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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日前，由闽侯县闽剧艺术传
承发展中心选送的闽剧《侯官女
人》获第 29届福建省戏剧会演优
秀剧目奖（剧目一等奖）。这是本
届艺术节中含金量最高的奖项之
一，也创下了闽侯县在这个全省
最高规格、最高水平艺术盛会戏
剧组中最好成绩。

闽剧发源于闽中十邑，是现
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
戏曲剧种。据说始创于明末学
者、侯官人曹学佺，其后 400年间
薪火相传。鼎盛时期，闽剧不但
观者如云，戏迷的年龄更是跨越
了老中青三代。

作为闽剧的起源地之一，闽
侯县闽剧文化底蕴深厚，涌现出
了林芝芳、黄铭卿、程道旺等众多
闽剧表演艺术家。“充满‘虾油味’
的文化土壤、老一辈闽剧人的坚
守、年轻力量的注入及一代代的
接续奋斗，这些都是闽剧能够传
承不绝，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
原因。”县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
主任何官说。

新演员——
古老剧种后继有人

日前，在闽侯县文化中心的小
剧场内，国家一级演员、闽剧非遗
传承人刘春玉给学生上课。她一
开嗓，就引得台上台下一片喝彩。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
人’。戏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守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这一
瑰宝是我们闽剧人的使命。”刚走
下戏台的刘春玉对记者说。

戏龄近30年的刘春玉，出生、
成长于闽侯闽剧艺术的辉煌时
期，自小就对闽剧舞台充满憧
憬。长大后，她投身梨园，16岁学
戏，18岁登台，30岁主演的《红豆
缘》一举夺得第十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入选戏剧奖。那
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闽侯
县闽剧的高光时刻。

“以前我和师父学戏，要三年
出师，为了打好基础，再苦再累都

要咬牙坚持。现在，政府十分支
持闽剧非遗传承，省、市艺校都有
专门的闽剧班，有志于此的孩子
在校园内有更充裕的时间打基
础，资金、器材、锻炼机会一个不
缺。”刘春玉说，为此她常常说，学
生们赶上了好时候。

新观众——
闽剧扎根社区校园

对艺术的追求，源于兴趣。
在白沙中心小学，就有一个名为
白沙小荷戏曲社团的闽剧特色
班。在这里，因为对闽剧浓厚的
兴趣，学生们坚持利用课余时间
练习，压腿、下腰，身段、唱腔、把
子功，各项基本功一样都不能少。

“2015年，作为学校戏曲特色
活动项目的小荷社团成立，让白
沙中心小学与闽剧结下了不解之
缘。此外，我们还通过课外活动、
兴趣小组活动、示范观摩等多种
形式，以及定期邀请省实验闽剧
团的骨干来校，推进闽剧教学和
鉴赏的开展。”白沙小学学区校长

杨铭介绍。
历经近 10年的积淀，小荷社

团已经发展成为白沙中心小学的
金字招牌。2020 年，社团排练的
《紫玉钗》参加福州市中小学生戏
曲戏剧比赛，获得一等奖；2021年
5月《紫玉钗》参加第25届“中国少
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被授予

“小梅花集体奖”。
近年来，闽侯县致力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积极推
进非遗文化进社区、进校园。小
荷社团这样的闽剧特色班就是
非遗闽剧“向新而生”的缩影。

“闽剧要振兴，培养年轻演员固
然是重中之重，同时也要积极宣
传，吸引更多年轻观众。”何官
说。为此，县闽剧中心通过开展

“闽剧研学”“闽剧下乡”“闽剧进
校园”等活动，在年轻群体中扩
大影响力。

“我们经常去学校演出，发现
只要让年轻人走近闽剧，了解其
历史和传承，很多人就会自然而
然喜欢上闽剧。”采访中，刘春玉

告诉记者。

新剧本——
保留“虾油味”并尝试改良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
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
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在闽侯县，闽剧艺术
的传承和发展，就是一部首邑版
的推陈出新篇章。

