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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上午，一场面向梅城
镇、梅溪镇、云龙乡、白樟镇一到六年
级困境儿童的趣味运动会在梅城镇
体育中心展开，本次活动由闽清县民
政局主办，闽清县梅溪镇人民政府、
梅溪镇社工站协办，闽清县爱之翼社
工服务中心承办。

上午九点半，体育中心笑声阵
阵，来自四个乡镇的孩子们正在激烈
对决。通过赶鸡入笼、飞行日记、小
马过河等趣味项目，提升孩子们的团
队协作能力、协调能力，并加强各个
乡镇孩子们的联系，增进孩子们的交
流和友谊，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热爱生命、关注身体健康。
闽清县爱之翼社工服务中心主

任刘晨露表示：“这次2025年的寒假
冬令营趣味运动会，是‘集五福’当中
的一个户外活动，我想鼓励以及推荐
所有的市民朋友和儿童参与到户外
活动当中来，去感受闽清的美好。”

据了解，本次趣味运动会是“五
福临门，乐享寒假”集五福冬令营中
的“锻炼福”专场。冬令营旨在通过
阅读、观影、户外运动、学习传统文化
等一系列富有教育意义和趣味性的
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得到知识
与身体的全面锻炼。（记者 刘栩辰）

集五福冬令营“锻炼福”专场活动举行

1 月 18 日，正值新春佳节之际，
由福建省美术馆指导，闽清县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主办，闽清县美术馆承
办，闽清县美术家协会协办的“妙笔
丹青 福游梅邑——福建省美术名家
走进闽清迎春画展”在美丽的闽清县
美术馆盛大开展，为市民们带来了一
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

此次画展汇聚了10位当代福建
画坛青年美术名家的精品力作，作品
题材广泛，涵盖了人物、山水风景、花
鸟自然、都市生活以及城乡发展等多
个领域。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画家
们精湛的技艺，更立体地呈现了当代
美术工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对

艺术的执着追求。方寸之间，皆有乾
坤，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艺术
内涵和匠心独运的创意。

活动现场，除了精美的画作，还
有热闹的现场写春联送春联活动，为
新春佳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市民们纷纷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对
画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次“妙笔丹青 福游梅邑”新春
画展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市民们
的文化生活，也为闽清县的文化事业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在未来
的日子里，闽清县的文化事业将会更
加繁荣，为市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文
化盛宴。 （记者 陈琪）

县美术馆举办迎春画展

近日，莆田学院的“红色薪火，时
代追光”实践团队深入探访了闽清，
了解了各类历史文化。

为弘扬吴孟超院士卓越的医术
和科研成果以及其高尚的医德和无
私奉献的精神，传承吴孟超院士的精
神，为华夏医学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1月15日上午，莆田学院“红色
薪火，时代追光”实践队深入吴孟超
院士纪念馆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吴孟超院士馆的设计独具匠心，
融合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元素，展
现了一番传承与创新碰撞融合的风
貌。馆内陈列着吴孟超院士的生平
事迹、荣誉奖项以及他对医学事业的
重要贡献。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吴孟超院士的巨幅肖像，其背后
是他的生平简介和主要成就。接下
来是他的实验室和手术室场景的复
原展示，让人仿佛能亲历他那一丝不
苟的工作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再往里走，则是他的一些重要科研成
果的展示，这些成果不仅为医学界带
来了巨大的进步，更为人类健康福祉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孟超院士不仅是我们的骄
傲，更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生平事迹
和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和

传承……”在讲解员的引导下，队员
们仔细聆听讲解，观看珍贵展品，深
刻学习吴孟超院士悬壶济世、勇攀医
学高峰的榜样精神，并通过拍摄宣传
视频、撰写心得感悟等方式，将院士
精神广泛宣扬，预计收获对使命担当
的深刻理解，激发为社会奉献的
热情。

