠
悠往事。

寨裡厝始建于1770年，整栋建筑
建设完成共费时十余年，占地面积
2420 平方米，4 周切石长 192 米，高 6
米多，底3米多，为土木结构，分为上
下两层，两层房间共140间，厅5个。

记者从厝内居民口中得知，解放
前，土匪横行，村里不堪其扰，寨裡厝
曾于 1928 年遭到土匪焚烧。据厝内
长者回忆，就在土匪放火当天，有居民
站在厝中二楼远眺，远远望见土匪正
欲下山放火，便早早邻里相告，全厝居
民逃出家门。寨裡厝毁于一旦，幸而
厝中无人员伤亡。

为了重建家园，寨裡厝居民倾全
厝之力，于 1931 年将祖厝重建，并复
原如初。随着时光流逝，寨裡厝后代

逐渐长大，到镇上求学谋生，寨裡厝的
住户也由最初的十几户逐渐减少。

“古厝现有的稳定住户共四户，有
的住户因为家里小孩上学需要搬到镇
上居住，其他住户也会时不时回古厝
居住一下。”寨裡厝七代子孙黄笃樵告
诉记者。

时光荏苒，历经风雨沧桑和世事
变迁的寨裡厝，养育了居住在这里的
一代又一代人，寨裡厝的孩子们一天
天长大，从古厝走出去，求学、工作，但
在古厝的成长经历，一定是他们深藏
在内心的珍贵回忆。

2015年，寨裡厝居民们又一次重
修祖厝。牢牢守住祖祖辈辈生活的地
方，守住这里的历史岁月，是他们一致
的心愿。 （记者 刘晗嫣 毛行东）

在寨裡厝倾听古厝往事

在闽清，中秋节不仅是团
圆的象征，更是一道道关于美
食的记忆。关于中秋的美食有
很多，而泥鳅粉干，则是闽清人
推崇的中秋舌尖享受，一口就
解“乡思”。

每逢中秋，闽清田野里稻
香四溢，也是野生泥鳅最肥的
时候，它是大自然对农人秋收
忙碌的最好馈赠。泥鳅粉干这
道菜，不仅营养丰富，肉质鲜
美，还被赋予了无尽的创意与
情感。

一碗热气腾腾的泥鳅粉干
端上桌来，享受美食的时刻开
启了。这碗凝聚了闽清人智慧
与情感的美食，在煮制时，必加
入自家酿制的酒糟和茶油一同
炖煮，再与芋头、粉干、糟菜等
食材一同合煮。这样煮出来的

泥鳅粉干，既有泥鳅的鲜美，又
有酒糟的独特风味，粉干吸收
了汤汁的精华，口感鲜美滑嫩，
而芋头则为其增添了一丝绵密
的口感。

泥鳅粉干是闽清的传统小
吃，对于闽清人来说，它不仅仅
是一道菜，更是关于家乡的味
蕾记忆。它承载了闽清人的乡
愁，也连接了他们与家乡的情
感纽带。每一年中秋节，无论
身在何处的闽清人，都会怀念
这一碗带着家的味道，带着亲
情的温暖的泥鳅粉干。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泥鳅粉干 一口解“乡思”

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食在闽清

“一声老师”，是对知识的尊重，
对教育的崇敬，对师恩的怀念；“一生
老师”，是知识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
路，是永远的教诲和陪伴。

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老师是一
个让我们受益终身的角色，他们不仅
教给我们知识，更引领我们走向正确
的成长道路。

每一次在课堂上的交流，无论是
思维的碰撞还是学习困厄的解除，都
是我们人生成长中的财富。老师们
的言传身教，恰如是一道指引的光，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时光流转，岁
月如梭，但老师们的教诲和陪伴，却
不曾远离，仿佛一束光，照耀在我们
心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
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想起那些年与老
师共度的时光，那份深厚的感情与支
持，将伴随着我们一生。

“耽误大家一分钟时间，我把这
道题讲完就下课啊！”“我在走廊那
头，就听见你们的声音了，整栋楼就
数你们班最吵。”“同学们安静一下，
这节体育课老师有事，改上语文！”

“学习是为了你们自己，不是为了我
啊！”回忆那些年老师们的“紧箍咒”，
也成为了我们最熟悉的旋律。那些
看似严厉的话语背后，其实是对我们
深深的关爱和期望。他们希望我们
能够好好学习，不断进步，为了更好
的未来而努力。如今回头望，正是这

些话，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学习
的意义和价值。

“我今年21岁，这是我成为教师
的第一年。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一
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根据学生的兴趣，让他们成为
不同的自己，更好的自己。”闽清县实
验中学教师蔡呈说。

“我今年53岁，已经从教32年。
新时代召唤青少年学生，要胸怀远大
梦想；热爱伟大祖国 ，肩负时代重
任；要好好学习，奋勇拼搏 ，铸就高
尚品格。”闽清县实验中学教师黄祥
登告诉记者。

原文泉中学校长徐健传说：“我
已经退休离开讲台 25 年了，但是每
当我想起，在自己的执业过程中，有
许多学生在我们的努力培养下，成长
成为了社会栋梁，成为了国家各行各
业的优秀人物，我就感到非常欣慰 ，
非常骄傲自豪。在此，我祝所有的教
师同仁，节日快乐！祝愿闽清的教育
事业蒸蒸日上。”

老师是一道光，用自己的光芒照
亮了我们的世界。他们用平凡的职
业，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用执着的
信仰，为我们筑起了梦想的舞台。在
第 40 个教师节里，向老师们致以最
真挚的祝福，祝愿每一位老师教师节
快乐！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感恩教师节
致敬筑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