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
时的山噢那时的水，那时风光一定
很美。”4 日，在轻快高昂的合唱声
中，福州市老年大学举办的校园合
唱一团十周年成果展演圆满落幕。

鲜花、掌声、喜悦，这场展示会
对现场很多人来说，更像是一场音
乐会，寄托着青年时期的盼望和没
用言语表达出的爱意。其中就包括
合唱团的灵魂人物——指挥张礼
平。

1982 年出生的张礼平，大学还
没毕业就进入市老年大学教电子
琴。“那是 2003 年，我才 21 岁，需要
一份工作。”张礼平说，自己来自农
村，早年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毕
业之前，老师介绍他去给一个合唱
团当钢琴伴奏。同年，经合唱团指
挥介绍，他进入老年大学教课，直到
现在。

给比自己大几十岁的老年学员
上课并不简单，特别是对于一个 20
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张礼平说，刚
开始上课时自己常常觉得委屈。一
次，一个平常上课爱说话的老年学
员，没听懂他讲的知识点，非要说他
没讲到，不依不饶。气得他只能跑
去教务处，找教务处处长来评理。

2005 年，张礼平从福建师范大
学毕业。但还没来得及好好地思考
人生的方向，父亲患病的沉重打击
就降落在他身上。

2006 年底，张礼平的父亲被查
出胃癌晚期。“一天，医生打电话告
诉我父亲的检查结果。我刚好在
上课，一下子没忍住，就掉了眼
泪。”张礼平说，学员们一看他落泪
就纷纷问他怎么回事，还贴心地安
慰他。

后来，他回老家陪父亲度过最
后的日子，老年学员还常常打电话
安慰他、鼓励他，并和学校的教职工
一起给他捐款。“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是一群善良的人。”张礼平说，或
许就是因为这些温暖和友爱的浸润
让他始终对老年教育怀着深厚感
情。

2009 年，市老年大学成立合唱
团。之前，张礼平因缘巧合遇到原
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合
唱协会会长邱孝胥，并开始跟他学
习指挥。市老年大学合唱团成立不
久，他就被发掘，2011年初受邀担任
合唱团的指挥。

教合唱比教乐器更难。老年学
员退休前从事各行各业，只因兴趣
参加合唱团，而且都有自己的想
法。要让几乎没有音乐基础的他们
分出声部，唱出和谐的曲目并不简

单。
更让张礼平受打击的是，合唱

团成员流动性大，老年学员经常因
为家庭、身体等原因退出。

“刚开始学员要走的时候，我都
会感到失落，觉得是自己教得不
好。”张礼平说，慢慢了解老年学员
后，他也开始在教学之余，关心学员
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比如他们
爱讲话，也可能是他们独居或家人
忙无暇顾及，所以在群体中需要陪
伴和关心。”

“张老师能从教 20年不仅需要
热爱，也需要情怀。”合唱一团团员
羿红说，张礼平教学非常有耐心，也
很有爱心，这是老年学员需要的，

“有学员生病了，他还会去家里探
望。”

年纪轻轻就开始从事老年教
育，刚开始也有人不理解，对张礼平
开玩笑：“你天天教老年人是不是都
把自己教老了？”对此，张礼平说：

“其实不是越来越老，而是越来越成
熟、稳重。很多老年学员会关心你
的身体健康，还会告诉你很多生活
常识和人生经验，这也是我成长中
很重要的一笔财富。”

在市老年大学教学多年，张礼
平历经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空间。
从台江区群众路的旧址搬到如今晋
安区长乐路新校，从六层大楼到十
八层大楼，张礼平不仅跟随市老年
大学越变越好，也感受到了福州对
老年教育越来越重视。

“去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视频连线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更让
人欢欣鼓舞。”张礼平说，现在自己
由衷地为所从事的老年教育工作感
到高兴和自豪，也一直想表达。

原本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前举办
的福州市老年大学合唱一团十周年
成果展演，一直拖到去年才重新启
动，这正好给了他一个表达的机会，
也成为他从教二十周年的教学汇
报。

整个合唱一团为了这次演出投
入了大量精力，全体团员都想把这
台音乐会办好。有的学员带病坚
持，前一晚还在吊瓶，第二天就赶来
排练；有的学员过几天就要去动手
术，但还坚持来参演……这些忘我
的精神令在台上致辞的张礼平几度
哽咽。

“从教二十年音乐会只是对过
往的总结，我会把所有的爱汇聚起
来化成我继续做合唱的动力。”张礼
平说，音乐是不用语言来修饰的交
流方式，希望自己能把专长投入更
多关爱老人的行动中。

