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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韵铺锦绣，侨乡逢盛事。“咚咚锵，咚咚锵
……”欢快的锣鼓声如澎湃的浪潮，在宏琳厝的上空
热烈翻滚，期待已久的“十八坂”盛会，在《鼓舞》表演
中热热闹闹地拉开了序幕。现场早已被熙熙攘攘的
人群填满，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与期待，仿佛
全城的热情都汇聚于此。

舞台上，一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三条簪》表演
如火如荼地上演了。身着绚丽服饰的舞者们，脚踏
欢快的节奏，身姿轻盈如燕，似灵动的火焰。传统的

舞蹈动作与现代灯光特效完美结合，台下观众的目
光紧紧跟随着舞台，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交织成
一曲热烈的乐章。随后，在绚烂的启动仪式烟火中，
开幕式落下了帷幕。

舞台表演结束，就到了游宏琳厝和品“宏琳宴”
的环节。在原地欣赏表演的游客们，全都活跃起来，
瞬间就化作一股股人流，朝着宏琳厝的方向涌去，场
面就像潮水一般，热热闹闹。大家脸上神采奕奕，脚
步匆匆且满是期待。

此时的坂东乃裳街周边街道，已经热闹非凡，此
起彼伏的吆喝声，似一曲热烈的生活乐章，奏响了

“十八坂”的繁华。摊铺沿着长街一路延伸，从街头
摆到街尾，宛如一条红色的丝带，将整个街区装点得

格外热闹。长街上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游客们
精心采购心仪的物件，商家们热情售卖自家的商品，
生动展现着生活的百态与美好。

在这热闹非凡的赶圩场景中，人们放慢脚步，于
寻寻觅觅间探寻生活的本真。比起遥不可及的诗与
远方，大家似乎更钟情于这份充满人间烟火的市井
气。这里，有邻里间亲切的问候，有摊主与顾客的讨
价还价，有孩子们纯真的欢笑，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
浓浓的生活气息。

“来嘞，刚出炉的烤肉串，好吃得嘞！”美食区弥
漫着诱人的香气，宛如一场嗅觉的盛宴。热气腾腾
的烤串，仿佛在向人们热情招手。摊主熟练地转动
着肉串，配合着音乐的节奏舞动着。除了传统美食，
充满创意的特色小吃也备受青睐。“老板，给我来一
份冰淇淋！”一位年轻的游客兴奋地喊道。

商贸区里，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传
统的农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质朴的气息，竹
编、藤编手工艺品造型精美，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工
匠们的精湛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我每年都盼着‘十八坂’的到来，‘十八坂’上的
热闹，还有这些老手艺，都是咱们生活里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一位老居民感慨地说道，眼中满是对“十八
坂”的深情。一位来自外地的游客兴奋地说：“我是
从新疆来这里做生意的，早就听说了‘十八坂’，这次
专门赶来，真是太震撼了！传统和现代结合得这么
好，让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地方！”从福州来的姚
女士是今天旅游团的领队，一下车就被浓浓的年味
氛围感染了：“我是从福州过来的，对‘十八坂’的大
名早有耳闻，这里太热闹了！非常有过年的气氛！”

“十八坂”这场盛会，不仅是一场视觉、味觉与听
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传统与现代的深度对话，让每一
位参与者都沉浸其中，感受着浓厚的文化氛围与节
日的欢乐，在充满人间烟火的市井气中，找寻到生活
最本真的模样。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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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闽清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位于中国传统村落坂东镇
新壶村的宏琳厝，作为热门打卡地，
借助“十八坂”活动热度，吸引了大量
旅行团前来游玩。

福建省春秋旅行社总部国内游
负责人肖琳告诉记者：“福建省春秋
旅行社总部通过‘十八坂’交流活
动，与坂东镇人民政府一起组织了
宏琳厝一日游活动，这几天的客流
量每天都在四百人左右，预计到‘十
八坂’活动结束，客流量将达四千人
左右，未来我们会组织更多的游客
来闽清旅游。”

宏琳厝始建于清乾隆六十年
（1795），历时28年建成，至今已有两
百多年历史。占地超一万七千平方
米，有 35 间厅堂、666 间住房，“一纵
一横”的对称布局，尽显古朴典雅。

当游客抵达宏琳厝后，精彩体验
接踵而至。古厝内设有古装换装区，
游客换上精美的古装，瞬间“穿越”时
空。宏琳厝的飞檐斗拱下，满是游客

拍照的身影，古厝的典雅与游客的风
姿相互映衬。此外，趣味小游戏也为
游玩增添不少欢乐。投壶、蹴鞠区域
人气火爆，大家在玩乐中感受传统游
戏的魅力。厅堂中，传统礼仪展示和
讲解活动，则让游客深入领略传统
文化。

