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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为了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
旧中国寻找救国之路，李大钊东渡日本，开启了
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今夏，李大钊故乡河北省乐
亭县李大钊纪念馆工作人员一行来到日本，追
寻红色足迹，并开展相关文物、资料的查询、征
集工作。

1913 年冬，李大钊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
赴日留学，住进了东京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并
于 1914 年 9 月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
学科学习。

如今的早稻田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又名信爱
学舍，是早稻田大学为留学生提供的宿舍。睹物
思人，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英表示，虽然建
筑经过翻修，但是当年，就是在这里，李大钊接
触到了关心留学生生活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
矶雄。安部矶雄是最早把社会主义思想引入日
本的先驱。

在早稻田大学历史馆，工作人员为于海英一
行展示了李大钊留学期间的学籍卡、成绩单、缴
费记录、学习科目等重要史料的原件，并提供了
高清复印本。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于海英等人找
到早稻田大学保存的1927年4月的《朝日新闻》，
并查找到该报刊登的多篇关于李大钊被捕及牺
牲的相关报道，丰富了李大钊纪念馆的馆藏。

早稻田大学副校长、早稻田大学历史馆馆
长渡边义浩表示，这是李大钊纪念馆工作人员
首次赴日并与早稻田大学进行交流，双方签署
了合作研究李大钊的协议。未来早稻田大学还
将联合北京大学，搭建中日两国、三个机构共同
研究李大钊的平台，通过史料共享、研讨交流、
互派学者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完善李大钊相关
研究工作。

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鼎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
本友人宫崎滔天位于东京池袋地区的旧宅里，至
今珍藏着一个世纪前该家族与诸多中国革命人
士交往、交流的相关书信、实物等珍贵史料。

宫崎滔天曾外孙宫崎黄石说，他的曾外祖
父与李大钊交往密切，也深受李大钊信赖。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为
帮助北大学生来日本，特意写信给他的曾外祖父。

于海英表示，在日本留学是李大钊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对其社
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通过此次交流，我们更加深刻地理
解了李大钊把个人命运融入祖国命运之中、为救国理想而奋斗的
重要历史。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李大钊身边人物的相关调研，
以及对其同期中国留学生的相关研究，希望能与早稻田大学、北京
大学一起不断完善李大钊相关研究工作。

2032 年是早稻田大学建校 150 周年，目前该校已经开始着手
新校史的编纂工作。早稻田大学国际部东亚部部长江正殷告诉记
者，李大钊相关研究成果也将写入该校 150 周年校史。此外，早稻
田大学还计划在校历史馆推出 VR 形式的李大钊传记，供更多师
生了解、学习李大钊的生平和精神。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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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正在晋江举行的福建省 2023
年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进入第
三个比赛日。连日来，来自我省各地的
20 支基层球队在英林镇东埔村、永和镇
西坑村、东石镇光渺村、东石镇萧下村
等四个赛区进行激烈的小组赛角逐。记
者连日采访发现，我省这场在乡村举办
的“村 BA”，不仅是令篮球爱好者无比
欣喜的体育赛场，更是文体旅融合的大
舞台，为乡村百姓在家门口奉献的一场
文体旅盛宴。

闽南乡土文化 惊艳登台

“村 BA”不仅是一场篮球比赛，更是
乡土文化的独特诠释。在比赛开战之前，
充满福建特色和闽南乡土气息的非遗文
化盛宴就博得满场喝彩——

在东埔村赛场，活力四射的刣狮，瞬
间刺激了现场观众的肾上腺素；喜闻乐
见的高甲戏，生动逗趣的表演，引得现场
掌声不断。萧下村赛场上，蜚声乡里的村
南音剧团上演精彩剧目，舞狮队也精锐
尽出，精湛的演出，让现场的男女老少直
呼过瘾……

“我们可以说拿出了村里的‘看家绝
活’，就是为了能够体现咱们福建特色，
让更多的球迷和观众领略闽南文化。”萧
下村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萧华阳说。

