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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气阴雨潮湿，家中电灯总是一
闪闪的，不知是不是电路出了问题。”“您稍
等，我马上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查看。”近日，
在平潭君山片区北港村国家电网志愿服务
驿站，村民丁大爷向国网平潭供电公司驻北
港村第一书记马晓亮道出了自己的烦恼。

随后，马晓亮迅速联系东区供电所，并
组织“双满意”（平潭红色榕光）共产党员服
务队上门为丁大爷排查线路，还换上了新
灯泡。“真是太感谢了！可算帮了大忙！”丁
大爷连连点赞。

近年来，为适应农村社会发展新形势
和客户用电新需求，国网平潭供电公司积
极努力探索“村网共建”服务新模式，通过
在北港村部设立国家电网志愿服务驿站，
建立电力便民服务点，推行供电服务格长
制，推动低压设备运维和客户服务前端业
务的高效协同，有力支撑配网可靠供电和
客户优质服务。

此外，国网平潭供电公司还依托志愿
服务驿站，与当地台胞台商共建合作，多次
开展用电安全宣传服务志愿活动，帮助北

港村台湾民宿业主进行内部线路改造，助
力平潭乡村旅游发展。

下一步，国网平潭供电公司将继续做
实做细“村网共建”服务模式，以“旗帜领
航·新时代红色堡垒”卓越实践活动为契
机，充分发挥电力便民服务点作用，协同开
展排查电力设施安全隐患、解决用电诉求
等工作，进一步健全供电服务网格，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用电需求，为乡
村振兴赋能充电。

（张哲昊 候燕娜 高仁齐） □专题

国网平潭供电公司：村网共建，为乡村振兴赋能充电 黄石派出所多举措推进法治公安建设
强化学习、智慧执法、实战赋能……近年来，莆田荔

城区黄石派出所多措并举推动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
不断向纵深发展。

据悉，该所以“实战、实用、实效”的原则，通过日考评、
周通报、月小结、以老带新等方式，全面规范派出所整体执
法工作，提高民警执法办案水平。2020年以来，黄石派出所
建设智慧执法办案区，将所有执法行为都纳入中心进行集
约式管理，通过一站式服务、智能化管理、全流程监督，形成
闭环管理监督链。依托综合指挥室大数据平台与执法记录
仪4G系统，完善执法活动全过程留痕、可回溯管理，建设完
善执法大数据分析，对民警执法服务开展监督检查，杜绝
处警不规范等一线执法问题。 （欧倩 蔡凡英） □专题

南安溪美湖新社区实现28个老旧小区微改造
三 年 实 现 28 个 老 旧 小 区 微 改 造 ，初 步 实 现 三“ 革

命”，有效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
规划整齐的充电桩，平整宽敞的步行道，整洁通畅的

小区楼道……过去三年，南安溪美街道湖新社区以老旧
小区改造作为和谐社区创建的重要抓手，改造提升 28 个
老旧小区，通过定期环境大扫除、安装集中充电桩，外立
面装修等举措，初步实现了“楼道革命”“环境革命”“管理
革命”，有效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

据悉，该社区 2012—2020 年连续三届获评省级“文
明社区”、2017—2020 年连续四年获评南安市“和谐社
区”。 （杨雅莉 刘文川） □专题

本报讯（记者 肖榕） 日前，由闽南理工学院和广州春晓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产教融合：一流专业建设暨服装 IE 新
工科人才培养校企研讨会”，在闽南理工学院蚶江校区举行。

来自卡宾服饰、鸿星尔克、南益针织、准者体育、瓯楠服装、宝
淇、泰琦、兴雪莱、杰克吊挂等 10 余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服装 IE
技术骨干，以及闽南理工学院现代服装与配饰产业学院的教师和
学生代表围绕服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运行、企业人才需求
及变化、服装 IE学习及就业意向等话题进行了多方研讨。

本次研讨旨在推进闽南理工学院现代服装与配饰产业学院、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的人才培养改革与建设，服务福建省“六四
五”产业新体系中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

校企研讨服装IE新工科人才培养

25 日，莆田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自动化工程系的教室里，来
了一只受伤的小鸟。电信毕业班学生高铭杰发现它后，积极救助。
经学院安全保卫处工作人员、莆田市涵江区梧塘派出所民警等现
场确认，这只小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三趾鹑。

确认小鸟身份且伤势无大碍，人们很快将它放归大自然。第一
时间救助小鸟的高铭杰，获得了学院安全保卫处发文通报表扬，他
高兴地说：“再过几天就要毕业了，这封表扬信也是我收到的最好
的毕业礼物。母校爱心教育将伴随我终生，受用一辈子。”

