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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地铁线路今起调整
缩短行车间隔或延长服务时间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通讯员 黄伟清）今
日起，福州地铁4号线、5号线缩短行车间隔，
6号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

4号线：工作日高峰时段（7:00~9:00、17:
00~19:00）、周末休息日及法定假日晚间时段
（17:00~19:00）行车间隔缩短至 5分 30秒；工
作日非高峰时段、周末休息日及法定假日其
他时段行车间隔缩短至6分50秒。

5号线：工作日高峰时段（7:00~9:00、17:
00~19:00）行车间隔缩短至6分50秒；工作日
非高峰时段、周末休息日及法定假日全天行
车间隔缩短至7分50秒。

6号线：运营服务时间延长30分钟，末班
车始发时间调整至22:30，行车间隔暂保持不
变。

福建省《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主题日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昨日上午，福建
省《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主题日活动在长
乐区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举
行。今年活动主题是“坚持预防为主、守护
职业健康”。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播放宣传短片、
悬挂宣传标语、发放资料、提供咨询、开展义
诊、免费健康检查和趣味打卡等，向劳动者
宣传《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知识和法律法
规，引导社会群众更准确地了解职业病危
害，树立职业健康保护意识。

据介绍，《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期间，
全省将通过开展系列活动普及职业病防治
和职业健康知识，倡导和动员全社会共同关
注劳动者职业健康，动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作
的责任，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职业健康的
浓厚氛围。

56名邮政快递从业人员
就读学历提升专班

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 通讯员 陈遂益）
昨日下午，福州市邮政快递从业人员学历提
升专班开学典礼在福建开放大学左海校区
举行。专班由福州市邮政管理局、福州市总
工会主办，福建开放大学承办，共招收 56名
学员。福州市总工会还为学员提供最高
3000元的求学圆梦助学金。

据了解，学校将根据学员特点和实际需
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提升邮政快递
从业人员综合素养。“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
们提供此次学习机会！”邮政速递物流公司
闽侯分公司客户经理邓邦冰听说举办学历
提升专班的消息后，报读了物流管理专科。
邓邦冰在快递行业工作已有14年，虽在工作
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受学历限制，时常感
觉自己的知识无法满足需求，“希望我们都
能在就读期间收获知识，提升才干”。

23日，闽侯县白沙湾图书馆
管理员林岳铿，在昆明参加了第
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并发言。24日
晚回到福州稍作休整。25日一大
早，他就扎进位于白沙镇马坑村
的图书馆。“常有人来借书，一天
也放心不下。”59岁的林岳铿说。

白沙湾图书馆是建在农民家
门口的图书馆。从图书馆的窗子
看出去，橄榄园、脐橙园、菜地近
在咫尺。走进图书馆，契合村民
阅读需求的“农业技术”“医疗健
康”“文学艺术”“乡土文化”书籍
整齐排列。

作为镇上第一家公益图书
馆，白沙湾图书馆很受欢迎。“图
书馆开馆时，门槛都要被踏破
了。”林岳铿告诉记者，白沙湾图
书馆一直是免费开放的，每天不
到早上 6时就开门，晚上 10时闭
馆。闭馆时，只要还有人在看书，
管理员就会“加班”，等读者走了
才关门。

中午和下午，是中小学生最
多的时候，也不能关门午休。林
岳铿就和家里人轮流值班，一边
为中小学生提供借阅登记服务，
一边提供烧水等配套服务。

白沙湾图书馆源起林岳铿的
父亲林礼兴老人。林礼兴在村里
当了 20年的会计，看到村民经常
吃没文化的亏，便想办一间农家书

屋，方便乡亲们阅读。
2011年 4月 14日是林礼兴的

72岁生日。全家准备为他过生日
时，老人说最大的心愿是在生日
那天迎来白沙湾图书馆的开张。

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林岳
铿和儿子陪林礼兴一起到福州采
购了许多实用图书。老人生日当
天，给全村村民送了一份大礼

