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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珂） 9 日，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来
临之际，2023 年福建省“科普希望行”系列活动在福州第三中
学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科协联合福建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
主办。启动仪式上，主办单位为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
任医师、教授、科普希望行专家团副团长徐国兴授旗，随后，中
国科学院院士林惠民以《计算与智能》为题，为福州三中的师
生带来了一场生动精彩的科普讲座。

同时，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朱玉贤、中国科协“大手拉小手
科普报告汇”专家、闽江科学传播学者等科技工作者组成的科
普报告团兵分五路，赴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三明、南
平、宁德等 8 个设区市 22 个县区 130 所中小学开展为期一周
的科普报告，内容涵盖生命科学、材料化学、航空航天、地质科
学、海洋科学、环境生态、创新制造、人工智能和卫生健康等多
个领域，行程达 5569 公里，全省预计有 2.4 万名青少年参与活
动，其中农村青少年占比过半。

据了解，“科普希望行”系列活动是在我省老区苏区、边远
山区等科技教育基础较薄弱的地区开展的一项普惠性科普活
动。据悉，今年活动将于 5月—10月持续开展，包括“科普报告
进乡村”“科教资源进乡村”和“辅导员培训进乡村”三大系列
活动，将用一系列寓教于乐的科教活动，在教育“双减”中做好
科学教育加法，有效激发农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助力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

我省“科普希望行”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高凌） 日前，福建海洋研究
所“延平 2 号”科考船及全体科考人员顺利完成今年首航安全
返回母港厦门。本航次历时 32天，总航程 3200海里，作业区域
覆盖珠江口及长江口海域。

据悉，3 月 31 日，科考船从厦门公务码头出发，航次搭载
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我国近海典型海域浮游生态系
统调查航次”，7 家科研机构（厦门大学、天津科技大学、自然
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和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
究院）共 30 名科考人员参加了本航次。全体船员和科考人员
共同努力，克服了不利天气、海况不稳定等影响，保障了既定
任务的圆满完成。

为使30年船龄的科考船重焕新生，“延平2号”时隔五年首
次进行大修。此次出航是“延平2号”年度大修后的首航，大修后
船舶故障率显著降低，结构强度明显提升，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题图：“延平 2号”科考船 福建海洋研究所 供图

福建海洋研究所“延平2号”
科考船完成今年首航

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福州大学“新基石科学实验室”
日前揭牌成立。

记者昨日了解到，“新基石科学实验室”由新基石科学基
金会设立，是该基金会支持新基石研究员开展科研工作和学
术交流的平台。今年 1 月，福州大学杨黄浩教授入选首期“新
基石研究员”，成为福建省属高校和科研机构唯一入选的科学
家，将获得为期五年共 2500万元的资助。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一项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由探
索、公益属性的新型基础研究资助项目。2022 年，腾讯公司宣
布 10 年内出资 100 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长期
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实现“从 0到 1”的
原始创新。

据介绍，以此次“新基石科学实验室”揭牌为契机，福州大
学将进一步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力争不断实现重大原始
创新突破。“新基石研究员”杨黄浩教授团队入选首期“新基
石研究员项目”，团队将进一步探索加强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
产权的研究和推广，培育和培养一批高素质和产业化导向的
创新型科研人才，搭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不断拓展研究
视野和领域，取得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福大“新基石科学实验室”揭牌

“新设置的福文化主题景观很有意思，
扫一扫上面的小程序码便能学习闽南语。”

“我们家的小朋友很喜欢来这。”……近来这
样的声音时常在鲤城区鲤中街道清正社区
响起，居民们口中的福文化主题景观便位于
泉州市工人文化宫“乡音”广场（右图）。

据了解，为打响“福”文化品牌，鲤城区
结合世遗古城文化特色，在人流量较多、群
众文化积淀深厚的“乡音”广场打造“福娃乡
音”福文化主题景观，促进“福”文化的宣传
推广和本地传统文化的传播。

非遗无骨花灯、传统闽南古厝、“福娃驾
福船”造型……“福娃乡音”福文化主题景观
将泉州元素融于设计中，其背景以“泉州红”
为主色调，景观墙面上设有家风俗语、侨批
乡音、音乐闽南、世遗乡音等不同模块，市民

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用手机扫码学习
闽南语。

“福娃乡音”福文化主题景观墙面上的
学习内容出自“泉腔鲤音”闽南语自学平台，
该平台由鲤城区委宣传部、鲤城区社科联、
丝路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泉州师范学院）等
部门共同打造，是一个学习闽南语的公益性
平台。“景观墙面所用的材料为可替换的亚
克力夹板，里面的内容我们会不定期更换，
让市民群众可以利用休闲娱乐的时间在广
场自学闽南语。”鲤城区社科联主席吴湘霖
介绍道。

