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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挖掘发扬上莲礼乐文化，丰富
村民文化生活，增进村民间的交流与
凝聚力，上莲乡制定“心上莲·村唱”文
化表演活动，目前第一届村唱比赛已
圆满落幕，第二届村唱比赛和“心上莲
村唱·村村PK赛”正在进行中。

夜幕降临，心上莲礼乐广场却格
外热闹，每周二、周四、周六晚，第二届
村唱比赛和“心上莲村唱·村村PK赛”
在这里同步进行，欢呼不断，灯火通
明，小小的广场洋溢着乡亲们大大的
热情。活动中，来自各村的村民们进

行了精彩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
上莲乡工作人员在村唱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以村唱比赛为平台，打造
“村唱+”活动，进行应急救护培训、反
诈宣传等，既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又
宣传了基础知识，事半功倍。

工作人员表示，活动同步在网络
平台进行直播，每次直播都吸引了许
多观众线上观看比赛，展示了上莲乡
积极向上的风貌，有效传播了上莲礼
乐文化，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记者 刘栩辰 黄东）

村村有天籁“心上莲·村唱”进行中

2021 年 3 月，清华大学乡村振兴
工作站闽清站在梅溪镇樟洋村宝英厝
正式成立。这座三层木构、占地1600
平方米、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古厝被
充分盘活，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学生们
投身乡村建设的青春驿站。

走进宝英厝，会客厅、会议室、直
播间、青春家园、福农驿站等符合当代
生活、办公、活动的新空间，一应俱
全。如今的宝英厝，在专家的精心设
计和指导下，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
进行了全面改造，不仅保留了传统的
韵味，还增添了现代化的设施，为青年
学子下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樟
洋村乃至闽清县的乡村振兴工作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闽清站
实习生郑祖帅告诉记者：“工作站运营
以来，积极开展产业规划、直播带货、
农产品推介、劳动技能培训等工作。
推动当地橄榄、油茶、芋头、脐橙产业
进一步发展。”

据悉，1 月 5 日至 1 月 20 日期间，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福建闽清
支队将持续扎根乡村开展服务，共有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南大学、华侨
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闽江学院等十余
所高校，30多名学子联合参与。

“本次实践，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
作站赴福建闽清支队将紧扣产业振兴
主题，围绕闽清文旅产业开展调研，融
入艺术、音乐疗愈元素，全力打造乡村
振兴新亮点。目前队伍成员正在陆续
抵达樟洋村，推出系列创意产品，展现
樟洋魅力。后续将全方位分享清华实
践故事，邀大家共赴乡村振兴之约，传
递乡村美好。”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
站闽清站实习生郭玥说。

展望未来，宝英厝承载的不仅是
历史的厚重，更是乡村振兴的无限可
能。随着各高校学子们的持续深耕，
这片土地必将孕育出更多硕果，引领
乡村奔赴美好未来。

（记者 刘晗嫣 毛行东）

古厝活化赋能乡村振兴

1 月 12 日，位于池园潘亭村示范
产业园的手工豆坊正式开门迎客。当
日，乡镇领导来到现场，为潘亭村示范
产业园成为中国乡土艺术传承创新示
范基地培育单位举行揭牌仪式，这也
标志着潘亭村示范产业园从前期的规
划布局阶段正式步入实际的项目运营
时期。

据悉，我县入选首批中国乡土艺
术传承创新示范基地培育单位的共有
四个，分别代表了陶瓷、炣豆腐、山茶
油等传统艺术和技艺，展现了闽清县
在乡土艺术领域的深厚底蕴和创新
活力。

当下溪泮山客手工豆坊主要聚焦
于池园镇的非遗美食炣豆腐，着力在
烹饪技艺方面进行传承与提升，旨在

让炣豆腐这一非遗美食成为池园乃至
闽清的特色招牌。后期，该豆坊还将
逐步开拓以豆类、豆制品为原料的其
他美食和小吃，像豆浆、豆腐酿、豆丸
子、腐竹、豆饼等多达十余种相关美食
品类，进而打造出具有池园特色的豆
腐宴，使其成为豆工坊的美食名片。