——一个拥有2000多册藏书的公
益图书馆。3年后，林礼兴去世。

13年来，在林礼兴一家三代
人的不懈努力下，白沙湾图书馆
从无到有，从创办之初仅有 20多
平方米、2000多册藏书的小书屋，
发展到如今面积达300多平方米、
拥有各类藏书3万多册的“文化粮
仓”。

“馆长，我找的书到了没？”昨
天上午 9 时许，村民陈美芳走进
图书馆后，径直向林岳铿放置预
约图书的位置走去，找到《柑橘病
虫害绿色防控彩色图谱》翻看起
来。

陈美芳是书店的常客。几年
前的一天，她家的数千株脐橙出
现病害。白沙湾图书馆帮她找到

相关的果树病害防治书籍，她参
照书中的方法对症治疗，及时挽
回了损失。多年来，陈美芳靠着
自己的勤劳和从书中学到的知
识，成为打理300多亩果园的脐橙
种植大户。

图书馆成为村民的“农业知识
加油站”，一发现农作物出现问题，
他们常背着喷药箱、打着赤脚就来
到书店咨询。随着图书馆的名气
越来越大，除了马坑村村民，周边
很多建筑工人也来看书、借书。小
小的农家书屋给周边三四个村的
近万人送去知识与陪伴。

一个小小的乡村图书馆，承
载着三代人对书香的坚守。

如今，林岳铿 34岁的儿子带
着妻子加入图书馆管理员队伍，
越来越多的村民和附近的大学生
来图书馆做志愿者，爱心人士、企
事业单位也纷纷捐来书籍、书架。

“有幸参加国家级的盛会，是
荣誉更是责任。文化要繁荣，国
家要强盛，民族要复兴，都离不开
读书带来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力
量。”刚刚代表福建省参加第三届
全民阅读大会的林岳铿深感重任
在肩。林岳铿说，自己将继续与
家人一起为乡村阅读推广工作发
光发热，把公益图书馆办成乡村
孩子们的学习乐园、村民的精神
家园。

4月 24日，第三届全民阅读
大会·年度最美书店发布活动在
昆明举行，全国 53 家书店获评

“年度最美书店”，鹿森书店作为
福州本年度唯一一家民营书店
上榜。前不久，鹿森书店还获评
2023 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网络人
气奖。鹿森书店究竟美在那
里？昨日，记者来到位于上下杭
的鹿森书店一探究竟。

走过台江三通桥，沿着三捷
河河岸走几十米，可看到一栋精
致的二层小楼，这就是“网红打
卡地”鹿森书店。进入书店，在
轻柔舒缓的纯音乐里，读者静享
阅读时光。年轻的读者从一楼
的书墙里取出一本杂志，点上一
杯咖啡阅读，年长的读者直奔二
楼，拿起闽都文化陈列架里的书
籍读得津津有味。

位于上下杭的鹿森书店，成
立于2017年6月，巧妙融合图书、
文创、餐饮、文化活动，构建了一
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

“内外兼修”的鹿森书店，外
在的是高颜值，吸引不少市民游
客前来打卡，但更能留住读者的
是便捷、舒适和丰富的体验。

鹿森书店主理人何鹏介绍，

为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书店
在 2023年下半年进行了内部格
局的精心调整与修缮。在保持
原有格调和色彩的基础上，书店
增加了图书橱窗展示和出入口，
提升了空间的利用率和游客的
停留率。

一楼增设了一间影音活动
空间，可开展二三十人参加的
小型活动；二楼的多功能区面
积扩大 50%，增加了 30%的书
架，活动场地容纳人数较改造
前增长了 30%，并增设了两个独
立阅读室，为书友们提供更为
舒适、私密的阅读空间。同时，
台江区图书馆在店内设立的

“图书借阅室”为市民提供便捷
的借阅服务。

何鹏说，自开业以来，鹿森
书店已成功举办数百场大型文
化及本土人文相关活动，如孙绍
振教授四大名著系列讲座，单场
活动线上线下累计参加者达 20
万人次，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
在书店举办了获奖图书《主角》
分享会等。目前，书店粉丝群体
有近万人，每年有近10万人次到
店。

