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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下午，在福清红树林修
复行动中，一身迷彩的银发志愿
者杨明栋格外惹眼。76岁的他穿
着过膝雨靴，背着户外专用包，包
上 还 有 几 行 手 写 宣 传 语——

“‘益’起去种红树林，让地球少一
点‘碳’息”，让人想不注意都难。

为了参加这场活动，老杨早
上7点多钟就从连江出发，转了两
趟公交赶到五一广场，又等了好
一会儿，才坐上前往活动现场的
大巴。

“今天我一定要冲在前面！”
大巴还没开到红树林种植场地，
老杨就放出话来。据了解，年轻

时的老杨，当过兵、打过工、开过
店。2007年，老杨关了经营多年
的五金店，选择登山，锻炼身体，
愉悦心灵。

爬山过程中，老杨开始对树
产生了感情。他发现连江玉泉山
上有些地方树种得不好，就自己
买来剪刀、锄头、缆绳等工具，开
始修树、种树。后来，他还参加了
英国环球徒步旅行家保罗·柯尔
曼发起的“绿色奥运”徒步活动，
从福州走到北京，一路走一路种
树。53 天下来，他瘦了 30 斤，也
爱上了种树。

每次参加志愿活动，老杨都特

别在意自己的“行头”。一个黑色
双肩包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他2007
年在长乐参加净滩活动时获得
的。此外，每次参加活动，他都要
手写一张宣传标语，贴在背包后面。

下了大巴，到滩涂地之前，老
杨又开始分享他的种树经验：步
子要怎么踩，如果不小心陷进滩
涂里要怎么办……到了现场，老
杨利索地将一株株秋茄苗插进滩
涂，不一会儿，一小片滩涂地种树
就完成了。

“红树林是‘海岸卫士’，我想像
它一样，当好环保卫士，冲在生态环
境保护第一线！”老杨坚定地说。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
员 陈成志）20 日，连江县 2024 年
全民阅读活动启动，突出全域、全
景、全民、全媒特色，全县上下集中
联动开展“全民阅读+赠书＋文
创+非遗+书市”等特色阅读活动，
大力推动“全民阅读、书香连江”建
设走深走实，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为
加快打造“海上福州”桥头堡、建设
现代化国际城市坚强北翼提供智
力支撑。

“热爱阅读，热爱连江，‘阅’
见山海……”当日，活动在《阅
见山海 书香连江》的琅琅读书
声中拉开帷幕。演职人员用歌
舞、情景朗诵等形式，为群众奉
献了一场有声有色、精彩纷呈
的文化盛宴，充分展示了连江
阅读的温度。

古街古厝无声，却总能让人
感动。“连江古称温麻，于西晋设
县，至今已有 1700多年历史……”
活动现场，连江籍作家张振英作

《连江·魁龙坊》读书分享。该书
由温麻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张
振英主编。全书共 10 余万字，生
动展示了街坊小叙、古厝名宅、龙

门贤哲、风味小吃、连江非遗等内
容。

在赠书仪式上，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连江分公司、中国邮政连江分
公司向农家书屋、学校合计赠书
2300册，总价值 7.5万元。赠送图
书包括少儿类、农业类、保健类、文
学类等，将充实连江县农家书屋、
学校的藏书量。

活动当天，现场还举行了集图
书、文创、非遗、手工为一体的市
集，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边逛、边
读、边看、边体验，参与者在浓浓书
香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好像进入
了书的海洋，和朋
友们一起阅读，感
觉真棒！”陈禹航小
朋友和小伙伴们一

起阅读，分享读后感。感受阅读快
乐的还有家长们。“书籍是大家的
精神食粮，置身立体的阅读世界，
和孩子一起在书里找寻‘诗和远
方’，太棒了。”陈莉莉为“家门口”
的阅读嘉年华点赞。

精心策划、有声有色的阅读活
动，播撒下阅读的种子，让全民阅
读成为海洋大县的新风尚。接下
来，连江还将开展一系列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阅
读活动，营造全民“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让读书成
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本报讯（记者 燕晓）20日，“山
海有诗 游读八闽”福建省第七届

“正谊杯”古诗文大赛总决赛在榕
落下帷幕。大赛吸引了 7000余名
选手报名，通过初赛、复赛等选拔，
2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最终，曾浩
晔获得一等奖，叶以翔、马征获得
二等奖，吕佳涵、倪庆贺、许一帆获
得三等奖。刘建华、刘镇宇等14人
获得“诗词达人”称号。

