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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永泰县盖洋乡碓头村的
赤松茸种植基地内，一簇簇胖墩墩
的赤松茸破土而出，一片丰收景象
映入眼帘。

赤松茸又称姬松茸、粗腿菇、
球盖菇，是一种高端食用菌，其鲜
味独特、营养丰富，经济价值高。
2022 年，碓头村派人到古田考察
学习，发现当地种植的食用菌赤松
茸广受大众喜爱。

“回村后，我立即请来了省农
科院专家。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
我们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空气
湿度大，十分适宜赤松茸的生长。
同年 10月，我便从古田引进该品

种，利用村集体生态林，开启了赤
松茸林下种植之路。”碓头村赤松
茸种植基地负责人叶义勇说。

由于赤松茸对生态环境要求
极高，从种植到采摘，整个过程都
不能使用任何化肥、农药，其菌床
也是合理利用水稻秸秆等制作而
成。今年基地还采取人为半干预
的方式，控制土壤水分，赤松茸品
质、产量比去年都有了较大提升，
亩产量可达 3000公斤，根据品质
售价在24元/公斤~110元/公斤。

据介绍，林下种植赤松茸还
为碓头村 20 多名村民提供了工
作岗位。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
员 吴丹红 毛淑文）4月 23日是人
民海军成立75周年纪念日。昨日，
《舰证中山魂——孙中山与中山舰
事迹展》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开
展。展览将持续到6月23日。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晚清
政府于 1910 年向日本订购的军
舰。该舰 1912 年 6 月建成下水，
1913 年 1 月入役。1925 年更名为
中山舰，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先生。1938 年 10 月，武
汉保卫战期间被日军击沉于武汉
市江夏区金口水域。在 26年的服
役期间，中山舰亲历了护国运动、
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中山
舰事件和武汉抗战等重大历史事
件。

本次展览由中国船政文化博
物馆、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联合举
办。展览内容以中山舰的历史发

展为主线，分为“复兴海军 重臣购
舰”“革命军兴 起义讨袁”“南下护
法 反对复辟”“广州蒙难 护卫领
袖”“经历风雨 国共合作”“武汉会

战 血染长江”“昂首起航 建碑铸
魂”七个单元。

事迹展向福州市民展示了福
州与中山舰之间的渊源。抗日战

争期间，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吕
叔奋都是福州人，中山舰电讯官
张嵩龄在武汉保卫战中向海军总
司令部发布最后一份电报“中山
舰与敌遭遇”。1938 年，海军学
校（位于马尾）第六届航海班学
员林鸿炳、陈智海、周福增、康健
乐和轮机班学员陈鸣铮、张奇
骏、张传钊、刘洛源等 8 人一同被
派往中山舰实习，参加了武汉保
卫战。中山舰被日军击沉时，书
记官叶炳中是幸存者，他晚年居
住在福州。

福建船政文化管委会有关负
责人介绍，不只是中山舰，孙中山
也与船政颇有渊源，罗星塔公园有
一座“中山阁”。此阁因纪念孙中
山 1912年来过船政而得名。孙中
山在船政局局长沈希南等陪同下
参观船政局后，留下“船政足为海
军根基”的赞誉。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史料，吸引
群众驻足观看。其中，中山舰首任
舰长林霆亮的侄孙林华格外引人
注目。他在林霆亮的展位前久久
驻足，眼中满是对叔公的敬仰之
情。“叔公林霆亮不仅是中山舰的
首任舰长，也是船政后学堂驾驶班
第十七届毕业生，这些珍贵的文物
史料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家
族荣耀的传承。”林华说。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高晓
星说，中山舰是中国共产党人早
期在海军活动的一个平台，许多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了海
军，并在军舰上开展活动、进行政
治教育。因此，在 4 月 23 日这个
特殊的日子开始展览，不仅是为
了纪念人民海军的诞生，更是为
了缅怀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驱以
及为国捐躯的中山舰抗日英烈，弘
扬他们的爱国精神。

中山舰与福州有何渊源？
到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可一探究竟

让乐读善读
成八闽大地最美风景
（上接1版）

本次活动创新性采用区域联动、实时
互动模式，立体展示各地特色传统优秀文
化资源，深受群众欢迎。“脚步丈量不了的
地方，书可以；眼睛看不了的地方，书可
以。活动让我对读书和家乡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我会好好读书，带动更多人多读
书、读好书。”永泰县第三实验小学学生魏
天宝说。

现场还为福建省“扫黄打非·护苗”工作
站和“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
实践活动优秀代表授牌、颁奖，海峡出版发
行集团向“三泰书香”全民阅读联盟捐赠了
一批图书。