今年 60 岁的蔡秋莹带着好奇心扫码收
听了“世遗乡音”模块介绍顺济桥遗址的内
容，这名地道的老泉州人直呼太专业了。长
达 3 分 19 秒的音频，让她详细了解了顺济桥

遗址的历史，好些内
容是她以前所不知
道的。

“我的外孙今年
11 岁，平常讲普通话较
多，有些词语不会用闽南
语表述 。这里刚好离他学
校近，以后接他放学，我会把
他带到这，不仅能学习闽南语，
还能帮助他了解泉州的历史文
化知识，相信他也会很喜欢这里。”
蔡秋莹说。

吴湘霖表示，接下来将依托“福娃
乡音”福文化主题景观把“乡音”广场打造成

“泉腔鲤音”闽南语自学平台线下学习点，并
与泉州市工人文化宫、清正社区等单位利用

周 末 、节 假
日开展闽南语

沙龙、闽南语研
学等活动，带领青少年了解闽南文化、学习
闽南方言，从而增强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和文
化自信。

泉州鲤城：“乡音”广场学方言
□本报通讯员 施远圻 文/图

这里，有着闽赣交界十分之
一的边界线，曾被称作省“尾”，但
人们并不止步关隘，而是极具“先
锋”精神；

这里，有着不到 13 万的常住
人口数量，“飞”出的企业每年却
能生产数量接近全国人口数一半
的白羽肉鸡；

这 里 ，有 着 全 国 乃 至 全 世
界 都 知 名 的 产 业 品 牌 ，却 依 然
保 持 绿 水 青 山 ，是 全 国 最 绿 的
城市之一……

光泽，曾寂寂无闻，如今正
逐渐成为省际小城高质量发展
的样本。

千年古驿“探路先锋”

光泽，与江西的黎川、资溪、
贵溪、铅山等地毗邻，拥有总长达
283 公里的省际边界，占福建省
际边界的十分之一。虽然地处省
界，但人们并没有止步于关隘。相
反，自古以来，光泽就富有“探路
先锋”精神。

这里古时设有九关十三隘，
如杉关、铁牛关、火烧关均为唐朝
所建。

其中杉关古驿，秦汉时期就
是中原入闽最重要的通道。据明

《儒学改建碑记》记载：“闽于方
域，东西垠也。宸山襟海，另开局
面。从北而来，必由三关，中为大
关，则崇安当之；东为小关，则浦
城当之；西为杉关，光泽当之。而
川、湖、江、广从杉关为优，则光泽
咽喉之地也。”

《八闽通志》将其摆在福建
古关隘之首。这里战时“戎马倥
偬，旌戟排空，道所居塞”，太平
时“ 商 贾 踵 趾 ，人 来 物 往 ，络 绎
不绝”。

同时，这里也是重要的水上
要道。水分两系，大部分流往闽
江，也有 7 支溪流入赣江，往鄱阳
湖，通长江。闽江、长江两大水系
商货在此交换，光泽更成为闽赣

边界交易的枢纽。
不管是战时要塞功能，还是

太平时边贸之地——这样的地理
区位，都培育了光泽当地“探路先
锋”精神。

当地长者回忆，解放前，光泽
人带着当地著名的干坑红茶运往
江西，再从江西贩回日常用的石
灰、月饼、鞭炮等，就这样开展边
贸，闯出了一条致富路。

特别是鹰厦铁路和 316 国道
由光泽入闽后，交通的便利越发
促成这座小城成为省与省之间交
流的桥头堡。

光泽人纯朴、不排外、善待异
乡人。不少外地人来光泽，会惊奇
地发现：光泽虽有方言，但本地人
之间交流，竟然也多用普通话。

于是，人们从周边城市、省份
纷至沓来，在光泽安居乐业，也为
这里迎来了源源不断的产业工
人，大大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13万人口 6亿羽鸡

光泽的人口数，并不算多。数
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光泽县常
住人口仅有 12.9万人。然而，光泽

“飞”出的企业圣农，一年就能生
产 6 亿羽白羽肉鸡，其中光泽基
地年产能达 3.3亿羽。

别震惊，因为这里有着全亚
洲最大的白羽肉鸡企业。在全国
各地，大家吃的炸鸡，很大可能都
来自光泽。

作为闽江上游富屯溪的源
头，光泽县境内群山连绵，山高谷
深。由于自然环境和水质优越，光
泽当地养出的鸡肉质口感好，一
直很受市场欢迎，家家户户也有
散养鸡的传统。

1983 年，傅光明在光泽注册
了福建第一家私营企业圣农，立
志把鸡做成产业集群。40 年间，
这个原来的个体养鸡小作坊，发
展成为全亚洲最大的白羽肉鸡生
产、食品加工集团和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这只“鸡”，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有全球唯一、完整配套的

