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4年6月17日 星期一

■编辑:黄芳宾 美编:林若菡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综合

福州市12345热线轮值
单位领导接听电话通告

（第32期）
经市政府办公厅同意，市直部门、县（市）区、高

新区领导轮值接听12345热线电话活动安排如下：
一、本次接听时间：
2024年 6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9:00~11:00
二、本次轮值单位：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三、本次受理范围：
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贯彻

执行情况；水、气、噪声、固废等污染方面的咨询；环
评审批、验收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四、有关事项：
1.本次轮值接听活动的受理方式是电话接听群

众诉求，不接待现场来访人员。
2.超出本次接听受理范围的诉求，由福州市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按照相关程序接听办理。
3.当日来电的人数可能较多、等待领导接听的时

间可能较长，市民群众也可以选择由话务员接听并
记录，或通过闽政通、e福州APP和12345网站等渠道
方式表达诉求，之后，由福州市 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中心受理交办、督办回复。

热忱欢迎广大市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届时就
上述受理范围的有关事宜，向福州市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进行咨询诉求、提出宝贵意见。

福州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
2024年6月17日

本报讯（记者 严鑫）英雄是
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为大力弘扬
崇高的英雄精神，再现平凡英雄
救援路上的非凡壮举，15日，福州
日报社机关第二党支部携手台屿
农家书屋、“学习强国”福州学习
平台，开展书香榕城读书分享会，
邀请《平凡英雄》作者陈元邦和福
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志愿者
代表，分享救援路上的热血故事。

23年前, 福建省登山协会山
地救援队因习近平同志的一声嘱
托而成立。23年来，他们牢记嘱
托、随时待命、跋山涉水，救助群
众 1500余人。当前，以福建省登
山协会山地救援队工作经历为原
型的院线电影《你是我的英雄》正
在热映；而与影片联动致敬该山
地救援英雄团队的长篇纪实文学
《平凡英雄》，以全景式、立体式的
宏阔图景，带领读者走进这群平
凡的英雄。

“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

队肇始于 2001年元旦，自成立以
来便一直活跃于高难度、高风险、
高技术的山地救援一线。”据省登
山协会会长朱韶明介绍，该救援
队是全国民间山地救援队开展救
援历史最早、救助遇险人数最多
的山地救援队，志愿者来自各行

各业，20 多年来已无偿救援超
1500名迷路遇险的登山者。

队员“因子”是一名职专老
师，6年前通过登山运动结识了救
援队的成员并加入福建省登山协
会山地救援队。“当我听到电话那
头被困者家属带着哭腔的求救

声，见到悬崖峭壁下的被困者看
到我们出现时眼中的那一抹光
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
事。”“因子”说。

记者了解到，在救援队和救
援现场，大家多以网名相称。从
救援队成立之初一直坚守至今的

“天马”、被媒体称为“深山女飞
虎”的“月光”、退役不褪色的老兵

“小廖”、由宝妈变身而来的“旋转
木马”……20多年来，队员已经从
建队之初的 30人，发展到现在的
近150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省文史研
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陈元邦，听闻了这支救援队的事
迹，深受感动的他便找到队员们
聊天接触，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故
事，并以纪实文学
的形式创作了《平
凡英雄》一书，把一
个个救援路上发生
的故事呈现出来。

感人至深的分享，吸引了周
边不少小学学生来到台屿农家书
屋参与分享会，并纷纷向救援队
志愿者行少先队队礼致意。来自
冯宅中心小学六年级的王贤耀
说，他长大后也要做一个在别人
有需要时挺身而出的勇敢的人。

“一本值得读的好书能给人
力量，助人成长。”台屿农家书屋
负责人陈松年说，将充分发挥书
屋作为周围孩子们“第二课堂”的
平台作用，守护好书屋这扇让村
里孩子通向广阔世界的窗。

分享会结束后，活动现场设
置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线下推
广区域热闹起来。工作人员耐心
地教大家如何下载、使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

书香榕城《平凡英雄》读书分享会举行

见证平凡英雄的非凡壮举

坊巷依旧 文脉传新
——鼓楼区大力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本报记者 莫思予 通讯员 彭辉