与此同时，豆坊以豆文化为切入
点，着重打造诸如磨豆、煮豆浆、做豆
花等一系列体验式研学项目，包括传
统豆腐制作工艺研学、豆类特色小吃
研学等。如此一来，中小学生和亲子
群体来到这里，就能够持续传承家乡
独具特色的传统手工艺项目，还能亲
自参与加工制作，品尝豆类美食。

（记者 许宋新）

池园潘亭手工豆坊正式营业

1月14日，鹤顶岩璜溪仙境文化广场迎来了一
场盛大的民俗文化活动，众多居民与游客齐聚于
此，共同参与“云螭贺春 福见璜溪”合龙新春游园主
题活动，在欢乐中感受文化魅力，迎接新春的到来。

书写春联 祝福新春
活动现场，最吸引人的当属写春联区域。来自

县文联和政协的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于此，神情专
注，笔下如有神助。

饱蘸浓墨后，笔锋在纸上灵动游走，字体刚劲
有力又不失飘逸洒脱。随着一副副春联的诞生，现
场气氛愈发高涨。大家都伸长了脖子，既想近距离
欣赏书法艺术的魅力，又满心期待能求得一副心仪

的春联。
趣味互动 欢乐满溢
活动现场设置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互动游戏，

在投币祈福区域，人们心怀美好愿景，轻轻抛出手
中的硬币，清脆的撞击声，承载着对新年的无限
期许。

特色打卡 定格美好
活动的一大亮点，便是精心打造的多个打卡区

域。“福籽同心 喜迎新春”畲族民俗文化打卡区，以
独特的畲族风情元素吸引众人目光。鲜艳的色彩
和精美的服饰，让人们深刻领略到畲族文化的
魅力。

在“自然莓好”草莓打卡区，仿真草莓与绿意盎
然的背景相得益彰，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打卡体验。

“大众茶馆”打卡区则营造出悠闲惬意的氛围，
古色古香的布置、传统的茶具摆设，让人仿佛穿越
回旧时光，成为游客们记录美好瞬间的热门地点。

活动不仅为大家带来了欢乐，更通过丰富的形
式弘扬了多元文化，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传承，让人
们在迎接新春的同时，感受到文化的力量与魅力。

本次活动由闽清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指导，共
青团闽清县委员会、闽清县省璜镇人民政府主办，
福州市道教协会、闽清璜溪仙观承办。活动旨在让
广大群众在浓厚的氛围中迎接新年，全身心感受传
统民俗的魅力，增进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丰富
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新年新气象的氛围。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实习记者 黄东君）

云螭贺春 福见璜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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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年的到来，雄江镇漂浮公园
已悄然换上节日的盛装，迎接八方来
客。“2025揽福季·漂浮灯会”于1月10
日盛大启幕，将持续至元宵节，为游客
带来一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本次漂浮灯会以“福文化”为核心，
精心设计了多款灯光艺术装置，遍布公
园栈道、江面与望江楼，与船体灯光、水
上灯笼、河灯互动相映成趣，共同编织
出一个如梦似幻的水上蓬莱。游客们
不仅可以沉浸在璀璨灯火之中，感受中
式新年的浓厚氛围，还能深入体验闽清
独特的橄榄文化，领略自然之美与文化
之韵的完美融合。

活动期间，更有新年漂“福”互动、
泛舟星河漂流、橄榄主题好物等精彩环

节等待游客的探索。亲手点亮一盏祈
福明灯，寄托新年的美好愿望；乘坐装
饰着月球灯的皮划艇，在江面上泛舟，
欣赏移动的星空画卷；品尝地道的橄榄
美食，感受闽清的热情与好客。