全产业链——集自主育种、孵化、
饲料加工、种肉鸡养殖、肉鸡加
工、食品深加工、余料转化、产品
销售、冷链物流于一体，还横跨了
农牧、食品、冷链物流、投资、能
源/环保、配套产业、兽药疫苗七
大产业。

它还打破了国外育种技术垄
断——圣农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
配套系“圣泽 901”正式通过农业
农村部审定认证，获可正式对外
销售种源鸡的资格。此举打破了
我国白羽肉鸡种源完全依赖进口
的局面，击碎了西方在这个行业
长达百年的技术垄断。

正因如此，这只“鸡”飞出了
大山，成为国际知名餐饮连锁品
牌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凭借好生态，光泽不但飞出
一只“鸡”，还做活了“一瓶水”、养
肥了“一条鱼”。

目前，光泽“武夷山”矿泉水
二期全面投产，泽汇渔业一期产
品投放市场，生态产业越做越大。

借助绿水青山，光泽取得了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好产
业也在反哺绿水青山。2019 年，
光泽作为唯一的县级城市特例，
列入国家首批“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

通过践行“两山”理念，光泽
还将国家级生态县、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全国唯一中国生
态食品名城等称号收入囊中。

最绿小城 发展样板

光泽地处闽赣两省交界处，
在交通不便利的时代，这里被称
作省“尾”；既是因为地理位置，也
是因为经济的落后。

如今，交通发达，产业兴盛，
光泽将地处省界的劣势变优势，
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幸福

小城，成为“省际小城”高质量发
展的样板。

福建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第
一 ，而 光 泽 的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1.7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14.97
个 百 分 点 ，森 林 蓄 积 量 更 是 达
1427 万立方米，是全国最绿的城
市之一。

作为闽赣门户，武夷山国家
公园四分之一面积也坐落在光泽
境内。这样的独特优势，成了小城
发展的最大底气。

通过打通武夷山国家公园
至江西龙虎山国家自然文化双
遗产地、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大觉山 5A 级景区等的通道，
光泽推动闽赣生态文旅环线建
设，让生态效益辐射闽赣和东南
区域。

年代久远的古关隘，虽然已
失去原有的功能，但悠久的历史
文化底蕴，还诉说着省界之间的
悠悠往事，记录着这里曾经的发
展轨迹。

依托杉关千年关隘文化，光
泽建设了龙樟生态文化园、修建
了“大寨寺巡检司”、复原了朱熹
曾在此授课的“飞鸢学堂”、新建

“战神亭”、修复古栈道及龙井等
珍贵的历史遗址。

在发展文旅产业的同时，光
泽将其与“一只鸡”“一瓶水”“一
条鱼”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推动
圣农观光工厂信赖之旅、武夷山
植物染主题园等文旅产品多元化
高质量发展。

传承和创新自古以来就是省
际贸易传统。如今的闽赣两地商
贸往来，也早已迈入数字化时代。

光泽打造抖音直播基地等平
台，不断吸引江西的游客，着力构
建“买江西、卖江西”“买福建、卖
福建”乃至“买全国、卖全国”的区
域商贸平台。

拥有深厚人文底蕴、自然禀
赋与历史积淀，今后，光泽必将发
展成为熠熠生辉的“南国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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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定制化+文化赋能
激活乡村振兴源动力

松溪距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是南平市首个“国家生
态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这里有回味醇香的九龙
大白茶，有唇齿留香的百年蔗糖，还有名冠天下的湛卢宝
剑，各类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丰富。为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松溪县采取“定制化+文化赋能”的方
式，将千年古县文化与民俗风情等元素融合于一体，为梅口
埠景区量身定制剧本内容，把具有悠久历史的梅口书院、梅
口码头、百年樟树等重要景点和具有松溪特色的九龙大白
茶、百年蔗、湛卢宝剑等文化产品串联起来写进故事之中，
同时根据玩家反馈与景区的不断改造做出实时更新与升
级，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

多元化+业态升级
探索增效增收新路径

“传统旅游靠山水，现代旅游靠故事”。让景区成为故事
发生的地方，梅口埠景区以“多元化+业态升级”的方式，引
入沉浸式剧本杀、围炉煮茶、露营烧烤、儿童乐园等一系列
能吸引年轻人的业态项目，探索乡村旅游增效增收新路径。
经过五一假期的口碑发酵后，《比武招亲》还吸引了周边县
市的百万粉丝网红前来打卡。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梅口埠
景区接待游客突破 15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7%；实现旅游总
收入 8760万元，同比增长 39.2%。 （杨静 邱传铭）

光泽县城光泽县城 傅贤斌傅贤斌 摄摄

位于光泽县寨里镇百石村的肖家坑水库位于光泽县寨里镇百石村的肖家坑水库，，是光泽县第二饮用水源点是光泽县第二饮用水源点。。 元喆翰元喆翰 摄摄

杉关景区全景杉关景区全景 刘晓红刘晓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