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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岭邮局盖下邮戳，将今
日记忆定格；在宜夏村种下友谊
树，许下美好愿望……昨日，在中
美两国青年寻宝活动中，两国青
年徜徉在鼓岭的山水间，带着惊
喜与感动，在一个个见证百年前
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地标前驻
足、聆听，感受鼓岭故事生生不息
的脉动。

行走在古色古香的青石板路
上，两国青年的热情，如同炎热的
天气般丝毫不减，他们一边寻找
打卡点，一边与路过的美景合影
留念。

“这栋房子曾经是居民楼
吗？”“百年游泳池过去是如何清
洗的？”首次来福州的米歇尔对鼓
岭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一个个疑
问接连抛出，又从身旁的志愿者
口中得到耐心而友好的回应。

米歇尔是来自美国华盛顿特
区的华裔青年，在此趟旅程中，她
选择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鼓岭邮
局，把盖有鼓岭邮戳的明信片寄
给亲朋好友们。“这些都是美好的
回忆，我希望能将这份中美人民
的友谊传递下去。”她说。

在万国公益社打卡点，记者
见到了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北
京大学留学生格拉·皮耶罗·安杰
洛，他正向同伴展示自己的集章

护照。“我已经在8个地方打卡了，
也欣赏到很多美景。”皮耶罗告诉
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来福州，在大
巴上就结识了十多个新朋友。“我
很期待之后的旅程，相信一定会
不虚此行。”他说。

“像回家一样”，是此次鼓岭

“寻宝之旅”给美国艾奥瓦大学学
生安娜·皮奇的印象。柳杉王公
园外，小路旁盛开的各色绣球花
吸引着她。“我家里也种了一些绣
球花，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看到，感
觉非常亲切。”

在来福州之前，安娜对这里

知之甚少，鼓岭浓郁的文化气息
和历史氛围让她深受感染。“这
次活动为中美青年搭建了很好
的交流平台，我们会保持联系，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福州玩。”
安娜说。

千年柳杉生生不息，见证绵

绵不绝的鼓岭情缘。在宜夏村中
美友谊林，两国青年拿起铁铲和
水桶，一起种下属于他们这一代
的友谊树，续写鼓岭缘。

美国人杰克和女儿种下一棵
象征着热情的红枫。杰克还手把
手教女儿用汉字写下“中美友谊，
万事如意”8个字。

“种树是非常美好的象征，在
我的家乡，我们经常这样做。我
的外公在我母亲出生时就种了一
棵树。”盘着“道士头”的杰克是中
国传统文化爱好者，这次他特地
带着女儿来鼓岭，让她了解鼓岭
的美好故事，也希望中美两国的
友谊能够代代相传。

“我们就叫它 KooTree 吧！”
“哦！KooTree！KooTree！”美国
青年苏兰和同伴们为刚刚种下
的深山含笑树取了一个名字。
他们说，“Koo”是 Kuliang（鼓岭）
和 Cool（凉爽）的结合。“在炎热
的夏天，在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
方，种下一棵树，等它长大后，就
能为大家带来清凉。这真是一
件 浪 漫 的 事 情 ！ 我 们 真 是 天
才！”小伙子们难掩兴奋，在树前
合影留念，并写下美好的愿望：
KooTree，希望 5 年后，我能和朋
友们再见到你，并享受着和平、
繁荣、安全与自由。

本报讯（见习记者 傅亦静 记者 唐蔚嫱）
24日，榕台长青乐活展演交流活动在鼓楼区
鼓东街道树兜幸福里举行。台湾爱乐艺术坊
发展协会的 28名台胞跨越海峡来到福州开
展老年文艺交流展演。活动由鼓楼区委老干
部局、区委台办主办。

活动伊始，十几位“老福州”以热情澎湃
的印尼舞拉开序幕。随后，台湾爱乐艺术坊
发展协会的朋友们献上舞蹈《歌飘山水间》
《健康王子》，他们身穿特色服饰，舞动身姿，
展示着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在音乐游戏环
节中，两岸同胞围成一圈，携手共舞，将气氛
推向高潮。

68岁的台胞叶祥铿在台湾是一名广场舞
老师，此次来福州前还特地在网上学习了大
陆的广场舞。“昨晚我去西湖公园逛了一圈，
看见好多老人在跳广场舞，好热闹，我也忍不
住加入跳了两场。”叶祥铿告诉记者，此次来
福州，他带着相机一路上“咔嚓”个不停，留下
了许多福州美照。

活动期间，两岸老年朋友们还一同参观
体验了树兜长者食堂·学堂。80岁的台胞钟
新金禁不住赞道：“这里服务好、环境优，饭菜
便宜又好吃，生活在福州的老人真是太幸福
了！”

短短几天的福州行，大家体会最深的是
海峡两岸心手相连的情谊。“此次来参加活动
的老人年龄在60岁至80岁之间，榕台长青乐
活展演交流活动为两岸关系增强了活力，拓
展了空间。两岸老人一见如故，通过文化交
流与互动，加深了两岸同胞的情感。”台湾爱
乐艺术坊发展协会理事长罗晓琪表示，希望
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能常态化，让两岸老年
人越走越亲、越走越近。