瞻仰高士其故居，感悟神鸟般
不屈的科学家精神；拜访髹漆全皮
箱制作技艺传承人，发现指尖上传

承不灭的匠心；来到冶山春秋博物
馆，跟随志愿者的讲解读懂 2200 多
年建城史……周末走进鼓楼区，只

见坊巷间，沉淀了历史的记忆，也舒
展着崭新的气象。

漫步三坊七巷，佛跳墙制作技艺、
禅和曲、髹漆全皮箱制作技艺……散
布其间的非遗项目精彩纷呈，升腾着
烟火气与人文味。

提到皮具，很多人会想到欧洲品
牌，其实它也可以很东方。上周末的
省非遗博览苑，福州市非遗髹漆全皮
箱制作技艺传承人何巍的微课堂，刷
新了不少市民游客的认知。

“髹漆意为以漆涂物，髹漆全皮箱
就是刷了大漆的皮箱，曾是福州特有
的民间五大嫁妆之一，这项技艺已有
300多年历史。”何巍说，2010年，他还

在学习西式皮具制作，无意间了解到
传统的髹漆全皮箱，从中看到大漆与
皮料结合的更多可能性。

在髹漆皮具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刘
尔城的倾囊相授下，何巍开启探索皮
具制作工艺的新世界。记者看到，无
论是与LV合作打造的髹漆小羊皮金
属手袋，还是用锦鲤鱼皮开发的团扇、
茶具等新品类，髹漆皮具以别具一格
的肌理感，散发着东方美学气韵。

“非遗传承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时俱
进、回归生活，也需要被更多人了解。”
何巍说，他的专注力几乎都投入在技艺

传承与产品开发中，省市区各部门则给
予了项目展示在公众面前的机会。

位于三坊七巷的鼓楼区文化馆常
态化展示着髹漆皮具等非遗项目，今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还组织
并支持辖区各非遗项目积极参与各类
展示、传习活动。

据介绍，鼓楼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共77项，其中入选国家级1项、省
级19项、市级18项。众多非遗传承人
潜心研究、用心传承，他们的非遗技艺
正被更多人认识，“守艺”实践也迈向
了更远的地方。

鳌峰坊 3号“上年纪”了，是明代
迟清亭旧址，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
奠基人高士其在此出生。这座古厝也
很“年轻”，每一寸空间都被重新利用
起来，常有青少年组队来研学。

高士其故居前后五进，厅堂相抚，
古香古色。故居里，展出各类实物
100余件、图表照片 100多幅，更是一
比一还原高士其写作的场景——在长

期全身瘫痪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
力，执笔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普文章。

高士其故居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福建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不仅是一位科普巨匠成长的见证，也是
一个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要载体。

“在 2006年修缮的基础上，近年
来鼓楼对故居进行了提升改造。展陈
中充实了由高士其后代提供的手稿等

红色文物，科普展区更新电子显微镜
等设备，并推出剧本杀互动。”高士其
故居工作人员吴禹华说，故居面向不
同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大
力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

作为省级文保单位，高士其故居
被悉心照顾着。“每天上午 8 点半就
位，必须先给古厝‘体检’一番才开
馆。”吴禹华除了给游客提供讲解服
务，也负责故居的各项管理工作，7年
如一日“盯”着文物。

对她来说，守护文物是工作，更是情
怀。“每接待一批游客，我都更自豪一分。
传承闽都文化的千年文明，每一项文物
都值得被好好挖掘和保护。”吴禹华说。

2200多年的建城史，在鼓楼区积
淀了丰厚的文化遗存。全区保存有各
级不可移动文物 343个点，其中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06处。

眼下，按照省、市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部署安排，鼓楼区已组建普查队
伍，编制区级普查方案。目前已完成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三坊七巷试点第
一阶段工作，期待更多未被发现的历
史瑰宝重见天日。

“闽，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
一开始是作为地名而被史籍记录
下来……”如果你在周六上午来到
冶山春秋博物馆，为你讲解的可能
是志愿者王舒妤，或是她 12岁的
女儿陈西墨。

王舒妤成为文物志愿讲解员，
是“小手拉大手”的作用。“我家姑
娘先参与三坊七巷、鼓楼区博物馆
的讲解，而我一开始只是陪伴。”王
舒妤说，讲解不是照本宣科，必须
融入自己的理解。为此，她陪着孩
子到实地探寻先人足迹，一点点积
累历史知识，在此过程中决定成为
女儿的“同事”。