原汁原味的文艺表演，让外地球迷
十分惊艳。“在福建‘村 BA’开幕现场，我
们感受到了鲜明的闽南特色。”福建省篮
球协会主席刘玉栋表示，还可以在中场
休息多开展一些民俗文化活动，让乡村
气息更浓厚一些。他还建议让球迷同声
唱响闽南人熟悉的歌曲《爱拼才会赢》，
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

不 只 文 化 活 动“ 村 味 儿 ”浓 郁 ，此
次“ 村 BA”的 奖 品 也 相 当 接 地 气 。据
悉 ，这 次 大 赛 冠 军 球 队 的 奖 品 是 一 头
猪，亚军球队的奖品是一只羊，季军球
队的奖品则是一担鲍鱼。此外，还有紫
菜、土笋冻、肉粕等充满晋江“古早味”
的奖品。

“赛事奖品不仅要契合‘村 BA’主
题 ，还 要 展 现 晋 江 当 地 特 色 。届 时 ，紫
菜 、肉 粕 、绿 豆 饼 、蜜 饯 、面 线 、风 吹 饼
等晋江‘古早味’美食也将作为奖品被
送 到 各 支 球 队 手 中 ，让 各 位 参 赛 运 动
员一饱口福。”晋江市农业区划中心副

主任林英泼说。
在东埔篮球场的旁边，还有一个福

建省“村 BA”优质农产品展销直播专区，
通过网红直播带货，展销晋江本地的农
产品。“这次直播主要是宣传晋江本地的
地标产品，有土笋冻、晋江紫菜、衙口花
生等。”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晋江知
名新农人洪良彬正不遗余力为家乡农产
品代言。

文体旅融合 渐入佳境

因为“村 BA”，四个赛区的灯光篮球
场成为近些天万众瞩目的最强热力场。
而赛场之外，集中了各式特色的夜市，则
成了人气最旺的地方。

8 日下午 4 时，东石镇萧下村的村民
黄亚龙早早来到篮球文化广场，占好位
置整理好餐车，就麻利地准备起土笋冻、
四果汤、海蛎煎等食材，为夜市开张后的
销售高峰做准备。“摆摊两个晚上，每天
的纯收入有四五百元。”黄亚龙笑着说，
她平时在工厂做手工，一天能赚 100 元，

“村 BA”带动的夜市经济，也提供了村民
增收的机会。

“每逢有比赛，营业额能达到日常的
两倍。”在东埔村篮球场边经营小卖部和
卖四果汤的吴美容说。“我们专门在篮球
场的旁边规划了一个地方，有 50 多个摊
位，免费给村民摆摊，本村和附近乡村的
村 民 都 可 以 摆 ，而 且 还 有 专 人 打 扫 卫
生。”东埔村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吴晓东
说，乡村篮球赛的发展，带动了晋江当地
文旅产业的发展。

晚上一起看球，白天相约旅游。“村
BA”也是推介乡村旅游的好机会。“我们
特别推出了‘海誓山盟’乡村游专线，让
大家体验闽南乡村乐趣。”英林镇镇长柯
荣围介绍说。

“文体向来不分家，我们打出了旅
游推介‘组合拳’。”晋江市文旅局局长
蔡晖介绍，赛场之上，比赛间隙大屏幕
上滚动播出文旅宣传片；赛场之外，接
待 酒 店 都 配 发 旅 游 指 南 和 宣 传 手 册 ，
并 接 受 运 动 员 、教 练 员 及 球 迷 的 旅 游
定制……

福建“村 BA”，给晋江乡村带来了
人流量。在这个既是赛场又是“秀场”的
舞台上，一场文体旅融合大戏正在精彩
上演。

“村BA”：是赛场，亦是“秀场”
□本报记者 王敏霞 肖榕 通讯员 陈文经 林晓燕

8日，作为分赛区的晋江市东石镇萧下
村，已经举办了4场全省“村BA”的小组赛。

“这些天我几乎都没怎么去厂里，几
乎全部的时间都在筹备和组织这场省级
赛事。”晋江东石振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肖英津说。

肖英津是一家有着 100 多名员工的
企业领头人，也是萧下村篮球协会副会
长。他最近忙到“飞起”：6 月 23 日，牵头
成立省村 BA 筹备组；6 月 26 日，省村 BA
晋江赛区预选赛在萧下村举行，3天比赛
6 场；6 月 29 日、30 日，随东石镇队到池店