据介绍，世界读书日前后，第十届海峡
读者节、第三届福建新华阅读大会、2024年
新华惠民书展、两岸图书主题展等全民阅读
活动相继开展，秉承“以书为媒”主题，拓展

“图书+艺术”“图书+音乐”等多元形态。此
外，文化名家与读者共读、共听、共享，家庭
亲子“带着书本去旅游”等各种“阅读+”活
动，将极大提升大众深度阅读体验感，让乐
读善读成为八闽大地最美风景。

孙中山与中山舰事迹展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开展。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摄

林下赤松茸 致富主力“菌”
本报记者 叶欣童 通讯员 张凌莎

“穿古装、带孩子，游东关寨
免门票”“参加枇杷节，可同时体
验东关寨古道骑行”……“五一”
将近，福清市一都镇顺势推出文
旅大餐，这桌大餐的主菜依旧是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关寨。

东关寨有何魅力？
3月初，一场东关寨乡村文化

旅游节，让这座288岁古寨堡的最
新保护成果展现在世人眼前。活
动当天，东关寨内热闹非凡，当地
民俗活动“摆宴”、王坑村踏火让
人大开眼界，舞台剧《东关侠客
行》将东关寨的侠义精神展现得
淋漓尽致。

承载丰厚文化的正是保存完
好、古朴自然的东关寨。东关寨
坐东向西，依山势而建，全寨占地
4180㎡，寨体长 76米、宽 55米，呈
中轴对称布局，上下两层共有房
屋99间。

“如此庞大且规整的建筑最
初为防御外敌而建，可同时容纳
2000人，现在成了当地家族团聚
的重要地点。”东山村党支部书记
郑雪英说，东关寨修旧如旧，最大
程度还原古时面貌，让寨堡得以
承载民俗活动、延续乡风。

寨前是广阔的石铺地面，地
面中央设有台阶，历阶而上15级，

再折向东 5级，便步入东关寨内。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精雕细琢的
栏杆、带有精美花纹的窗棂、古朴
厚实的门板。墙体上大大小小的

窟窿，是这座建筑的特色。
“这些窟窿有的是枪孔、注水

孔，有的是用以扶墙的草绳穿过
留下的痕迹。”郑雪英说，数百年
的风雨让东关寨一度损坏，修复
的号角吹响，古寨迎来新生。修
复过程中，尽量使用与古寨原物
相同的材料，工人亦采用传统工
艺，将枪孔、注水孔、跑马道等古
寨特色原貌保留。

东关寨分旧寨和新寨两部
分。新寨于2020年完成修缮并开
放后，福清市政府又投入近千万
元对旧寨进行修复。2022年，一
都镇引进台湾青年林智远的乡创
团队，对旧寨进行活化利用，将其
打造成民宿。

2023年，受台风和山洪影响，
民宿停业整修。一都镇顺势将位
于新旧寨之间的东关书院纳入修
复计划，并交给林智远团队运
营。目前，东关书院已完成木结
构搭建，雏形初现。“未来，我们将
按两岸书院的标准，把这里打造
成两岸融合示范点，同时作为民
宿的配套设施服务游客，预计将
于6月建成投用。”林智远说。

围绕更好打造东关寨旅游品
牌，一都镇还于近日启动云上东
关步道平整工程，预计于5月中旬
开放。整条古驿道采用旧石板铺
筑，长约 1.5 公里，沿线建设有观
景台、茅草亭等设施。步道沿途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遗迹丰

富，自东关寨新寨起，连接旧寨、
畲族村、两岸书院、古榕听涛、古
树公园、枫香竹海等景点，经过起
云台、笔架峰、山生石、流泉涧、马
崖瀑布等景观。

此外，一都镇还购置了名为
“十二星座太空舱”的 12 间露营
房，计划放置于东关寨游客中心
前，供游客过夜使用。目前，项目
正处于用地报批阶段。

“古建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抓手。”一都镇党委书记俞强说，
一都镇将一如既往借鉴东关寨活
化利用经验做法，促进农文旅融
合发展，大力推动乡村休闲游，打
响一都品牌，为乡村振兴寻找更
多空间和出路。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
员 柯抒琳）近日，记者在长乐文武
砂街道山顶村瑞祥农场的种植大
棚内看到，小番茄的藤蔓爬满吊
绳，嫩绿的枝叶间一个个小番茄圆
润饱满、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正
忙着检查滴灌设备、土壤情况，与
到农村实践的学生一起为下一茬
的番茄种植做准备。

今年，瑞祥农场共种植小番茄
60 亩，主要是青霞和龙珠两个品
种，年产值可达180万元左右，年利
润预计达 48万元。“小番茄主要供
给朴朴及周边超市，由于产量高、
质量好，客户评价好、市场需求大，
每天供不应求。”农场负责人满脸
笑意地说。