10岁的叶以翔是本届大赛决
赛中年龄最小的选手，最终荣获二
等奖。“他从上幼儿园开始，每学完

一首诗就会回家背给我们听，所以
家里有一块他的专属小黑板。我
们平时也会找合适的诗词写在上
面，他两三天就能背完一首，日积
月累，现在他的诗词储备量已经超
过一千首。”叶以翔妈妈说。

“我很喜欢的宋朝词人柳永就
是福建人，同时福建的朱熹也是我

非常敬仰的大学者，所以我很喜欢
福建文化，在诗词爱好者的群里看
到大赛消息，我就报名赶来了。”来
自辽宁大连的选手马行空告诉记
者，这次是她第二次参赛，最终获得

“诗词达人”称号。“我是学日语专业
的，从事过日语翻译、体育记者，但
不论做什么工作，我对古诗词的热

爱都不会改变。”她说，福州生态环
境好，人文底蕴深厚，希望下次还有
机会来福州参赛。她还介绍了自己
学习古诗文的小窍门。“我自己建立
了一个古诗词的资料库，为每一位
诗人设置一个文档，按照历史顺序
编排，形成框架，方便阅读记忆。”马
行空说，现在资料库中收集的诗词

和古文已超过5000篇。
省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馆长叶

建勤说，古诗文大赛向大家推介八
闽诗词及中华经典，让读者从字里
行间游读八闽山水之美、文化之
美，引导市民关注阅读、热爱阅读，
促进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据了解，省图书馆还将举办
《世说新语》国学课程、古琴文化及
弹奏技法培训课程、朱子文化讲
会、朱子文化雅集等系列活动，多
形式、深层次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鼓东街道举办
读书日主题活动

19日，由鼓楼区委宣传部、区社科联、鼓
东街道、庆城社区联合举办的“悦读时光 书
韵飘香”鼓楼区“4·23世界读书日”暨“扫黄
打非·护苗 2024”主题活动在福州第十九中
学开展。活动分为作品展、表彰、宣讲等环
节进行，加深了青少年对“扫黄打非”的认识
和理解，营造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化
氛围。
通讯员廖秋瑶 本报记者 莫思予摄影报道

永泰百漈沟
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启用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20日中午，永泰
最新高速服务区收费站——百漈沟收费站
正式启用。

百漈沟收费站隶属于省高速福州分公
司，位于莆炎高速公路梧桐服务区A区，设有
1进1出2车道，车道采用“ETC+入口自动发
卡+出口自助缴费”的模式，限高2.2米，仅供
小型客车通行，为省“两通工程”（“邻县高速
通”“乡镇便捷通”）项目之一。

百漈沟收费站距离嵩口古镇 20分钟车
程，距离4A级景区百漈沟生态风景区5分钟
车程，距离春光村 15分钟车程，在方便附近
乡镇居民快速便捷出行的同时，能有效服务
永泰乡村振兴、带动全域旅游。

据了解，当前小型客车从服务区出入口
进出高速公路的，按照实际行驶高速公路的
里程和公布的费率标准收取通行费。如果
车辆只是从出入口进入服务区加油、购物后
再从原出入口驶离，没有通行高速公路，则
不收取通行费。

《七闽人师阮弥之》
新书发布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 曾建兵）19 日，
《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座谈会在榕举
行。

阮弥之在南朝刘宋元嘉间任晋安郡（今
福州）太守，任上“教稼穑，兴学校”，惠政显
著，卒赠资政大夫，谥忠惠。民众为其立庙
奉祀，题匾称“七闽人师”，表彰他开创闽地
文教先河的贡献。

《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首次较为完整
地再现了阮弥之的一生，并通过阐述阮氏名
人的事迹和精神，萃取尊祖、睦族、守业、修
生等家风家训，激励读者立言、立行、立德、
立功。书籍还较为全面地整理了元代后闽
粤等地阮氏迁居台湾的历史。

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负责人认为，《七闽
人师阮弥之》的问世为福州的历史文化长廊
增光添彩，也创新了姓氏源流研究方式，为
传承姓氏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
思路。