在闽清县宏琳厝，同学们认真聆
听讲解员介绍当年苏维埃政府的成
立过程和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感受
到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
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红军长征出
发地，同学们站在历史的长河边，遥
想当年红军战士们从这里踏上漫漫
长征路的壮烈场景，心中不禁涌起无
限的敬仰和感动。本次红色社会实
践不仅让同学们接受了深刻的革命
传统教育，更激发了他们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学习、
奋发向上的决心。随着实践活动的
圆满结束，青年学子带着满满的收获
和感悟，踏上了归途。他们将这段红
色之旅的所见所感所思，转化为前行
的动力，继续在学习和生活中发扬革
命精神，为社会作出贡献。

（通讯员 毛圣煜 何凯琪 曾建炜）

莆田学院实践团队探访闽清

新春的脚步悄然而至，新年的氛围愈发浓厚，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欢庆新春佳节，近日，闽
清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县政协
1月17日早上，闽清县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义写春联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
和市民前来参与，共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县政
协副主席刘艳云等领导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墨香四溢，现场邀请了多位书法爱
好者参与义写。他们技艺高超，用各自独特的书法
风格为市民们送上了一份份精美的春联。一副副
寓意吉祥、充满喜庆气息的春联跃然纸上。市民们
纷纷围在桌前，欣赏并挑选自己喜欢的春联，有的
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念，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

据悉，此次义写春联活动由闽清县政协、闽清
县文联主办，闽清县政协梅城联系点和闽清县恒昌
物业协办。通过此次活动，市民们不仅感受到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也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和民族自
豪感。手写春联，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浓
厚的节日氛围，让市民们在欢乐和喜庆中迎接新年
的到来。

县妇联
1月17日上午，闽清智慧泉早教中心成为欢乐

的海洋，由闽清县妇女联合会主办的“欢欢喜喜过
大年”家庭亲子阅读活动精彩开场，吸引20组家庭
踊跃参与。

活动在小朋友活力四射的《恭喜恭喜》舞蹈中
拉开帷幕，喜庆氛围瞬间拉满。紧接着，老师绘声
绘色讲述绘本故事《斗年兽》，孩子们如临其境，目
睹年兽凶猛与人们的智慧抗争，对中国传统新年的
起源有了初步认知。《打年兽》游戏妙趣横生，小朋
友们手持“武器”，齐心协力驱赶“年兽”，在欢乐嬉
闹中，深刻领会过年放鞭炮驱邪祈福的传统意义。

亲子手工制作鞭炮环节同样充满乐趣。家长
与孩子携手合作，裁剪、粘贴、组装，不一会儿，精美
的手工鞭炮便在他们手中诞生。这不仅锻炼了孩
子们的动手能力，还让他们对春节燃放鞭炮的习俗
有了更真切的体会。乐器演奏环节，孩子们兴奋地
敲响手中的锣鼓，锣声、鼓声交织，热闹非凡，生动
再现春节热闹喜庆的场景，让孩子们沉浸在传统节
日的欢乐氛围中。在这一系列围绕传统文化展开
的活动里，孩子们深入了解过年习俗，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家长们也放下手头事务，全身
心投入，亲子间互动频繁，感情愈发深厚。

活动尾声，特别为家长们准备的关于培养孩子
阅读能力的课程，为本次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此次
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收获欢乐与知识，更增进亲子感
情，助力大家在欢乐祥和中迎接新春佳节。

白中镇
1月20日上午，白中镇田中村党群服务中心四

楼热闹非凡，一场以“迎新春·老少情深·共绘美好”
为主题的新年活动在此欢乐举行，为村民们带来一
场充满文化韵味与温馨情感的新春盛宴。

表演环节中，精彩节目接连上演。老少合作小
提琴表演《我和我的祖国》，小朋友灵动的琴声与老
人深情的歌声相得益彰，赢得阵阵掌声；老人独唱
的《我爱你中国》《红歌六连唱》，激昂的歌声饱含对
祖国的热爱；小朋友带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蓝
精灵之歌》，纯真的演奏传递着童真与活力。最后，
全体参与者共同合唱《新年好》，将现场气氛推向欢
乐的高潮。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讲师团”讲
师陈紫阳带来的红色文化课堂，成为活动亮点。他
以生动鲜活的讲述方式，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娓
娓道来，让红色精神如同一束束明亮的火种，播撒
在村民心间，在村民心中种下传承红色基因的种
子，引得现场村民沉浸其中、深受触动。