“每一次讲解都是一场文化互
动，很有收获。”让王舒妤惊喜的
是，许多市民游客不但听懂了，还

积极讨论，比如就有一对母女热情
邀请她到安徽，探讨徽派建筑与马
鞍墙的关系。

随着福州文旅的出圈，王舒妤
也越发投入，不仅把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希望
孩子们从小树起闽都文化自信。

公众热忱的关注、参与和守
护，恰恰是与文化遗产共同成长的
过程。

鼓楼区连年组织开展文物志
愿者讲解服务。今年，鼓楼区在三
坊七巷招募 435名志愿讲解员，经

过专业讲解员授课后，已深入 20
处院落讲述古厝故事。同时，在街
区外围组织志愿者以轮班形式提
供旅游咨询、文明劝导等服务。

探索创新文物建筑守护认领
的保护模式方面，鼓楼已组建全市
首支文物保护志愿服务总队。今
年还持续举办“听鼓楼·说古厝
——鳌峰文史沙龙系列活动”，加
强文物志愿者交流培训，培养年轻
一代的文史兴趣，让城市的历史文
脉、古城风貌、城市记忆更好地赓
续和传承。

文化共建 薪火共传

白墙黛瓦、飞檐翘角、马鞍墙高
耸，仲夏时节，走进福州三坊七巷宫
巷 11号福建华侨主题馆，这里正在
举办“丹心绘梦——华侨故事连环
画系列展”，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
参观。

“欢迎大家来到福建华侨主题
馆，感受华侨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
代精神。”16日，讲解员高燕洁带领
游客，透过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个个
感人故事，追忆福建华侨充满热血
的拼搏历史。

在展馆第一进天井，一幅硕大
的“侨”字红色漆画作品映入眼
帘，连廊墙上陈列着陈嘉庚、黄乃

裳、黄仲咸、陈振龙等华侨故事。
二进院子两侧的墙面，是汇聚五
大洲近 300 个闽籍华侨华人社团
名称和会标的“联谊墙”，记录着
闽籍侨胞在世界各地拼搏奋斗的
足迹。

在后院展厅，设有刘冠雄生平
事迹展。提起刘冠雄，大家应不陌
生，其早年学习船政，光绪十二年
（1886年）被官派赴英国学习，光绪
二十年（1894年）参加甲午战争。北
洋政府时期，其曾任海军总长、交通
总长、教育总长等职。

福州是船政文化发祥地，其在
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地位独特。作

为中国近代海防、海军的萌芽以
及壮大的见证地，仅福州就诞生
了众多海军名将以及数以万计的
水兵。而以刘冠雄为代表的刘氏
四兄弟，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功
勋卓著。

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刘冠雄故
居，占地1300多平方米，由主院和花
厅园林组成，清光绪、民国时期重
修，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
三坊七巷保存完好、极具代表性的
历史建筑之一。100多年来，这座古
宅历经风雨，诉说着院中主人的历
史沉浮与光辉事迹。如今，经过岁
月洗礼，重新修缮后，刘冠雄故居旧

貌复原并活化利用，成为福建华侨
主题馆，这是三坊七巷唯一宣传华
侨文化的重要场所，颇具开放性和
公益性。展馆主要由固定展区、流
动展区、华文教育课堂、“嘉庚书架”
等组成。

“古宅被活化利用后，福建华侨
主题馆设有福建侨史、华侨精神展
示、百国百侨百物展等固定展览及

定期举办的展览。”福建华侨主题馆
负责人林遵说，省侨联还在此开辟
了海外青少年华文教育课堂、涉侨
刊物图书角、海外中餐文化展示厅
等，拓展福建华侨历史、人文、教育
内涵，努力将之打造成为华侨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福建海外侨胞的精
神家园，让更多的人听见、看见侨胞
故事。

“城里三山古越都，楼

台相望跨蓬壶。”作为历史

文化名城，闽都福州白墙黛

瓦的坊巷，古意盎然的历史

文化街区，默默诉说着过去

的辉煌与沧桑。今起，我们

开设“坊巷春秋”专栏，让我

们一同穿越时空，聆听坊巷

间流传的古老故事，触摸历

史文化街区的韵味与魅力，

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而生

的新活力，呈现更加丰富多

彩的坊巷春秋。

探访宫巷刘冠雄故居——

寻觅侨胞足迹 体悟时代精神
本报记者 赖志昌

开栏的话

文物无言 一眼千年

古技新生“遗”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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