高铭杰说，发现这只小鸟时，它在教室地板上走动，看得出脚
受伤了，能飞却飞不高，惹人心疼。因为从小就喜欢动物并饲养过
鸽子、鹦鹉等鸟类，高铭杰看过很多动物类的科普书籍，他判断这
只小鸟外形不像普通鸟类，猜测可能是保护动物。他不动声色地观
察小鸟的行动，一边上网查找资料，一边报告老师。

寻找到合适的机会，高铭杰把受伤小鸟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
保护了起来。经派出所民警到场确认，小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三
趾鹑。民警说，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救助小鸟虽然是件小事，但
高铭杰的爱心行为值得表扬。

据了解，高铭杰在校期间连续3年获得省职业技能大赛奖项，即
将奔赴工作岗位。他说，大一刚入学时，学院就对新生进行了敬畏生
命的教育，系辅导员上主题班团会时特地说过要力所能及地保护野
生动物，并告诉学生遇到类似情况的处理方式。毕业在即，回想自己
能够和大家一起救助一个弱小的生命，高铭杰心中感到一股暖意，

“校园生态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生动诠释了学院爱的教育的成效”。
题图：受救助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三趾鹑。

莆田一名大学生救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三趾鹑，被通报表扬——

“这是我最好的毕业礼物”
□本报通讯员 吴伟锋 刘燕钦 文/图

为进一步厚植广大学生爱党、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泉州市
泉港区 26 日组织开展“童心向党·唱支红歌给党听”歌咏展演活
动。11 所学校的孩子用清脆嘹亮的歌声唱响经典红歌，迎接“七
一”的到来。 本报通讯员 林弘梫 摄

本报讯（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陈晶晶 王燕） 近日，部分在
榕高校学子陆续放假返乡，福州交通运输部门积极强化运输服务，
指导企业开通直达火车站、火车南站和机场的各类专线，保障高校
学子有序返乡出行。

6月 27日起，元翔空港快线开通福州各高校至福州机场、福州
站、福州南站临时线路，助力学子便捷返乡。其中，各高校至福州机
场线路包括：大学城—福州机场（旗山梅园始发）、大学城—福州机
场（闽江学院北门始发）、农大（金山校区）—福大至诚学院—福州
机场、仓山师大—福州机场。

福州各高校至福州站、福州南站各开通专线 2条，分别从闽江
学院北门、农大（金山校区）发车，终点抵达福州站、福州南站。此外，
6月29日至30日，元翔空港快线将开通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至火
车站、火车南站临时专线，发车时间为6：00至17：00，每天12班。

福州开通各类专线

助力高校学子返乡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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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底，包括唐朝时期签发的两份
用于通行的“过所”在内，与日本僧人圆珍

“入唐求法”相关的 56件文献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作为中日文
化悠远交流的宝贵证物，这些文献被列入

《世界记忆名录》引发日本各界广泛关注。
唐大中九年（855 年）三月，越州都督府

给日本僧人圆珍签发了从越州开元寺到大
唐都城长安的通行证，即“越州都督府过
所”。同年十一月，唐朝尚书省向圆珍签发
了从长安返回浙江天台山的通行证，即“尚
书省司门过所”。这两份纸质的唐代通行证
历经千余年，至今仍然完好保存在日本滋

贺县大津市的三井寺。
近日，记者在三井寺见到了“越州都督

府过所”“尚书省司门过所”等唐代珍贵文
件。它们保存良好，纸张完整、字迹清晰。这
两件“过所”珍藏于三井寺收藏馆中，馆中
收藏着佛像、佛画等 53件日本重要文物，其
中包括国宝级文物。三井寺第 164代住持福
家俊彦告诉记者，“越州都督府过所”“尚书
省司门过所”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文物，

“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在国宝里也是最珍
贵的”。

圆珍是曾经留学唐朝的日本僧人空海
大师的侄子。公元 853年，圆珍入唐，先后在

福州开元寺、天台山国清寺、长安青龙寺等
地修学。公元 858年，圆珍携带大量经卷、道
具等回到日本，被尊为三井寺第一代住持，
并成为天台宗寺门派创始人。

圆珍在唐朝求法期间，受到各界人士
热情接待。回到日本后，圆珍与唐朝商人保
持密切往来，接受他们不断从大唐带回的
经书等。68岁时，他收到国清寺清观法师寄
去的诗篇：“睿山新月冷，台峤古风清。”圆
珍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和唐朝人士的往来信
件等，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据福家俊彦介绍，三井寺历史上多次
遭到焚毁，与圆珍相关的大部分文物都已