打了两场淘汰赛……这些天，肖英津都
是早上 8 点到厂里，用 1 至 2 小时布置工
作任务、安排生产，随后就投入“村 BA”
紧锣密鼓的工作中，厂里有什么事，他都
是在手机上遥控。

为什么投入这么多时间、如此大精
力到“村 BA”上？“因为喜欢，因为对篮球
的热爱。”肖英津笑言。

肖英津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份热爱。
在他的记忆中，萧下村一直是篮球强村，
不仅获得过东石镇基层篮球赛的四连冠，
其“昭福圣公杯”移风易俗篮球邀请赛已

经连续举办了 4届，轰动乡里……对于这
些比赛，肖英津都是出钱出力。

“萧下村篮球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
保持较高水平，与企业家的鼎力支持分不
开。”萧下村支书、村主任萧华阳说。萧下
村是远近闻名的“伞村”，有 100多家制伞
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涵盖了制伞的全
产业链。和肖英津一样，村里的企业家都
对篮球运动十分支持。连续四届移风易俗
篮球邀请赛，每届费用都要二三十万元，
八九成都是企业赞助。2016年村里建设灯
光球场的费用，六成多也是企业赞助。

联发雨具、佳兴伞业、富裕伞骨配
件……在航拍镜头下，全省“村BA”的萧下
赛场四周，会看到很多本村企业的名称。“这
些都是踊跃提供赞助的企业，已经有50多
家了。”肖英津说，为了活跃赛场气氛，还有
好几家企业提供了雨伞产品供现场抽奖。

在灯光球场边的一间屋子里，摆满
了大大小小的奖杯还有各式奖牌，见证
着萧下村篮球队多年来取得的不菲成
绩。“我们不遗余力，就是希望办好这次

‘ 村 BA’，把 福 建‘ 村 BA’的 名 号 打 出
去。”肖英津说。

“不遗余力，把福建‘村BA’的名气打出去”
□本报记者 王敏霞 肖榕 通讯员 陈文经 林晓燕

（上接第一版）
天幕低垂，夜色朦胧，数以千计的男

女老少涌向村中最大的空地，聚拢在临时
搭建的戏台周边。台上，在管乐铿铿锵锵
的伴奏下，抑扬顿挫的说唱接续响起，如
袅袅炊烟飘向远方。台下，村民们或聚精
会神看戏，或三五成群侃天说地，欢笑声
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附近，售卖饮品、水
果、棉花糖、冰糖葫芦和各式玩具等商品
的摊贩热情洋溢地吆喝着，牵动着孩子们
的喜怒哀乐。

类似画面，成为许多人难忘的童年回
忆。在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的乡村，戏曲的
这种场景功能屡见不鲜。元宵节及其前后几
天，伴随着各种民间信仰和民俗祭祀活动的
轮番举行，闽南地区过年的热闹气氛达到了
顶点。此时，散落于群山中的各个乡村，总免
不了要搭台唱戏，通过一出出高甲戏聚拢人
气、活跃氛围，将年味推向高潮。晚饭后，自
带板凳提早去占位置，等待电影和高甲戏的
开场——想起儿时的这一幕，不少走出山村
在外打拼的闽南人难免心生怀念。

如今，不少村庄已经没有了正月十五

前后放映电影的节目，但是看高甲戏的过
节“配置”依然延续了下来。今年迎来了疫
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首个正月，时隔三
年，在闽南多个乡村的节庆活动中，高甲戏
再度上演，现场盛况一如既往。有人特意赶
在元宵节村中演戏之时赶回来看一眼，拍
几张人群围观戏台的照片，然后配上“今年
很热闹”之类的文字发在社交平台上。

由此观之，在乡村，看戏不只是看戏，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戏台不仅搭建起了演
员们展示才华的舞台，还衍生出了集众多
功能为一体的应用场景，为观众带来更多
样的体验——而这或许是戏曲振兴的一个
优势。