小番茄受市场欢迎，味道好
和产量大是关键。该负责人告诉

记者，想要实现这两点，除了种植
基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农场
在育苗、栽培灌溉、生产管理等方
面都应用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
方法。

通过滴灌技术让作物“喝饱
水”，是改善小番茄口感的秘诀之
一。“以前人工浇水灌溉耗时长、人
力成本高。”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日他邀请农
业专家来支招。在专家的建议下，
采用滴灌技术实现自流灌溉，水的
利用率可达 95%。“现在拧一下阀
门就可以自动浇水，不仅省时、省
力、省水，小番茄也变得更加‘水
灵’了。”

此外，校企合作也为农场发展
注入新动能。去年底，瑞祥农场与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数据产业

学院签约合作，成为数据产业学院
的实践教育基地。

“一个月会有两三次的研学活
动，在研学过程中，农场经营者会
和师生探讨数字农业技术。”福州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该研学项目负
责人告诉记者，校方希望学生能把
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以农业技
术推动乡村振兴。

经科技加持，小番茄的产量、
品质等都得到提升。“种地不能闭
门造车，哪里有新品种、哪里有新
技术，我们都要了解、都要学习。”
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阶段，
农场将继续以“农业+”为理念，
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探索
成立研学基地、采摘园等，延长产
业链，全力推动长乐农业高质量
发展。

新技术种出好味道
长乐山顶村60亩小番茄长势喜人

集邮文化公益巡回讲座
走进永泰城峰中心小学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 通讯员 岳明灿）
近日，永泰县教育局、县邮政分公司在城峰
中心小学举办“邮票上的名著”集邮文化公
益巡回讲座的首场活动，邀请福州市集邮协
会理事江晓韦为该校三至五年级 1180多名
师生授课。

本次活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现场江晓
韦以“邮票上的名著”为主题，将集邮与经典
名著结合，借助多媒体生动地讲述邮票的发
行历史、种类、要素、意义等，与师生们一起
品读丰富多彩的邮票。随后，江晓韦展示了
中国四大名著系列主题邮票和《安徒生童
话》邮票，为师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集
邮普及课。

公益讲座现场公益讲座现场。。通讯员通讯员 岳明灿摄岳明灿摄

30幅抽象创作
在榕展出

本报讯（记者 朱榕）20日，潘微个人展
“行吟者的视觉志：个体经验的文本重构”在
福州威狮国际艺术中心启幕。本次展览集
中展示了潘微逾30幅当代抽象创作，以文字
和综合材料的运用传达艺术家的个人生命
体验和艺术性表达。

首展当日，观众站在一幅幅作品前，辨
认画面上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尝试“破译”这
些文本背后的意义。现场，潘微和策展人与
观众自由交流，回忆创作经历。

潘微曾在日本留学，1995年开始抽象绘
画创作，长期在日本和欧洲旅居并从事文化
交流事业，是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特聘教
授，闽江学院客座教授。近十年来，潘微多
次往返福州，推动中日两国青年在文化艺术
领域的交流合作。

展览持续至年5月26日。

昔日抵御外敌 今朝开门迎客
——福清一都镇东关寨蝶变记

本报记者 钱嘉宜

▲东关寨乡村文化旅游节上的传统舞龙表演。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青少年在
东关寨内表演武
术。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东关寨乡村文化旅游节的精彩演出引来众多市民围观。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江阴港区实现
建设生产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钱嘉宜 通讯员 钟健）23
日，记者从江阴港城经济区获悉，今年以
来，江阴港区全力以赴抓建设、促发展、畅
流通，实现建设、生产开门红。一季度完成
港航建设投资 14700万元，同比增长 29.4%；
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1131.10万吨，同比增
长21.36%。

据悉，江阴港区持续提速码头泊位建
设，完善航道基础设施配套，针对进度控制、
施工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治理等关键环节，
持续梳理各在建项目存在的症结、堵点，积
极协调解决存在问题。目前，6#、7#、8#、9#
泊位已通过交工验收。

截至 3月底，江阴港区累计完成货物吞
吐量 1131.10万吨，同比增长 21.36%，其中，
集装箱累计完成 53.14 万标箱，同比增长
18.04%，实现企业生产运行稳步向好，港口经
济效益大幅增长。

此外，一季度以来，江阴港区还取得了
一系列亮眼成绩——整车出口同比增长
73.56%、海铁联运同比增长 17.12%、新增直
航越南胡志明港航线、万华码头顺利通过省
级对外验收、8#9#泊位工程第二批全电动设
备顺利上岸落轨、13#A泊位首艘船舶完成
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