又讯 19日，《闽商蓝皮书·闽商发展报
告（2024）》启动仪式暨“新时代闽商精神大
家谈”活动在福州大学举行。此次启动编撰
的《闽商蓝皮书·闽商发展报告（2024）》计划
在对 2023年度闽商总体发展情况进行报告
的基础上，另以专题报告的形式梳理呈现福
州民营经济45年发展历程，特别是记录与梳
理福州纺织化纤、轻工食品、电子信息、机械
制造、冶金建材等五个重点产业集群，以及
新兴与未来产业集群的发展状态与趋势，并
提出发展建议。

长乐法院发出全市首份
《关爱未成年人提示》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 通讯员 陈琳莹）
记者昨日获悉，日前长乐区法院审理了一起
涉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的离婚案件，并向
双方当事人发出全市首份《关爱未成年人提
示》。

在这起案件中，原告林某与被告陈某婚
后育有两个孩子，且未成年子女年龄尚小。
因婚前缺乏了解、感情基础薄弱等原因，夫
妻感情不和，矛盾频发，林某认为双方感情
已破裂，遂向法院诉请解除婚姻关系。

为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正确处理婚姻
自由与家庭稳定的关系，关心关爱未成年子
女，长乐区法院向林某、陈某分别送达了《关
爱未成年人提示》，引导他们提高责任意识，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妥善处理抚养、探望、财
产等事宜，并和双方当事人庭前谈心。通过
庭前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听取并
阅读《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后，表示将严格履
行调解书，无论婚姻如何变化，都将尽心尽
力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成长环境，给予孩
子温暖的爱。

阅见山海 书香连江

连江县2024年全民阅读活动开场

4月，万物萌发。福清海口镇
一带，4米高的红树林簇拥在一起，
形成一座绿色“岛屿”。它们与风
浪搏击，与泥沙对抗，逐步成长为
周边村民生产生活中可靠的“海岸
卫士”。

20日下午，2024福清红树林
修复行动在海口镇举办。现场，
记者亲身体验红树林区常见物种
秋茄的人工种植，见证福州沿海
生态环境建设的丰硕成果。

体验：滩涂上“插秧”
下午 3 点左右，潮水逐渐退

去，在福清海口镇前村的海边，百
余名志愿者整装出发。他们穿着
雨鞋，提着一袋袋秋茄苗，向海边
滩涂走去。滩涂的前方，是连片
的红树林。

秋茄是红树林的常见品种，
它的种子两头尖，中下段偏粗，就
像一根绿色的茄子。“现在正是我
们本地种植秋茄的时候。”福清市
生态修复中心主任陈亮介绍，当
秋茄的果实还挂在树上的时候，
种子已长出了胚根。果实落下
时，尖端的胚根会插进滩涂。种
子如果落到海里，就会随水漂
流。退潮后，种子落到合适的滩
涂，便会扎根生长。

说起来简单，但实际种秋茄
难度不小。由于秋茄需要在盐度
合适的滩涂地里才能生长，因此
人工种秋茄就必须走进滩涂地，
将一根根大约 20 厘米长的秋茄
苗，像插秧一样插进滩涂。在这
过程中，初入滩涂的记者就感受
到种植的不易，一不小心，脚就可
能陷进滩涂，甚至整个人失去平
衡。

一般来说，红树林在海水涨
潮时，其部分或全部淹没在水里，
所以种植的时间也有讲究。不仅
林苗的种植要避开台风等天气，
而且只能抓住退潮之后的窗口期
进行种植。新植的树苗正常生长
5 年左右，才可以长成茂密的树
林。

对于前村来说，种植秋茄有
地理优势。在公路的另一侧，海
口镇斗垣村海岸潮间带的上百亩

“海上森林”正散发着勃勃生机。
白鹭在茂密的红树林上停留、舞
动，自在嬉戏。斗垣村的红树林
种植始于 20世纪 90年代，如今已
经连片成林，树高三四米，最高可
达6米。

“我们这次种植的秋茄苗就
是从斗垣村的红树林里取来的。”

陈亮介绍，秋茄苗就近取材，一来
可以节省运输成本，不用到外面
购买，二来两地生态环境相近，有
利于种苗存活。

捍卫：斩草造林护生态
“像福清海口镇这样，先天优

势与后天管护缺一不可。”市林业
局森林资源管理中心站副站长沈
秋林告诉记者，大多数情况下，人
工种植红树林需要花费大力气，
还得应对气候、潮水等自然因素
的影响，未必能种一片成一片。