损毁丢失，两封“过所”却历时千年保存至
今，堪称奇迹。他说，每当危急时刻，三井寺
的每一代保管人都会千方百计保护好圆珍
带回的这两件“过所”。

行走在拥有 1300 年历史的三井寺中，
能感受到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这里的唐
院，是圆珍从唐朝回国后为收纳经书等修
建的庙宇；三井寺藏经阁“一切经藏”佛龛
内刻有中国著名佛教人士傅大士的雕像。
64 岁的福家俊彦是唐诗爱好者，寺院茶屋
内悬挂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唐代诗人李白诗
作《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福家俊彦认为，包括两封“过所”在内，
圆珍留下的诸多文物见证着日中两国悠久
的交往历史，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
理解。他说：“文物不应该只用于保存收藏，
更应该用来启发后人。希望大家都来看看
这些文物，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加强交流。
这些文物述说的历史一定会对日中双方增
进了解、共创未来发挥积极作用。”

杨光 王子江

珍存千年的“通行证”
——大唐“过所”寻访记

“海丝明珠”系于闽江
“头一回近距离欣赏茶洋窑的展品，感

觉它的工艺和造型都十分精美。家乡能有
这样一颗‘海丝明珠’，我感到很自豪。”日
前，在南平市延平区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宣传展示活动现场，文博爱好者、退休
教师老朱发现了新的兴趣点。

茶洋窑创烧于北宋中期，距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是集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磁
州窑和吉州窑等省内外窑系特征于一身的
民间窑场。

但在古代文献中，茶洋窑却鲜有记载。
据南平市博物馆馆长王世亮介绍，直至上
世纪 80 年代，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隐居”在
延平区太平镇深山中的古窑，结束了茶洋
窑不为世人所知的历史。历经前后三次考
古挖掘，人们发现，茶洋窑烧造产品有黑
釉、青釉、青白釉、绿釉、褐彩等品种，并在
明清继续烧造青花瓷器，主要生产社会生
活日用品及陈设供器，有碗、盏、盘、碟、杯、
执壶等多种器型。

截至目前，所发现的茶洋窑古窑址共
计 10 余处，主要位于太平镇的大岭、安后、
碗厂、生洋、马坪、罗坑等相连山丘处，总面
积近 8万平方米，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延平区茶洋窑陶瓷协会会长张建忠告
诉记者，发现古窑址的地方紧靠闽江，水路
极其发达，是许多不同窑系产品的集散地。
由宋至清，茶洋窑的发展壮大延续了数百
年，不仅以质取胜，而且量走四海。据《南平
县志》记载，宋代此处设有金砂驿，元代改
名茶洋驿，明、清沿用，便利的交通条件推
动茶洋窑产品远销菲律宾、日韩等地，成为
福建重要的外销瓷窑场之一。

据介绍，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等国的考古发掘、收藏鉴赏或沉船资
料中，均有发现茶洋窑产品或近似茶洋窑
的产品。特别是在日本备受推崇的“灰被天
目”，长期以来研究者一直未找到其产地和

窑口，茶洋窑的发现破解了中日陶瓷交流
史上的这桩悬案。

“茶洋窑延续时间较长，文化面貌较丰
富，以多样化的造型、纹饰及胎釉充实了闽
瓷的盛装华彩，是研究闽北乃至福建地区
不得不提到的重要窑址。”王世亮说。

茶洋窑的“复古”之路
可贵的是，茶洋窑不仅历史遗迹得到

发掘，其技艺也得到重塑。
“茶洋瓷器厂诞生于 1956年，就选址在

太平镇茶洋村。1979 年，茶洋瓷器厂在烧制
的过程中偶然发现，有一批产品再现了古茶
洋窑的黑釉瓷，成为历史性的一刻，自那以
后瓷器厂开启了茶洋窑的‘复古’之路。”祖
父辈都是烧瓷匠人，张建忠对茶洋窑的故事
如数家珍，“从小在窑口旁的烟火里长大，我
深感茶洋窑是被时代遗忘的文化瑰宝。”

从 2005 年起，张建忠开始研发烧制茶
洋窑茶盏。历经多年钻研，他还原了茶洋窑
的部分制作工艺，成功仿烧茶洋窑传统器
型——“浅腹平口盏”及茶洋窑青白釉开片
茶盏，目前致力于发掘、恢复和推广茶洋窑
古法制作技艺。

“薪火相传万匠聚。如今，延平共有市、
区两级茶洋窑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 28 名，
守护和推进茶洋窑制作技艺的队伍正不断
壮大。”张建忠说。

在众人的努力下，2022 年 1 月，“茶洋
窑制作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第七批非遗代
表性项目名录。