“我这次的游玩体验很不错，宏
琳厝的活动真的很丰富，景区古色古
香，这里面有得逛、有得玩，体验古装
和各种小游戏，让我们收获满满。”游
客黄女士开心地说。

游客在宏琳厝游玩后，可以前往
坂东镇乃裳街，参与“十八坂”传统圩
市活动。在这里，特色农产品、手工
艺品琳琅满目，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
当地的烟火气息。

福建省春秋旅行社闽清营业部
负责人陈枫告诉记者：“我们希望通
过‘十八坂’活动，与春秋旅行社平台
一起把宏琳厝推广出去，然后再扩展
到闽清其他旅游景点去。”

（记者 张林俊）

玩转古厝 沉浸式体验古建之美

我司现有 1 处资产拟予以出
租，诚招承租人。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位于闽清县梅城镇解放大
街小云海自助火锅烤肉餐厅对面
仓库1间。

1.租赁期限：1年
2. 租 金 底 价 ：年 度 租 金 为

62684元/间。

3.投标保证金10000元，中标
后保证金转为押金。

报名及投标时间：报名日期
2025 年 2 月 20 日—2025 年 2 月 26
日止，投标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黄经理 15806018841
特此公告。

闽清县供销综合公司
2025年2月20日

招 租 公 告

在闽清县省璜镇，有一座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厝祠堂——书
斋厝。它始建于约康熙八年（1669
年），至今已有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据悉，书斋厝的名字，源于其深
厚的文化教育传统。自古以来，族人
就非常重视教育，长期在本祠堂内开
办私塾，传授知识。这种教育传统，
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此外，
书斋厝还经常举办夜校，为当地乡民
提供学习机会。因此，它被四里八乡
雅称为“书斋厝”，成为当地文化传承
的重要象征。

“这座房子居住的家族，分支后
裔繁衍到附近好几个村，已经发展到
约六百人，还有一部分迁徙到了南
洋，迁徙出去的人口目前发展到约两
千人。”省璜镇省汾村村民王振兴告
诉记者。

书斋厝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其建筑本身也具有极高的历史
和艺术价值。它融合了闽清地区传
统古厝的建筑风格，木雕、石雕、砖雕
等工艺精美绝伦，展现了古代工匠的
高超技艺。2022 年 12 月，闽清县人
民政府将其确定为重点古厝传统风
貌建筑保护单位。这不仅体现了政
府对古建筑保护的重视，也为书斋厝
的未来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书斋厝作为一座古厝祠堂，从私
塾到夜校，承载了无数学子的求知梦
想，成为当地教育发展的重要见证。
同时，它也反映了闽清地区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家族观念，是研究当地历
史、文化、教育的重要实物资料。如
今，这座古老的祠堂，正以它独特的
方式，书写和发挥着属于自己的文化
传统。 （记者 俞方玲 黄东）

古厝焕发新生 传承文化教育










































江滨生态公园
闽清简称“梅”，梅花对于闽清而言，不仅是一

种花卉，更像是城市的文化符号。最近，闽清江滨
生态公园迎来了梅花盛放的美景，为新的一年拉开
诗意的帷幕。这里的梅花，不仅是装点初春的美
景，更是闽清的独特名片，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精神
与韵味。

踏入公园，梅香扑鼻而来。这些梅花形态各
异，有的已完全盛开，花瓣舒展，宛如闽清人民对生
活的满腔热情，有的则还是小巧玲珑的花骨朵，在
枝头娇羞地等待绽放，仿佛是闽清温婉的文化底
蕴。斜斜向上伸展的枝干，虽不粗壮，却有着一种
别样的坚韧与灵动。梅花傲立江畔，不惧寒风，它
们是坚韧的象征，激励着闽清人民在生活的风浪中
勇往直前。

在初春时节前来赏梅，是闽清人与自然的约
定，更是对闽清精神的礼赞。在这梅影摇曳间，我
们感受着闽清的独特魅力，也汲取着奋进的力量，
迈向充满希望的新一年。

白云寺
春天的大幕已然开启，万物皆蓄势待发，青山、

春风、草地、森林，大自然用它富有生命力的“语
言”，邀请着人们去山野漫步。

春天伴着白云寺的梅花香气，悄悄来了。眼下
白云寺周围，樱花和梅花竞相绽放。朵朵鲜艳的花

朵挺立枝头，用中式的古典浪漫，将闽清的初春点
亮。漫步在白云寺，悠悠的清风与淡淡的梅香交
织，瞬间将尘世的喧嚣隔绝在外。

寺中的黄墙金瓦，与烂漫耀眼的鲜花相互映
衬，古寺的庄严静谧，为它们增添了几分古韵，而花
的娇艳，则又给古寺带来一抹活泼的生机。抬眼望
去，花枝与古寺的飞檐相互映衬，闭目感受，花香与
古寺的静谧气息相融。在这里，时光变得缓慢而温
柔。沉浸在这诗意的美好之中，尘世的烦恼皆被抛
却，只余内心的宁静与对自然的赞叹。

