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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在何处，心都属于家乡，家乡永
远是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从泉州回
到福州，因为热爱，我参加了“返家乡”
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好年华，聚福州”
平台，报名了长乐区鹤上镇政府基层团
组织助理岗位，并被成功录用。

在参加这次社会实践之前，我没有相
关的工作经验，对于即将接手的工作有着
担忧。进入办公室后，跟哥哥姐姐们接触，
他们都十分亲和友善，带着我了解工作内
容、熟悉工作环境，让我渐渐融入工作氛围
中。在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办公室紧凑
而严肃的工作氛围，以及机关干部认真严
谨、热情待人的工作态度。在领导和哥哥
姐姐的带领下，我开始了第一次在政府机
关实习。

在镇里担任基层团组织助理期间，我
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秉承着多问、多请
教、多做事、少讲话的原则，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实际工作中。撰写材料时，我才发现
我看的书和文章都不够多，容易出现不知
道如何下笔的情况。我便下载了“学习强
国”，多花时间阅读文章，多花心思打磨文
笔。通过闲暇时间的阅读，拓展了视野，提
升了素养。

河道治理是乡村振兴工作的重点，
我同青年志愿者、村中党员干部一起对
新览村附近的河岸进行清理。我们顶着
烈日，争做保护生态环境的倡导者、维护
者、实践者，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贡献青春力量。

心怀“大我”是一种大格局、大抱负，把
小我融入大我，才是人生正确的打开方式。
一条条小河汇入大海，大海才不会干涸。

这次实践活动于我而言才刚刚开始，
还有许多基层知识和技能等待着我去学
习。我们不应该局限于“大学”这座象牙塔
内，应该走出校园，立足青年岗位，为社会
作贡献。

““好年华好年华 聚福州聚福州””研学日志研学日志
青说好年华青说好年华————

把小我融入大我
■陈卉（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2级学生）

■记 者 陈木易
通讯员 陈枫 陈何畏

洪梦狄 文/摄
福州晚报讯 当民间故事

“田螺姑娘”的男主人公谢端，
以及五虎山、乌龙江、龙祥岛、
三叠井、昙石山文化遗址等福
州人耳熟能详的元素，被融合
在一部奇幻小说里，是一件多
么有趣的事。不久前，由闽侯
本土画家、作家谢新苗创作的
《触蛮奇缘》，在“喜马拉雅”有
声书平台上线。这部小说在
讲述谢端奇幻之旅的同时，也
宣扬了侯官文化的魅力。

“众所周知，闽侯是八闽
首邑，不仅历史文化厚重，还
涌现出许多风流人物。通过
文学创作的形式让文化传播
更加具象化，让更多人容易认
识和接受，便是我创作的初
衷。”谢新苗说。

在民间故事“田螺姑娘”
里，男主人公谢端就是福建侯

官（今闽侯）人。在25万字的
奇幻小说《触蛮奇缘》里，谢端
成为现代一名善于讲故事的
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一次宣
教活动中，谢端认识了孤儿江
流海，决定帮他走出生活阴
影。为此，谢端用一人饰演多
种角色的形式，将少年带入一
系列奇幻故事中，借此鼓励少
年勇敢、坚强、健康地成长。

小说中还出现了诸多福
州本土元素。比如，五虎山、

乌龙江、龙祥岛、三叠井、十八
重溪、昙石山文化遗址、庄边
山（卧牛山）遗址等，均成为谢
端一行人一路冒险的地点；福
州话也被幻化为魔法咒语。

小说里出现的不少“法
器”原型便是闽侯县博物馆
展出的文物。比如，新石器
时代昙石山纺织用具——纺
轮，是一件可以让时光倒流
的法宝；明代供器——兽面
纹双兽耳铜簋，则是聚宝盆，

滴入汗水后可让里面的东西
成倍增多。

“希望我创作的小说不
仅能让读者有想象空间，还能
展现闽侯乃至福州的丰厚底
蕴，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了解
到当地的文物、历史、民俗、特
产、景观等。”谢新苗说。

■记者 刘珺/文 石美祥/摄
福州晚报讯 进入8月，由

福州市委文明办、市总工会、市
城管委和福州晚报联合主办的

“爱心茶摊”公益活动在福州火
热开展。遍布大街小巷的上千
个“爱心茶摊”，传承福州“施
茶”文化，让“茶水公益”造福于
民。

昨日下午，在台江区高桥
支路南仙茶摊门口，摊主翁文
峰将“爱心茶摊”的新标牌张贴
在门店显眼位置。“这个标牌特
别醒目，路人经过一眼就能看
到。”翁文峰乐呵呵地说，“茶桶
里泡的茉莉花茶，是我用传统
手法炒制的，欢迎大家来喝喝

茶、歇歇脚。”
早在 2009年南仙茶摊开

张时，就免费供来客品茗、攀
谈。2014年“爱心茶摊”公益活
动在全市范围开展，南仙茶摊
也主动加入进来，在店门口摆
上爱心茶桶，供有需要的市民
免费取用。这一善举广受好
评，甚至得到温暖的回馈。“茶

摊所在的这条街很整洁，我的
店门前每天都被清扫得干干净
净，这是经常来取水的清洁工
主动做的。”翁文峰说。

主动推广“施茶”文化，源
于翁文峰对童年美好的回忆。

“我记得小时候，大人们泡一壶
茶在榕树下聊天，有人上前讨
水喝，大人们都会双手送上。

这是福州人藏在骨子里的热
情。”

“施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福州的“施茶”文化更是源
远流长。据明代王应山《闽都
记》记载：在从台江进入福州的
重要道口，一位僧人化缘为南
来北往的行人建起一座凉亭，
整日烹茶施舍行人。到清咸丰
年间，在此建成乐善好施牌坊
和茶亭庵，这就是茶亭街名字
的由来。久而久之，在此地煮
茶水免费供行人饮用的习惯被
延续下来。

迄今，“爱心茶摊”公益活
动在福州已经连续举办了 10
年，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团体
和个人加入其中。今年，已经
有上千个“爱心茶摊”出摊，遍
布福州大街小巷，众人合力对
福州“施茶”文化进行传承发
扬。

“福州晚报”
微信推文

“福州微文明”
微信推文

“福州市总工会”
微信推文

炎炎夏日，让我们守望相助。今年的
“爱心茶摊送清凉”活动，希望有更多爱心
商户和市民加入。有意参与活动的企业
和热心市民，可拨打福州晚报新闻热线
83770333或通过本报官方微信报名。我
们将与您一起奉献爱心，为大家送去清凉。

“爱心茶摊”邀您加入

□征集令

□“第十年！‘爱心茶摊’再送清凉”追踪

大街小巷已有上千个“爱心茶摊”

“施茶”文化在榕发扬光大

“田螺姑娘”的男主角穿越到现代讲故事

一部奇幻小说 汇聚福州本土元素

昨日，南仙茶摊摊主翁文峰在店门口张贴“爱心茶摊”标牌。

谢 新
苗 在 闽 侯
县 博 物 馆
对 文 物 进
行观察、记
录，并运用
到 小 说 场
景中。

乐享 文化
——关注严复文化关注严复文化、、侯官文化侯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