写春联活动同样精彩。书法爱好者和老师现
场传授技巧，小朋友与老人围坐一起，共同挥毫泼
墨。围绕新年祝福、家国情怀等主题创作的春联，
在一笔一画间传承传统文化，增进了代际间的互动
与合作。

县计生协
1月20日，闽清县计生协会在暖心家园为计生

特殊家庭老人们精心策划了一场主题为“红绳绕指
间 迎春贺新年”的庆祝活动，旨在让老人们感受到
节日的温暖与欢乐。

活动在温馨的茶话会中拉开帷幕，老人们围坐
一起，品尝着各式零食，话着家常，彼此间传递着温
情与关怀。随后，一场简单的手指操让大家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活动筋骨，老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接着，他们写下自己的心愿卡和祝福卡，
将新年的愿望与祝福寄托于文字之中。一张张卡
片，一句句温馨的话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击鼓传花的游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着鼓
声的响起与停止，老人们纷纷展示自己的才艺，有
的唱歌，有的跳舞，还有的说着幽默段子，现场充满
了欢声笑语。此外，志愿者小朋友们也带来了精彩
的才艺表演，他们的天真活泼为老人们带来了无尽
的欢乐。

在活动的最后，老人们和志愿者们一起动手制
作手工中国结，红绳在他们的指间缠绕，编织出一
个个寓意吉祥如意的中国结。这一环节不仅让老
人们体验到了动手制作的乐趣，更让他们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的魅力。

福建豪业七叠温泉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1 月 20 日闽清县豪业陶瓷七叠温泉全体员工

举办了以“凝心聚力 奋发进取”为主题的年会暨
2025 年迎新春晚会，近百名员工齐聚一堂，共度
联欢。

年会现场，演出在激昂有力的战鼓《好日子》中
正式拉开序幕，公司领导首先向全体员工致以新年
贺词，表达了对七叠员工的深切关怀以及对公司发
展的期许，七叠温泉合唱团用《团结就是力量》与

《常回家看看》诉说着员工们的努力与期盼。合唱
节目的《不忘初心》更是将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多财多亿》与《曳步舞》两支舞蹈虽风格不同却能
争奇斗艳，一个又一个节目应接不暇，掌声此起
彼伏。

年会气氛欢乐喜庆，伴随着欢笑与疲惫、激动
与感恩，展现了公司深厚的企业文化。

（记者 俞方玲 张林俊 刘晗嫣 毛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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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知识台历赠阅暨
新春茶话会活动于1月22日在悉
尼成功举办。此次活动吸引了大
洋洲地区的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
代表以及媒体代表等热情参与。

大洋洲华人华侨联合会会长
马玉清在致辞中回顾了活动的背
景和意义，并向现场留学生及华侨
华人致以新春祝福。她指出，此次
活动旨在通过普及“一国两制”政
策知识，进一步履行华侨华人传承
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使命。

“以知识为纽带，以台历为载体，我
们希望跨越地域界限，将‘一国两
制’这一中国智慧传递到国际社
会，增进国际对香港、澳门成功实
践的认知。同时，这也是海外侨胞
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又一
生动写照。”

大洋洲华人华侨联合会名誉
会长周朗在发言中分享了他对“一
国两制”政策的深刻理解。他表
示，“‘一国两制’是中国为实现国
家和平统一所提出的基本国策，它
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不仅推
动了两地的繁荣与稳定，也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他特别强调，留学生和侨胞在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希望

大家继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俱乐部副主
席纪辰佳在会上表示，作为新一代
的留学生，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的
重要责任。“我们希望通过传播‘一
国两制’政策的真实内涵，从而让
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未
来愿景。”

麦考瑞大学从事人形机器人
研究的李佩珍博士从专业角度，为
与会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机器人
技术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几
位来自金融领域的留学生代表也
踊跃发言，表达了对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前景的高度期待。他们表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