此刻，不妨停下匆忙的脚步，一起去往白云寺，
聆听花瓣与微风的私语，感受大自然的治愈气息，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春日“轻盈感”。

盛林花卉园
风一吹，雨一落，闽清上莲乡飘落着的阵阵樱

花雨，如云似霞、纷纷扬扬。满天温柔，美得犹如一
幅画卷，为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增添了几分惊艳
与浪漫。

眼下，上莲乡盛林花卉园内的山樱花已经全部
进入盛花期，浪漫的樱花随风飘落，各色的花朵缀
满枝头，如梦如幻、美不胜收。站在树下，抬头向上
望，湛蓝的天空仿佛一块天然的幕布，被阳光照耀
的花瓣，是通透的粉紫色，在风中摇曳生姿，呢喃着
春日的情话。沾染着春光，盛开的山樱花，簇簇堆
集着，轻盈、柔和、朦胧。伴着微风轻轻滑落在肩

头，像春天温柔的触摸，让人对春天的喜爱也满得
从心底溢了出来。

据悉，福建山樱花是樱花中的一种，也叫钟花
樱桃、山樱花、绯樱，属于蔷薇科、樱属植物，是冬季
和早春的优良花木。高3—8米，伞形花序，有花2—
4朵，先叶开放，花瓣倒卵状长圆形，粉红色，先端颜
色较深，下凹，花期2—3月，果期4—5月。

山樱花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因其耐寒
性强、适应范围广而备受园艺爱好者的青睐。每年
春季，山樱花盛开时，总能吸引大批游客和摄影爱
好者前来打卡，成为上莲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即刻出发，让自己降落在这场“樱花雨”里，做
一场粉色的梦，看着花瓣纷纷簌簌，漫步花海之中，
拥抱浪漫，让这个春天，没有遗憾。

金沙巫岭
灵蛇献瑞万象新，人间芳菲春意俏，还在正月

里，金沙镇巫岭村的樱花，已经陆陆续续盛开了，枝
头上挂满了星星点点的玫红色花朵，可爱俏皮，让
人心花怒放。

巫岭秋日的枫叶远近闻名，却鲜少有人知道，
巫岭的樱花同样美丽。据村干部介绍，巫岭樱花
多，是从山中迁来的钟花樱，不同于常见的粉色樱
花，钟花樱花朵呈玫红色，形似倒挂钟，像半开的花
伞，又如舞女的裙摆，别有一番风味。

下一步，巫岭村计划以风景观光为主题，策划
文旅路线，让游客春品樱花、秋赏枫叶，立足于巫岭
独特的风景，带动村内经济发展。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毛行东 刘栩辰 廖瑾）

“梅”景如画“樱”有尽有

闽清初春赏花地图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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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农历新年，热闹非凡、秉
承传统的槟城庙会都会在马来西
亚槟城乔治市古迹区举办，今年
也不例外。农历正月初四，乙巳
蛇年槟城庙会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庙会举办地涵盖乔治市
古迹区的多个街道，百年宗祠会
馆也敞门纳客。庙会现场，琳琅
满目的文化策展及上百个文化互
动摊位让民众亲自体验剪黏、木
偶戏、潮剧等传统技艺，感受浓浓

“年味儿”。舞台上，高桩舞狮腾
跃而起、民族舞蹈婀娜多姿、乐器
演奏悠扬婉转，让整个古城沉浸
在喜庆氛围中。

槟城庙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作为策划团队的一员，她希望
庙会不仅是春节庆典的呈现，更
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承载起对历

史的尊重、对传统的继承以及对
未来的展望。

岁月流转，槟城华人社群从
异乡旅客到扎根当地，已历经百
年。如今，诸如槟城庙会等春节
庆典不仅是热闹的节庆活动，更
是槟城华人构建自身文化认同、
传承家族记忆的重要仪式。它是
海外华人对故乡情感的延续、对
集体记忆的维系，也是中华文化
在海外语境下的再创造。

锣鼓声声，历史过往的乡愁
被唤醒；灯火辉煌，文化传承的根
脉被照亮。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海外华侨华人这份文化认同与民
族情感，都将在一代代的守望与
传承中熠熠生辉。

（人民日报海外版）

探寻马来西亚槟城庙会的文化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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