21岁站上讲台一干就是20年
弟子个个比他年龄大

老年大学的年轻教师
本报记者 冯雪珠 通讯员 林绿丰 郑品官

福州市
老年大学举
办的校园合
唱一团成果
展，也是张
礼平从教二
十周年教学
展。

通讯员
郑品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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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通知

各类遗失声明、房产声明收
费标准：按照标题60元/行（8字
以内），正文30元/行（13字以内）
收取，不足13个字，按1行收取。

登报地址：鼓楼区小柳路85
号2楼福州日报广告刊登处

热线电话：0591-83721111

遗失声明

公告栏公告栏
●父亲陈明权、母亲冯庆容遗
失其女陈艺涵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编号：P350378476），声明作废。
●福州优且美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闽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1月 15日核发的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为
JY13501210061576，声明作废。

●声明：郑二俤、郑妹俤位于福
州市台江区弄仔里 1 号（旧 12
号）的房屋于 1998年拆迁安置

到福州市仓山区金浦小区 9座
1012单元，并于 2023年 3月 28
日由郑妹俤在《福州日报》声明
申请办理产权登记。办理过程
中发现房源的房号信息有误，现
将上述房源更正为仓山区三叉
街街道金浦小区9号楼112单元
及 9号楼 59号附属间。如有异
议者，请在 30日内向征收单位
提出，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

声明人：郑妹俤

遗失声明
翁细细妹（身份证号码：

350103194404250085）是红星及
周边地块改造项目二期（C片区）
项目被征收户，并于2017年11月
17日签订协议，本人领取的征收

协议（NO:HXBC1078001）原 件
一份不慎遗失，现声明本人所
领取的原拆迁协议作废，如有
异议者，于 30日内向福州市闽
桥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
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翁木利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决定，福建映雪

建设科技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
资本，由 5001万元人民币减少
为 1001万元人民币，债权人自
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91-87861863；
联系人：池经理；地址：福建省福
州市高新区福州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8号楼C区6楼

福建映雪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8日

招租公告
兹有台江区中亭街嘉和苑

B-67号店面，面积 52㎡。合同
到期，现公开招租，有效期 10
天。联系电话：83300413，联系
人：齐先生。
福州市台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百货行业管理所
2024年1月8日

尊敬的用户：
1.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4

年 1月 9日 13:30至 17:30进行，
届时世茂连潘天城北地块、世
茂连潘天城南地块、金辉珑园、
海知源餐饮、中海万锦花园、建
发领赋新苑等将停止供气。请
用户关闭阀门，注意用气安全。

2.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4
年 1月 10日 8:30至 11:30进行，
届时仓山区燕山三路南侧星海
江筑小区将停止供气。请用户
关闭阀门，注意用气安全。

3.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 13:30 至 17:00 进

行，届时福新西路（五一北路至
六一路）、建华路、新洋巷、古田
路、古田支路、六一路（福新西
路至古田路）等周边片区将停
止供气。请用户关闭阀门，注
意用气安全。

4.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4
年 1月 10日 17:00至次日 12:00
进行，届时水涧新村将停止供
气。请用户关闭阀门，注意用
气安全。

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如发现问题请及时联
系96891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4年1月5日

尊敬的客户：
我司将于 1月 10日和 12日

1：00至6：00在福州市金山大道
南江滨路附近进行割接，届时将
影响该地区部分电信的宽带、窄
带、传输等用户，敬请谅解！如
发现问题请拨打10000申告。

中国电信福州分公司

停气通告

本期嘉宾本期嘉宾
闵庆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
会主任委员。2005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理论
研究、技术推广和科学普及工作，为推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
保护、中国农业文化遗产走向世界、确立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蓝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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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
体现千年智慧体现千年智慧11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了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
的保护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20多年时间，全世界才认定了 86个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光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想要成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难度非常高，因此也弥
足珍贵。

86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中国拥有 22
个，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不过，相较于世界自然与
文化遗产，大众对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
知度其实并不算高。

“农业文化遗产虽占着‘文化’二字，但不等同
于‘文化遗产’。”闵庆文说，许多人也会把农业文
化遗产，简单地理解为“农业非遗”，因为非遗的普
及度、认知度更高。

据介绍，农业文化遗产，更加关注的是一种农
业生产过程，某种意义上，包括品种、选址、管理、
生产技术等，这恰恰是农业里面最核心的部分，体
现着人类上千年的智慧。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
护，应是动态的、复合的。

在他看来，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关于过去的遗
产，而是关乎于人类未来的遗产。

十年前的 4月 29日，“福州茉莉花与茶文
化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面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颇为“学
术”的 11个字，不少人自动过滤为“福州茉莉
花茶文化系统”。