“一国两制”政策为粤港澳大湾区
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马玉清总结表示，此次活动不
仅增进了大洋洲地区华侨华人及
留学生对祖国“一国两制”实践和
发展的了解，也为中外文化交流与
融合搭建了新的平台。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人员
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加
深了对“一国两制”政策的理解，也
为新一年的发展方向注入了信心
和力量。

（中国新闻网）

“一国两制”知识台历赠阅暨
新春茶话会活动在悉尼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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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镇樟洋村，这是一个位于闽
清县城西北的美丽古村落，有着 800
多年的“村龄”，历史悠久，底蕴浓厚。
樟洋村 2015 年入选福建省第一批省
级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入选福建省
乡村振兴示范村。村中的古民居、古
道、状元题刻等，洋溢着凝重的古韵芳
香。和记者一起去探访樟洋村的古
迹，追寻旧日时光。

文昌宫
见证耕读传家的辉煌岁月

沿着樟洋村曲径通幽的村道来到
文昌宫，耳边仿佛传来琅琅读书声。
这座建于清代、承载着无数梦想与希
望的古老建筑，正静静矗立在村中，以
其独有的方式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文昌宫建筑面积达 900 平方米，
坐东南朝西北，由门墙、回廊、正座、左
右旁厝等部分组成，整个建筑群以围
合的形式布局，建筑精美，彩绘纷呈。
正面为牌楼式红色门墙，门墙中间墙
帽呈燕尾翘脊状，左右两端马鞍墙与
之相连，错落有致，展现出清代建筑的

独特韵味。
走进文昌宫，我们可以看到正座

面阔三间、进深七柱，采用抬梁穿斗式
木构架。正门为石框，门额上镶嵌着
竖式青石匾，上书“文昌宫”三个大
字。文昌宫曾是周边学子求学的地
方，数百年来，这里走出的进士、举人、
秀才不计其数，堪称樟洋村乃至周边
地区的骄傲。如今，宫内供奉着文昌
帝君及天聋、地哑二童子，香火不断，
成为村民们祈求学业有成、仕途顺利
的重要场所。

文昌宫不仅承载着樟洋村的历史

与记忆，更成为弘扬耕读文化、传承耕
读精神的重要载体。在这里，我们仿
佛可以看到那些曾经在这里求学的学
子们，他们怀揣着梦想和希望，用汗水
和智慧书写着自己的人生篇章。如
今，文昌宫已经成为樟洋村的一张名
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访和
感受这里的文化魅力。

万松岭
跨越千年历史的古驿道

在樟洋村，有一条以石块铺就的

古驿道，驿道旁矗立着一块巨石，巨石
上镌刻着南宋状元郑性之题写的“万
松岭”三个大字。万松岭是旧时樟洋
村连接外界的交通要道，本叫“无名
岭”，后因郑性之而命名为“万松岭”。

自平整的石阶而上，古道两旁树
木挺拔，枝叶交织成一片翠绿的天幕，
阳光透过缝隙，斑驳地洒在地上，光影
交错间，仿佛能窥见那些过往的文人
墨客。他们或肩扛书箱，或手持纸扇，
在这条路上留下了无尽的思绪与
梦想。

万松岭是古时文人学子进京赶考
的必经之路，是樟洋村状元文化的象
征。相传，南宋状元郑性之在县城“梅
溪书院”读书时，常往返于此。因此地
万树成林，松涛不绝，郑性之每每走在
林间石道，总是心潮澎湃。后来，他中
得科举状元回到家乡，再踏上“无名
岭”时，便触景挥毫，书就“万松岭”三
个大字勒于石上。

万松岭见证了南宋状元郑性之从
寒窗苦读到金榜题名的辉煌历程。来
到樟洋村的万松岭，只需从登山步道
起点向上爬约十五分钟，便可亲眼见
到这块由郑性之亲自题写的“万松岭”
石刻，亲身感受那份悠悠古道情长与
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

（记者 刘晗嫣 于雅 毛行东）

探 访 村 落 古 迹 追 寻 旧 日 时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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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