20世纪 50年代，凭借现代戏
《红桔记》一炮打响后，闽侯闽剧
中心佳作纷呈，先后创作演出现
代戏《虎山行》《东海战歌》，新编
历史剧《洪武鞭侯》《马江恨》及新
编民间故事剧《红豆缘》等60多个
剧目，多次参加省市戏剧会演，屡
获大奖。

2023 年，闽侯闽剧中心和著

名剧作家陈欣欣合作，决定联合
推出新闽剧《侯官女人》。挑选剧
本后，经过近一年的撰写、加工、
编排，今年《侯官女人》先后在福
州市第26届戏剧会演及福建省第
29届戏剧会演上与观众见面。

随着时代的变迁，闽侯县闽
剧工作者也尽可能在保留“虾油
味”的同时尝试改良，在舞台、唱
腔、化妆上进一步创新。此外，面
对编剧青黄不接的挑战，闽侯闽
剧中心一方面努力培养年轻编
剧，另一方面也通过征集、合作等
方式寻找优秀剧本。

“未来我们将致力于创作更
多脍炙人口的好戏，希望做到‘吸
引年轻人，留住中老年人’，努力
让闽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何官
说。

新演员新观众新剧本推动闽剧艺术薪火相传

千年侯官 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林若野

本报讯（记者 林晗）昨日，福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顾巍走进 12345热线中心，
接听群众热线，回复群众关于商品
房买卖、物业管理、公租房申请、住
房补贴申请、安置房政策等问题。

诉求：请问现在贷款购房有何
新政策？

回复：根据现行的政策规定，
在我市五城区购买首套住房和第
二套住房的首付比例不低于 15%，
并且取消了利率下限，大部分商业
银行按照首套房和二套房年化利
率 3.05%执行。住房套数可以按

“区”进行认定。
诉求：鼓楼区房屋拆迁时，选

择安置型商品房，如何办理网签？
回复：安置型商品房网签有 3

种类型,一是房屋所有权人明确的，
由房屋所有权人与开发建设单位
签订商品房购房合同后办理网签
手续。二是房屋所有权人已故的，
应提供生效的公证文书、法院判

决、调解文书确定被征收房屋或安
置房继承人，后由继承人与开发建
设单位签订商品房购房合同后办
理网签手续。三是被征收房屋所
有权人不明确且对接安置型商品
房的，由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
与相关权利人或房屋使用人签订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由项目业主单
位向安置型商品房开发建设单位
购买相应的安置型商品房进行对
接安置。后续待权属明确后办理。

诉求：我想买长乐区滨海新城
双龙新居的房子，请问是否可以办
理按揭贷款？

回复：可以。保障性住房购房
人可以按规定申请公积金贷款或
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
及贷款利率可参考福州市现执行
标准。

诉求：单位开展“新人”住房补
贴发放工作，请问什么是“新人”，
参加工作时间是如何界定的？

回复：根据有关规定，1998年

12月 1日（含）以后参加工作的工
作人员即为“新人”。参加工作时
间以当事人工作单位人事主管部
门认定的实际参加工作时间为准。

诉求：福州市保障性租赁房怎
么申请？

回复：保障性租赁住房是由市
场主体投资建设的具有保障性的
租赁住房，面向城区无房群众供
应，重点面向新市民、青年人，准入
不设收入门槛，只要在福州工作、
生活的无房家庭，可以向保障性租
赁住房运营企业提出租赁申请。

诉求：请问福州市住房维修基
金要缴纳多少钱？

回复：维修资金交存有新旧两
种标准，2015年 1月 1日之前办理
初始登记的项目，商品房按照购房
总额的 2%交存，拆迁房按照项目
均价×面积×2%交存；2015年1月
1日之后办理初始登记的项目，带
电梯的商品房为150元/平方米；不
带电梯的商品房为100元/平方米；

带电梯的拆迁安置房、保障房为
100元/平方米；不带电梯的拆迁安
置房、保障房为70元/平方米。

诉求：小区消防设施损坏，可
以动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吗？

回复：可以动用维修资金。根
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
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
造。因为消防设施是属于共用设
施设备，可以启动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