既然种植难度大，存活率不
高，为何还要坚持种？

在亚洲大陆沿海地区红树林
分布的北界——位于长乐的闽江
河口湿地，正亲历着一场红树林
的“回归”，在那有着这个问题的
鲜活答案。

“眼前这一片，原来密密麻麻
都是互花米草，现在已经种满了
红树林。”站在木栈道上，闽江河
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主任郑航介绍，互花米草是沿海
一带常见的入侵物种，当年国内
为抵御风浪、保滩护堤而引入并
推广。“但互花米草的生长极其霸
道，严重挤占了红树林、水鸟、底
栖生物等的生存空间，加速了湿
地生态破坏。”他说。

经过多年探索，保护区摸索
出了一套治理方案：科学除治与
生态修复齐头并进，其中红树林
被列为生态修复的“主力”，得到
大面积扩种与细心管护。“种下红

树林后，湿地生态更稳定，引来更
多候鸟觅食、嬉戏。”郑航说。

福州市政协应用型智库成
员、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与湿地资
源监测中心原高级工程师余希告
诉记者，潮汐作用下，生长于海
洋、淡水河流和陆地交汇处的红
树林，提供了一块可供物质循环
以及能量流动的区间，丰富和完
善了湿地的生态功能。“当然，红
树林不可盲目种植，适地适树尤
为关键，可为水鸟等其他动物提
供良好的栖息地。”他说。

北至罗源湾、闽江河口湿地，
南至福清湾、兴化湾，眼下，全市
920公里的海岸线上，一座座“海

上森林”逐渐应运而生。闽江河
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米
草治理和（红树林）生态修复经验
还入选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改革举措及经验做法
推广清单”。

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截至目
前，全市已超额完成互花米草除治
后湿地生态修复4569.5亩，其中包
括红树林 3569.5亩，占比近八成。
今年将持续推动剩余 1803.5亩修
复任务，福州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将
逐步得到改善和提升。

探索：“海上森林”生金之道
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北。罗源

县松山镇北山村的红树林海岸公
园里，同样是绿意盎然、白鹭飞
舞。公园里生机勃勃的红树林是
福州境内连片面积最大的人工红
树林，也是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成
功典型。

曾经这里也和闽江河口湿地
一样，被互花米草严重侵扰，航道
堵塞，滩涂荒废，水质下降。为改
善生态环境，北山村从 2012年开
始清理互花米草，种植秋茄。为
了平衡渔民生计，北山村在红树
林修复期间，还主动留出部分滩
涂作为渔业养殖区，建立起滩涂
上面种植红树林、滩涂表面养殖
贝与蟹的“立体水上牧场”。

经过 10余年的生长，红树林
已经连片成林、枝繁叶茂。在此
基础上，北山村开启点“林”成金
的乡村振兴探索，打造了福州首
个以红树林为特色的主题公园。

“如今的红树林海岸公园已经
成为附近市民亲近自然的好去
处。节假日里，游客们会在红树林
海上观景栈道漫步、拍照，公园里的
游乐设施也使这里成为亲子出游
的重要目的地。”北山村委于国胤告
诉记者，良好的生态环境还让红树
林海岸公园成为东方白鹳、卷羽鹈
鹕等珍稀候鸟的“打卡地”。

同样坐拥“海上森林”的斗垣
村，如今也正沿着点“林”成金的
振兴之路不断向前。斗垣村村委
陈建华告诉记者，一个以红树林
生态游为主线的“斗垣村红树林
文旅休闲项目”正在推进，计划打
造一条 500米的林木栈道和面积
约 10亩的人工沙滩，让游客近距
离感受红树林的生态之美。

种植难度大 存活率不高

修复红树林 为何要坚持
本报记者 蓝瑜萍 冯雪珠

第七届“正谊杯”古诗文大赛落幕

背过千余首诗 10岁男孩获二等奖

七旬环保达人老杨的“行头”
本报记者 冯雪珠 蓝瑜萍

罗源北山红树林公园罗源北山红树林公园。。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华摄包华摄

连江县全民阅读活动启动连江县全民阅读活动启动。（。（连融媒供图连融媒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