此外，书店还设立了“双杭
大讲坛”等专题文化项目，汇聚
了卢美松、林焱、林山、程章灿
等文学名家和本土文化专家，
向读者分享他们的智慧与见
解，让闽都文化在更广的范围
内传播并深入人心。书店还注
重儿童阅读活动，定期举办亲
子课堂，为孩子们的阅读之旅
增添色彩。

春日清晨，位于鼓楼区八一
七北路的福书轩内，读者在百福
门、幸福大道、福艺舞台之间进
出。喜庆的“福”字与淡淡墨香交
织，令人心驰神往。这里是全国
第一家福文化书店。

24日，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
年度最美书店发布活动在云南举
行，福建新华发行集团福文化主
题书店——福书轩获评“年度最
美书店”。

遥望福书轩，它的颜值就足
以惊艳众人。

从福书轩入口开始，拱门和吊
顶上方上万个“福”字，一下子就让人
体会到“抬头见福”“福字当头”。百
福门上，集纳历代不同形态的“福”
字，是吸睛点之一。幸福大道、福味
区、诵福台等空间，构造出福书轩一
步一福、步步生福的美好意境。福
书轩店长陈昌树介绍，全店共有30
处“福”主题打卡点，深受市民游客欢
迎。“这份美，既有历史底蕴的传统
美，也有现代时尚的艺术美。”

书店强化服务社区理念，与
周边的军门社区共同打造幸福广
场，让书与人、书与景、景与人融
合，读者可以感受到“巷南巷北读
书声”所传达的书香意境。

书店之美，更美在文化。福
书轩2023年3月开业，是一家集福
图书、福文创、福滋味、福工艺、福
文艺、福文旅于一体的复合型书
店。书店以“福”文化传播为内
核，精选全国福文化主题图书1万
余册，是“福”文化主题图书最为

齐全的书店。
开业以来，福书轩积极对外宣

传展示“福”文化，在菲律宾书展、
上海书展、广州南国书香节、第二
届福品博览会等国内外文化宣传
展会上都能看到福书轩的身影。

对市民游客来说，书店之美，
还在于“用心”。读者凯哥是福书
轩的忠实粉丝，每隔一段时间，他
都要来店里“扫货”，书店里多达
3000余种的“福”文化文创品，是
他的心头好。

“我们还与寿山石雕非遗传承
人郑幼林、漳浦剪纸非遗传承人陈
艺敏、髹漆手艺人何巍、漆艺家陈
兆云等合作，为书店的文创增添文
化内涵。”陈昌树说。

书店内，还有各类“福”文化特
色的名特优饮食产品，如“福丸”

“福饼”“福茶”等，让来福书轩的顾
客，都能感受到舌尖上的幸福滋
味。书店定期举办体现“福”文化
的小型话剧、地方戏剧、音乐、舞
蹈、曲艺等展演，并开展各类“福文
化”非遗项目读者体验活动。

开业运营一年来，福书轩紧
紧围绕打造幸福阅读空间，以满
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首要任
务，举办了宣传推广活动近 300
场。

近日，福书轩成为新一批福州
阅读联盟成员，为推动全民阅读贡
献力量。如今，福书轩已经逐步发
展成为福建文化旅游新品牌、全国

“福”文化传播打卡地，获得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

秘密通道历烽火 红色血脉亘今昔
长乐克凤村积极做好红色文化和湿地保护文章

本报记者 叶欣童 通讯员 黄金彪

鹿森书店：市民阅读新空间
本报记者 燕晓

福书轩：有“福”的样子很美
本报记者 林榕昇

游客参观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游客参观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鹿森书店举办儿童阅读活动鹿森书店举办儿童阅读活动。（。（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小朋友在白沙湾图书馆挑选书籍小朋友在白沙湾图书馆挑选书籍。。通讯员通讯员 林龙锦摄林龙锦摄

水草茵茵，成群的鸟儿展翅掠过
水面，留下串串涟漪。在革命老区
村长乐区潭头镇克凤村，人与自然
相得益彰，望得见潮涨潮落，听得见
鸟叫虫鸣。近年来通过做好红色文
化和湿地保护两篇文章，克凤村迎
来美丽蝶变。