社科普及活动
话说台江文化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2024年“闽
都文化”社科普及宣传系列活动之“闽都文化
名家讲”专场暨“双杭大讲堂”活动在上下杭鹿
森书店举办。活动邀请了闽都文化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林山开展《话说台江文化》主题讲座。

讲座内容穿越古今，从闽江文化到台江
码头文化，从台江商贾文化到古厝文化，从陈
靖姑、陈文龙等民间信俗到没牙伯花生汤、达
道牛滑等台江美食，全景式阐述了台江辖区
内的各种文化形态，让在场听众对台江文化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两岸同心 共建家园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江超云）

24日，16名台湾桃园中坜乡亲来到马尾新港
社区，参加以“两岸同心 共建家园”为主题的
榕台社区治理基层交流活动。

在新港社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
园的孩子们为中坜乡亲戴上香气馥郁的茉莉
花环，并表演童谣情景剧《月亮桥》。社区群
众带来舞蹈《幸福中国一起走》、越剧《相遇》
等表演，现场还有非遗漆扇体验等活动。

中坜乡亲一行还参观了新港社区老年日
照中心、新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并与
马尾区民政局、新港社区、君山社区、培英社
区、旺岐社区、滨江社区等工作人员座谈，围
绕社区居家养老、文娱生活等进行交流和探
讨。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榕台老人共聚一堂
乐活展演交流情谊

两岸同胞同跳一支舞两岸同胞同跳一支舞。。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傅亦静摄傅亦静摄

让鼓岭重新连接世界
——记中国首个外侨影像寻根系统“鼓岭家·谱”

本报记者 燕晓

探寻鼓岭故事 续写美好情谊
——中美青年寻宝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冯雪珠 陈君沂

“洋武松”的中国助手
本报记者 朱榕

随着 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
年交流周活动启动，这几日，鼓岭
又迎来了不少新老朋友。昨晚，在
福州国际人才港鼓岭基地暨福州
城投鼓岭景澜酒店，一场热闹的欢
迎招待会上，中美青年畅叙情谊，
更让暖意集聚。

清风薄雾柳杉，古厝洋房人
家。又是一年避暑时节，“鼓岭之
友”从各地如约而至。坐落于一片
绿意中的福州城投鼓岭景澜酒店，
成为他们不期而遇的惊喜。

闽菜、特色小吃、西餐、乐队
……除了美食与音乐陪伴，在酒店
内，可“日观山间云海，夜瞰福州灯
火”，中美青年沉醉其中。随处可
见的贴心布置，更用心营造了“回
家”的感觉。

“酒店原来是鼓岭的工商培训
中心，占地 14 亩，经全面改造装
修，去年 7月 18日营业，是鼓岭景
区品质最佳的酒店。”福州城投集

团所属建发集团该酒店相关负责
人介绍。

围绕“缘起鼓岭，源起鼓岭”理
念，酒店的设计中融入西方建筑要
素，体现融合交流的精神。西式建
筑语言“拱圈”“柱廊”被串联在建
筑中，让美国青年有亲切感。此
外，酒店建筑整体采用圆润的形
体，连绵的曲线，象征着中美友谊
如丝带般绵长。

除了高颜值，作为“福州国际
人才港鼓岭基地”，聚焦打造高端
人才汇聚之地的目标，酒店在设计
理念上围绕“自惭不是梧桐树，安
得朝阳鸣凤来”主题，以“鸾翔邸”

“朝凤轩”“梧桐居”等命名的不同
区域，深耕人才文化，打造人才港
湾。

为塑造国际人才港专属品牌，
酒店更引进国内头部酒店品牌合
作管理，依托专业管理体系、管理
模型和团队，打造星级酒店式人才

服务站。开业运营一年多来，这里
已成为鼓岭新坐标和国际人才港
服务标杆。

据了解，作为此次活动的指定
接待酒店之一，福州城投鼓岭景澜
酒店在上级指导下，成立了专项服
务保障工作小组，制定了专项接待
工作保障方案，从住宿、用餐、食品
安全、设备检修等各方面逐项部
署，让热情周到、务实高效、细致入
微的服务保障始终如一，圆满完成
此次接待任务。

“此次交流周活动，是对酒店
品质和服务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
酒店发展的新起点。希望鼓岭能
被更多中外游客所喜爱，给他们留
下更多美好回忆，让鼓岭情缘更深
更浓。”福州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酒店将
继续做好服务，久久为功，持续擦
亮服务品牌底色，为福州建设现代
化国际城市贡献城投力量。

贴心服务营造“回家”感觉
福州城投集团护航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活动

本报记者 孙漫

中美青年在福州城投鼓岭景澜酒店欢聚中美青年在福州城投鼓岭景澜酒店欢聚。。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原浩摄原浩摄