诉求：拆迁之后是否可以换更
大的房子？

回复：为切实满足被征收人多
样化安置需求，同时有效盘活城区
存量大户型安置型商品房和出让
地配建安置房源，我市今年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盘活使用存量安置型
商品房和配建安置房房源的实施
意见》，鼓励被征收人上调安置105
平方米及以上户型存量安置型商

品房和配建安置房房源。存量安
置型商品房和配建安置房房源是
指2023年12月31日前取得竣工验
收备案的安置型商品房及出让地
配建的安置房项目中，面积为 105
平方米以上（含105平方米）户型的
房源。

诉求：购买“工抵房”需要注意
哪些问题？

回复：所谓的“工抵房”就是部
分开发企业将一部分未售房源折
价作为工程款，支付给了施工企
业。施工企业为了尽快回笼工程
款，将用于抵扣工程款的一部分房
源委托开发企业进行销售。建议
购买这类“工抵房”的群众把握两
点：一是要登录市不动产登记和交
易中心网站查询意向购买的房源
是否属于“可售”房源，二是确认在
售楼案场签订正规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并按规定将购房款缴交进
入住建部门指定的预售资金监管
账户。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领导接听12345热线

保障性住房可申请公积金贷款

《中国共产党
百年新闻思想史》新书发布

本报讯（记者 燕晓）21日上午，由海峡出
版发行集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厦门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百年
新闻思想史》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福州
举行。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百年发展历程
中，培育了许多优良传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
经验，党的几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及相关论
述丰富和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
想，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
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据介绍，《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史》
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
思想的专著，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所属福建
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保卫
主编，新闻史研究泰斗方汉奇担任顾问。该
书系统梳理了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的发展
历程，并以较大篇幅重点介绍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和宣传工作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入学
习党的百年新闻思想，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内涵与实
践价值。

新书发布会结束后，还召开了出版座谈
会。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大学、福建师范大
学、福建社科院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
者，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史》的学术
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并从不同角度对深入理
解和把握党的新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进行
深入探讨。

福州集中清除非洲大蜗牛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 通讯员 黄艳）“小

心别碰，这个是非洲大蜗牛，身上携带多种寄
生虫和致病菌。”最近，市民林女士在自家居
民楼外墙上发现了一只非洲大蜗牛，当即阻
止正要伸手上前的儿子。

近期雨水频繁，在花园灌木丛、小区排水
口等潮湿地带又出现了非洲大蜗牛的活动
痕迹。“这种蜗牛个头比普通蜗牛大得多，爬
行缓慢，雨后比较常见，是中国首批外来入
侵物种之一。”市农业农村局生态办负责人
介绍，非洲大蜗牛不仅对农作物、观赏植物
有很大危害，还是人畜共患寄生虫中间寄
主，传播结核病和嗜酸性脑膜炎等疾病的风
险较高，威胁人类健康。

目前，非洲大蜗牛是全球百大恶性入侵
物种之一，并且已经在全球众多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肆虐。在我国，它们在福建、广东、广
西、云南、海南等地悄悄地扩张着“领地”。

如何有效防范？11 月起，福州正式启
动大蜗牛 2024 年冬季集中清除行动。“越
冬前整治可降低翌年非洲大蜗牛基数。”上
述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在夜间、清晨或雷雨
后蜗牛觅食时或者在其交配季节借助工具
进行人工捕捉，同时做好防护避免直接接
触；在非洲大蜗牛可能隐藏的地方，投放青
菜等食物进行诱集，到晚上再进行定点查
捕；通过撒施食盐、石灰对非洲大蜗牛进行
消杀。

未经审批采挖青石
男子被判刑并处罚金
本报记者 赖志昌 通讯员 许洁莹

近期，林业
执法人员巡查中
发现，林某未经

审批在罗源县碧里乡“后门澳”山场采挖青
石，导致该地块遭受严重破坏。经查，上述被
破坏林地为防风固沙林（国家一级保护），面
积达 8.57亩。案发后，林某主动到罗源县公
安局投案。