本月中旬，一场古朴庄重的开窑仪式在
延平区大横镇康石村举行。翠竹掩映间，一
座 20 余米长的通天龙窑纵贯山脊，蔚为壮
观。据茶洋窑非遗传承人刘国华介绍，这是
延平区首座新建茶洋窑传统龙窑，于 2022
年首次开窑，一次可烧制茶盏3900多只。

“古窑依托水路将闽瓷珍品销往四海。
如今通过网路，打通了与世界各地交流互
鉴 的 渠 道 。”刘 国 华 说 ，茶 洋 窑 以 当 地 黄

（黏）土、高岭土、矿石釉加草木灰为原料，

因为含铁量和烧窑时保温时间较长，所以
釉中析出大量氧化铁结晶，可以“一色釉进
窑、一窑出万彩”。历经窑火淬炼后，“千盏
千面”的成品通过分选、分级，最快一周就
能上架流通各地。

多层次探求古窑新韵
张建忠说，随着茶洋窑知名度不断提

升，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继承和传播茶洋
窑制作技艺的行列。在延平区水南街，记者
就见到了一名新生代传承人胡紫薇。

彼时，她正在工作室带领几名中学生
体验陶艺。齐全的工具、年轻化的装修风
格、琳琅满目的手作陶器，让工作室看起来
更像是一处休闲小站。“瓷泥很软，沉心静
气、手部放松能更好塑形，慢慢来……”伴
随手与轮盘的微妙配合，软绵绵的塑泥料
如魔法般变成了有型有款的素坯。

在胡紫薇看来，茶洋窑吸收、融汇了诸
多窑系的技术成分，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是

其传世魅力所在。她自己也在不断创新，将
新的元素与茶洋窑盏相融合，塑造多样化
的产品。同时，通过工作坊的互动式体验和
陶艺课进校园等活动，胡紫薇还为茶洋窑
培养了一批“小粉丝”。

在政府层面，延平区近年来也在持续
发力。区里多次组织专家学者研究茶洋窑
历史文化价值，还引进相关文创企业入驻。
截至目前，在延平区注册的生产经营销售
茶洋窑系列产品的企业（工作室）共 47 家。
相关部门还在夏道、黄墩、大横、水南等乡
镇（街道）设立了 4处非遗传习所，通过传习
所开展师带徒、宣传体验、文化交流、非遗
进校园等活动 160余场。

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行动起来，致力传
承传统制作工艺。延平堇力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与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以“产、教、
研”校企合作模式，恢复茶洋窑陶瓷制作工
艺，为产业发展培养一批掌握理论知识和
娴熟技能的人才。

“我们创新生产了‘茶洋窑成功杯’‘茶
洋窑福杯’等器型，线上销售反响积极。”延
平区茶洋窑陶瓷协会秘书长薛宇泓介绍，
通过活化利用夏道镇的旧窑口及旧校址，
配套设立茶洋窑柴烧创业基地、电商中心
和直播间，实现了仓储一体式量产直销，探
索结合茶空间、水美+文旅乡村建设，计划
在未来搭建更具参与性的茶洋窑综合体。

闽江悠悠，青山依旧。但和当年不同，
茶洋窑重新走向世界，有了更宽阔的天地。
它不仅先后在海峡两岸（南平）纪念郑成功
收复台湾 360周年活动、福建省第十七届运
动会等活动中亮相，还被选为中国/乌兹别
克斯坦建交 30 周年活动、2022 年上海合作
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等重大活动的官方指定
用盏。

当前，延平正积极谋划制定茶洋窑行
业标准，严格行业准入和市场管理，加快实
施文物安全防护工程，持续完善遗址保护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开展茶洋窑考古遗址
公园规划、申报工作，为打响茶洋窑海丝明
珠文化品牌深植发展动力。

延平茶洋窑延平茶洋窑：：闽瓷遗闽瓷遗珍珍 风华重生风华重生
□本报记者 姚雨欣 通讯员 詹国兵

800 多 年 时 光 ，
留给茶洋窑的，曾经
只 是 埋 在 深 山 人 未
识的神秘。作为见证
过 古 代 海 上 丝 绸 之
路荣光的外销瓷，借
助 考 古 发 掘 与 匠 心
传承，茶洋窑正在绽
放新的光彩——

张建忠选取制作茶洋盏的矿石原料。
黄杰敏 摄

俯瞰延平区首座新建茶洋窑传统龙窑俯瞰延平区首座新建茶洋窑传统龙窑。。 延平融媒体中心供图延平融媒体中心供图

今人创作的茶洋盏作品 黄杰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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