中美青年在活动中热烈交流。本报记者 原浩摄

在鼓岭居民中，一直流传着
“洋武松”柯志仁打虎的传说。
柯志仁是美国传教士，曾任福清
培元书院（福清三中前身）校长，
同时也是鼓岭打虎队的队长，但
鲜有人知的是，他还有一个助手
黄达达，也是出色的猎手。在 23
日的鼓岭故事分享会上，柯志仁
的外孙女毕乐华分享了“达达
哥”的故事，并展示了这名年轻
猎手的3张照片。

“我的外公1901年第一次来
到中国，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传
教士，他对自然非常感兴趣，给
美国博物馆带回了数以千计的
标本。”毕乐华回忆称，外祖父精
力充沛，他传教、办学、狩猎、摄
影、写书，在福清度过了生命中
最有活力的40年，留下了许多故
事。其中最传奇的莫过于帮鼓
岭山民打虎除害。

20世纪初，鼓岭常有老虎、

豹子、野猪等猛兽出没，村民没
有猎枪，遇到老虎只能望风而
逃。毕乐华记得，当年在离他们
住所不到 5公里的地方，就发生
了一起老虎吃人事件，一名 8岁
女童不幸被老虎吃掉。柯志仁
雇佣了一名福清厨师黄达达给
他们办事。黄达达勇敢、诚实，
赢得了柯志仁的信任，也成为打
虎队的助手，他们在鼓岭至少打
死了30多只老虎。

后来，柯志仁以在福建猎虎
的经历写了一本《蓝虎》，书中也
提到了和达达猎杀老虎的经
历。而当年打虎队在顺利捕获
归来时，经常合影留念，毕乐华
出示了多张家族照片，其中都有
达达的身影。他穿着普通褂衫，
手持猎枪，和自己的猎物合影。

毕乐华说，“达达哥”的贡献
值得被记住。“和平、合作远比竞
争重要得多。”她说。

柯志仁（左
一）和 黄 达 达
（右一）等人打
虎归来。

（柏龄威家
族供图）

◀林轶南介
绍“鼓岭家·谱”系
统。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在23日的“鼓岭故事”分享会
上，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轶南
介绍了中国首个基于影像的外侨
寻根系统——“鼓岭家·谱”系
统。它有什么意义呢？林轶南举
了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
效良的例子。

张效良是谁？他和“鼓岭故
事”有什么联系？

打开系统，输入“张效良”，记
录他一生不同时段的照片出现在
大屏上。

点开“1917年”的标签，是一
张篮球队合照。“存入这张照片的
时候我还不知道主人公的名字，
我只知道这支篮球队在1917年福
州格致书院的一场篮球赛上拿了
冠军，所以我将图片标注为‘1917
年篮球队’。”林轶南介绍，他看到
照片中许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但具体身份不明，只能用代号表
示。他认出了嘉有利，是球队教
练，也是福州格致书院（格致中学
前身）的美籍教师。

几年前，林轶南在登录福农
网站时，随意抽取了一些图片录
入系统，其中就包括校长张效
良。当时张效良已经是一位老人
了，没想到系统通过自动识别，显
示他与“1917年篮球队”照片中的
一名青年是同一个人。老相片已
经泛黄模糊，人的面貌也苍老了
许多，但在机器强大的识别能力

下，张效良的青年时代浮现出
来。照片上，他朝气蓬勃，长年运
动的身材非常健壮。

源自不同家族的肖像在数字
赋能下，建立了联系，也还原了一个
人的朋友圈和人生轨迹——彼时，
张效良和嘉有利曾同属格致书院
篮球队，他后来成为继柏龄威之后
执掌协和职校的第一任中国校长，
他也在鼓岭的朋友圈内。

像这样通过数字抓取到的缘
分还有很多，来自华南女院的老
照片将程吕底亚、柯志仁等许多
鼓岭家庭联系在一起，福清三中
的老校长薛永香在柯志仁后继任
校长，被父母抱在怀里的“英”和

“华”……通过数字赋能影像，见

证了跨越时间的友谊，让林轶南
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一个人的亲友关系构成了朋
友圈，一群人的朋友圈，就是一个
鼓岭社群。林轶南说，“将在岁月
中失去联系的‘鼓岭缘’重新建立
联系，这是一张非常大的社会关
系网，可以跨越太平洋，甚至联系
整个地球”。

“我们一生最多能同时记住
500个人，但在计算机的世界里，
不要说 500 人，就是 50 万也会被
记住。只要他们同时出现在一张
照片里，就能汇聚在一个网络
上。”林轶南说，这就是他研究“鼓
岭家·谱”寻根系统的意义，让“鼓
岭重新连接世界”。

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党组会议
（上接1版）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好“头雁”作
用，履行好“一岗双责”，注重抓在日常、严在
经常，带头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将
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推动市人大常委
会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要把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
委的决策部署结合起来，改进作风、担当作
为，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海丝
核心区、福州都市圈建设等市委中心工作，扎
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切实将学习
教育的成果转化为遵规守纪、履职尽责、干事
创业的实际成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
市作出人大应有的贡献。

▲扫码了解
更多鼓岭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