雄江漂浮公园诚挚邀请广大游客
前来观赏，一同见证这场融合了文化、
旅游与休闲的节日盛会，共同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在这里，每一
盏灯火都承载着深深的祝福，愿每一位
游客都能收获满满的福气与喜悦。

（记者 廖瑾 陈琪）

雄江漂浮公园

揽福季·漂浮灯会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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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中国故事中国年”加拿
大华侨华人春晚当地时间 1 月 11
日晚在大多伦多地区列治文山市
(Richmond Hill)举行。这是加拿
大中文媒体记者协会等主办的第
七届该系列春晚。

晚会以“吉祥天鼓”和舞蹈《金
蛇独舞迎新春》开场。节目内容多
样，既有中国民族舞、古典舞、现代
舞，也有独唱、重唱、中西器乐合
奏、戏曲、武术、相声、朗诵、魔术
等。节目多由当地华人文化艺术
团体担纲，也有当地非华裔舞团献
演的芭蕾等。剧场内还设有展示
中国风土人情与建设成就的图片

展以及文化展台。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罗伟东

向该晚会致贺辞表示，“中国故事
中国年”春晚以讲述中国故事、弘
扬中华文化为主题，视角独特、内
容丰富，受到当地华侨华人和不同
族裔民众喜爱。希望主办方继续
扎根当地，鲜活生动讲好中国故事
以及中加友好交流故事，不断加深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

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程洪
波、当地政界和华人社团代表等出
席该场晚会，与数百名不同族裔的
观众同赏歌舞、共迎新春。

（中国新闻网）

2025“中国故事中国年”
加拿大华侨华人春晚上演

甲高岭是三溪乡的一条古驿道，也是
状元郑性之求学的必经之路。如今它不仅
是一处风景胜地，更是一部生动鲜活的史
书。让我们一起去甲高岭，与历史进行一
场对话，感悟古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沿着宋代状元郑性之曾经走过的足
迹，踏上甲高岭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古驿道，
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脚下的山石
纵横交错，历经岁月磨砺，每一块石头都似
乎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道路两旁，油杉
与松木郁郁葱葱，高大挺拔，见证着古驿道
的兴衰变迁。遥想当年，宋代状元宰辅郑
性之，便是从这里怀揣着梦想与壮志，一步
一步迈向京城。

三溪乡佳垄里村村民王仁尤说：“相传
在南宋时期，学子郑性之，自村里出发，沿
着这条古驿道进京赶考，最终进士及第，高

中状元。多年后，郑性之告老还乡，望着这
条曾经承载着他梦想与希望，如今却已破
败不堪的古驿道，心中感慨万千。于是他
决定出资修缮，重新铺设了损坏的路段，还
在路旁立下一块石碑，镌刻‘甲高岭’三字，
以志纪念。此后，这条古驿道焕然一新，成
为了当地百姓往来‘二四两都’、外出经商
的交通要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乡里人的
生计与梦想。”

甲高岭古驿道地处三溪乡佳垄里村，
村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
有文物古迹“甲梅亭”“王氏宗祠”等。它们
与甲高岭一道，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上丰
富的文化遗产，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传承着一份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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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清县医药公司药品零售商店
（第一商店及坂东商店）经营权以对
外公开发包的方式进行承包，及部分
营业网点招租以公开竞标的方式招
租，现公告如下：

一、承包网点：
1、闽清县医药公司第一商店（梅

城镇解放大街 67-1 号），面积约 120
㎡；坂东医药商店（坂东镇湖头街
133-134号），面积约133㎡。

2、承包期：五年，从2025年4月1
日起至2029年3月31日止。

二、招租网点：
1、梅城镇解放大街67-3号（鑫隆

珠宝店往右三开间），面积约140㎡。
2、租期：叁年，从2025年4月1日

起至2027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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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4日。
②投标时间：另定。
五、联系人：赖女士

联系电话：22332170
13696861653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清县医药公司

2025年1月17日

公开承包
及招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