为何是“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当
年参与命名的闵庆文为记者答疑解惑——

在这项遗产中，茉莉花品种、种植十分重
要，茶文化不仅包括一般人理解的茶文化习俗、
窨制工艺等，还包括茶树品种、茶园管理以及环
境友好的生产技术。而福州茉莉花茶，仅是该
系统中的一个产品，并不能代表整个系统。

“山上种树，沿河种花，两种不同的生态系

统和中西文化的碰撞，造就了福州这样十分独
特的农业文化遗产地。”闵庆文表示，这正是当
初专家们重点推荐该项目申报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的关键原因。

闵庆文建议，农业、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
在关注遗产地时，不仅要关注福州茉莉花茶，
还应该关注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农业生产类型。

“从遗产地保护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茉莉
花品种、茶的品种保护至关重要。茉莉花种植
园、茶园生态化管理，还包括生产管理背后的
文化挖掘，比如采茶歌等，都可以进一步发掘
与保护。”闵庆文说。

放眼全国，既是省会城市，又坐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仅福州一城。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上，福州不仅
底子好，还起步较早，懂得靠前发力，抢占先
机。”闵庆文说。

福州于 2013年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申报工作。那一年，全国只有 8个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之初，福州已是“世界茉
莉花茶发源地”，并于同年入选第一批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基础十分牢靠。

闵庆文回忆，当时福州的一批基层管理人
员、茶企向外获取信息时，主动捕捉、率先关注
到这项特殊的遗产保护，如福州市农业局（现
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以及春伦、闽榕等茶企。

在申报过程中，这项工作同样获得市领导支
持。“相当于一批有独到眼光、有认知的群体，
早早地促成了福州现在的地位。”

因为农遗保护，帝封江茉莉花基地被划定
为遗产地核心保护区。这块城区内的核心地
块，本计划为地产、城市基建“铺路”，如今与城
郊的闽江河口湿地一起，成为这座城市为保护

“让路”的又一典范。
“拥有超前意识很重要。”闵庆文说，现在

要申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流程十分严
格且繁琐。当初第一批申报的时候全国只有
19项参加，现在已有 188项，申报工作难度可
见一斑。“相比之下，思路快一步，成果更丰
硕。”

成功申遗十年成功申遗十年 重新认识福州农遗重新认识福州农遗22

思路快人一步思路快人一步 成果更加丰硕成果更加丰硕33

遗产保护结新果遗产保护结新果 福州值得期待福州值得期待44
去年，闵庆文和福州很有缘。
11月，他以专家身份在榕审议了全国首个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规程》地方标准；12
月，第三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上，闵庆文受
聘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推广实践基地专
家顾问，并受邀参与第二届中国茶叶交易会。

“我特别愿来福州，是因为福州跟其他遗
产地很不一样。”在这位国内农业文化遗产发
掘与保护领域重量级专家的眼中，福州将成为
他下一个阶段观察、研究的“重要窗口”。

闵庆文说，与位于县域、偏远地区的遗产
地不同，福州所面临的发展或者说城市建设任
务更重。作为省会城市，福州的城市化发展、
工业化程度，必定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产生影
响。但换个角度而言，城市发展也离不开生态
建设，在这里，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和文化价
值体现，要比在西部地区纯农业生产为主的地
方更为明显。

“在保护过程中，不能指望拿产业问题来
解决遗产地保护问题。”闵庆文打了个比方，产
业产出的福州茉莉花茶，并不等同于遗产地产
品，能冠名农业文化遗产的产品，每一环节都
要源于福州本土。

对此，闵庆文建议地方政府、相关企业能
多支持开展一些项目，不仅在传承窨制工艺方
面，还要关注在城市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等大
框架下，福州如何更好地协调遗产地保护与发
展的关系。

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 60%，未来还
将持续提升。在一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看来，随着中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福州有望提
供一种遗产保护和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协调并
进的“福州方案”。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闵庆文也
期待着，未来福州能牵头，将茶类相关遗产汇
聚在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今年，恰逢“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入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十周年。

时针回拨至 2014年，彼时福州刚接到意大利
罗马传来的喜讯，上下欢呼。不过，欣喜之余，社
会大众对这项荣誉与背后的责任并不十分了解。

如今十年过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
展之路越发宽阔，农业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和
现代价值逐渐明朗。在福州，应当如何更好地
保护“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近日，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
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闵庆文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提出了他的
思考与见解。

闵庆文闵庆文（（右右））在在20232023年福州茉莉花茶茶王赛评审现场品茶年福州茉莉花茶茶王赛评审现场品茶。。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石美祥摄

闵 庆 文
（左二）在户外
考察调研。（受
访者供图）

闵庆文（左二）参加福州茉莉花茶文化
节活动。（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