林某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林地
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应以非法占
用农用地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由于林某的犯
罪行为已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害，罗源县
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公诉时提出附带民事诉讼
请求。最终，林某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0.8万元，同时
缴纳林地复绿费用3.526万元。
案例点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
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
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
大，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
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条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
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
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
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
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
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
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刘春玉（左）给学生上课。林若野摄

刘春玉在化妆中。陈宗兴摄

（上接1版）

探索：从卖土菜、卖生态到卖
体验、卖服务

农家乐真的“乐”不起来了
吗？其实并非如此。根据文化和
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
三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数为
22.48 亿，同比增加 15.5%。这说
明，人们去乡村旅游的需求依然高
涨。在多样化的需求下，传统的农
家乐演变出了新式农场、民宿等多
种形态。

位于闽侯县南通镇瓜山村的
暴走花田休闲农场常年位列大众
点评福州采摘/农家乐好评榜第一
名，这家农场凭借优越的环境设施
和多样化的创新服务，赢得了不少

亲子家庭和企业团队的青睐。
“我们农场不单纯是卖场地，

更多是卖服务、卖创意。”暴走花田
休闲农场负责人陈春介绍，根据季
节时令结合周边资源开发主题活
动是农场的一大卖点，春天有赶集
卖菜，夏天有龙舟赛、小龙虾派对，
秋天有割稻打谷、窑烤披萨，冬天
有围炉煮茶。在农场里，菜是亲手
摘的，鸡是亲手烤的，这种体验在
高端酒店里花大价钱也很难买
到。而且每一场活动都要经过构
思、与课程老师和附近居民沟通、
形成初步方案、试课等多个环节，
让家长和孩子们每次来参加活动
都有不同的体验，所以客户的复购
率很高。

暴走花田休闲农场十分重视
口碑宣传。陈春不仅自己化身“野

生摄影师”，在朋友圈广发活动照
片，还进驻了大众点评、美团等平
台，让农场有了稳定的消费群体。
如今，农场周末的场地都需要提前
一个月预约，一年的营业额达 150
多万元。

由此可见，农家乐的沉寂或红
火，都是市场需求调整的结果。经
营者要正视游客旅游观念和需求
的变化，在做好、做优基础服务的
同时，在深度体验和文化创意等沉
浸式体验上下功夫，提供创新性和
个性化服务，通过当地特有的风
物、活动展示文化特色，赢得更多

“回头客”。

融合：把新潮理念融入乡村
文旅发展

乡村旅游要进一步发展，乡村

一方面要守得住乡土气息、文化根
脉，另一方面要不断注入新活力，
这让不少乡村延伸出了“类农家
乐”业态。这些经营者们更换思
路，将城市里屡见不鲜的茶室、咖
啡店“搬”到乡村，在有限的空间上
布局更多元的业态，使这些小而美
的乡村休闲空间逐渐变成受欢迎
的“年轻版”农家乐。

在位于晋安区寿山乡吾洋村的
山里田间农场，8000多平方米的土
地上种植了近3000种花卉植物以及
2米多高的巨人水稻，集咖啡、露营、
烘焙体验、特色餐饮等功能于一
体。“山里田间是很懂浪漫的有机农
场，有城市里没有的自由的味道。”网
友老麦到访农场后评价道。

由于两位主理人分别涉猎摄
影行业与花卉设计多年，在装修风

格和业态制定上有独到的审美，这
样的跨界融合把时尚新潮的理念
融入了乡村文旅发展，让“泥土香”
也有“咖啡味”。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福州
的“农家乐”，早已不只是农家土菜
馆，更多的是中式园林风的山庄、
法式风格的庄园、宠物友好农场
等。在经营者发力的同时，相关职
能部门也应沉下身子，把好市场准
入关，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督
促农家乐规范经营，切实维护消费
者权益。

在城市化进程加快、消费场景不
断变化的当下，农家乐行业虽然面临
诸多挑战和困难，但也蕴含着巨大的
发展潜力和机遇，只有以更新潮、更
具个性的经济形态出现，才能留住游
客，让农家乐一直“乐”下去。

福州农家乐如何“常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