昔日交通站 获得保护提升
克凤村旧称过透村，曾是福州地

区红军游击队转运人员和物资的枢
纽，村内至今存有一处红色革命旧址
——厚福地下交通站。

走进厚福地下交通站旧址，红色
气息扑面而来。克凤村党委副书记
林盈介绍，1933 年 5 月，为解决部队
的给养与枪械供给问题，连江红军游
击第一支队派谢四妹、陈灼司到长乐
厚福乡过透村找到当地船工林迟迟
秘密开辟海上交通线。同年 9月，在
林迟迟家中成立“厚福交通站”，并在

兰田、古槐、青兰圃、凤岗里设立接头
点，担负起为闽东红军输送枪支弹
药、给养和接送过境革命同志的任
务。

1936年 2月，厚福交通站及其党
组织不幸遭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林迟迟回乡利用原有的旧
砖瓦将它修复。如今的交通站遗址，
就是在此基础保护提升而来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红色文化
依旧在这个小渔村传承、创新，生成
华章。近年来，克凤村深入挖掘各类
红色资源，讲好老区革命故事，让红
色基因“活起来、立起来、留下来”。

退养还湿 百鸟翔集海畔小村
作为沿海村庄，克凤村村民世代

以“讨小海”为生，在浅海滩涂上捕捉
海产与养殖，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
段。近年来，伴随着闽江河口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以及珍稀

鸟类保护等工作的开展，克凤村掀起
“退养还湿”热潮。

村民林发金是克凤村第一个退
养户。“2014年以前，我曾和朋友合伙
在闽江河口湿地经营鱼塘。当时湿
地的环境令人担忧，闽江河口国家湿
地公园管委会加大湿地保护力度，退
养还湿的举措铺开。我理解国家政
策，就全力配合支持。”林发金说，退
养还湿后，朋友们都转行去外地办工
厂，他选择留下，成为闽江河口湿地
管护员的带头人。

现在，林发金每天都会在湿地保
护区巡查，防止有人偷猎、惊扰鸟
类，并监测和记录辖区内动植物的
生长情况，给生态鸟岛调节水位，让
不同水鸟在高潮位时有舒服的栖息
环境。

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如
今退养区内一年四季雁鸭成群、鸻鹬
纷飞、鹭群翔集，黑脸琵鹭、反嘴鹬等

十几种珍稀鸟类成了常客。

完善配套 提升景区吸引力
湿地重生、环境复绿、爱鸟人

士往来不绝……如今行走在克凤

村，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缓缓打开，海畔小村迎来了发展的
新机遇。

去年 11 月，位于克凤村的闽江
河口湿地博物馆进行外立面改造和

展馆装饰提升，这是博物馆自落地
以来的第四次提升工程。为了让参
观者更好地了解闽江河口湿地的生
态故事，博物馆引入透明数字屏、超
大 U 形屏、裸眼 3D 大屏幕、下沉式
全域数字沙盘等多媒体技术，让游
客可以沉浸式地体验湿地的生态之
美。每逢节假，前来博物馆参观的
游客络绎不绝。

“除了博物馆，湿地保护区外围
海域建成了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
园，一方面为保护区提供缓冲作用，
另一方面也为周边村庄带来客流。”
林盈说，目前克凤村正在积极发展
民宿、观鸟、餐饮等产业，满足游客
需求。

后续，克凤村将继续发挥革命老
区红色富矿优势，将“红”“绿”资源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有效整合湿地资
源、农业生产空间、游客吃住空间等，
提升景区吸引力。

放心农资进乡村宣传
走进闽侯白沙
百余名柑橘种植大户到场观摩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 通讯员 刘洪娜
郑泓）昨日上午，“放心农资进乡村，稳产保供
促振兴”2024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
在闽侯县白沙镇马坑村举办，农资企业、农业
专家、果蔬种植户约150人参加活动。

现场，农业专家、农技人员在咨询点，向
种植户讲解农资识假辨假常识等，帮农民朋
友切实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当天共有 100余名柑橘种植大户来到现
场观摩，辐射周边 6000多亩柑橘种植田。活
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余份，向农民群众赠
送化肥、农药280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