对于带有媒介或文化属性的事物（技
术）而言，应用场景的不同将导致迥异的结
果。以广播电台和电影院为例，二者的市场
都曾经因电视机的出现而受到极大冲击，
后又由于使用场景的改变而重获新生。其
中，汽车的普及改变了广播的命运，大量司
机在无法兼顾驾驶与观看视频的情况下，
通过收听广播电台获取资讯或者娱乐体
验；电影院的“重振雄风”，除了受益于 3D

电影技术的发展之外，也离不开其可以为
情侣等群体创造的绝佳约会场景——在电
影院里，人们置身于相对安静舒适的环境
里，吃着爆米花、喝着饮料，享受着视听盛
宴带来的放松和快乐。

场景功能不仅有助于传统戏曲突破困
局，还可为乡村振兴凝聚更旺人气、注入更
大活力。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近年来，伴随
着城镇化的推进，不少农村平时冷冷清清，
大量村民普遍缺少公共文化生活，靠刷手
机打发时间。鉴于此，人气不足、活力有限，
已成为横亘在许多乡村发展道路上的一大
阻碍。

婀娜多姿的扮相，深情婉转的唱腔，优
美典雅的台步……戏曲的魅力以及其带来
的感官享受，只有身临其境方能全方位领
略。另一方面，戏曲表演传递出的积极乐观
的生活气息，能弥补农村精神生活贫乏的
不足，在丰富精神生活的同时，还能刺激乡
村消费市场。

不过，要发挥好戏曲的场景功能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还须破解诸多难题。硬件方

面，农村的戏台大多是临时搭建的，条件有
限，冬缺热水夏无空调，这对送戏下乡的演
员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有的戏对舞台要
求较高、所需道具庞大，只能在专业剧场表
演，比如，安溪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创作的优秀剧目《李光地》荣获省第 27届戏
剧会演多项一等奖，但正是由于乡村的硬
件缺陷，至今还未能到李光地的故乡安溪
县湖头镇上演首秀。

此外，资金的匮乏和人才的短缺也是
重要的制约因素，不仅制约着戏曲下乡，也
影响着剧团自身的运营。剧团只有实现自
身的良好发展，才能为村民们提供更优质
的文化服务。这些年，文艺院团经营困难、
演员收入较低、人才流失严重等现象对行
业健康发展形成了阻力，今年以来，相关热
点新闻一度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也得到了
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并转化为实打实的
帮扶举措。

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一个是传统文
化的瑰宝，一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
义，相信戏曲和乡村的“牵手”终将上演“双
向奔赴”的振兴大戏。

6 日至 8 日，60 多名省内外大学生来到连城县四堡镇雾阁村
的中国雕版印刷陈列馆，体验国家非遗古雕版印刷、锡器制作、
庆灯（花灯）制作、游龙等活动。该馆于今年初开馆，开设雕版印
刷、锡器锻造、花灯制作等非遗项目。

邹善水 邹凤勇 摄

小球迷在比赛中场投篮小球迷在比赛中场投篮。。网红在直播比赛网红在直播比赛。。

选手在选手在 99日的比赛中日的比赛中。。

99日晚日晚，，观赛球迷来到永和镇西坑村文化广场夜市一饱口福观赛球迷来到永和镇西坑村文化广场夜市一饱口福。。

（上接第一版）城厢区加快推进中电科创城产业园、“专精特新”产
业园、太湖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园等园区建设，着力打开产业发展空
间……今年上半年，莆田有 271 个项目分三次集中开竣工，总投资
约 1900亿元，营造出良好的项目攻坚氛围。

项目建设关键在人，也在于组织合力。莆田依托 12 条重点产
业链，推动产业链牵头部门、骨干企业同上下游项目企业结对联
建，在“链上”设立党建联盟，引导党员创先争优、比学赶超。截至目
前，“链上党建”协调解决问题近 600个，兑现资金 4000多万元。

与此同时，莆田还注重招大引强，旗帜鲜明讲“亩均效益”，加
强各级党政“一把手”招商、以商招商等工作机制，不断补链、延链、
强链，夯实产业底盘。今年上半年，莆田对接产业类招商项目 151
个，计划投资 1405 亿元。其中，新签约项目 109 个，计划投资 722 亿
元，签约率达 72.2%。

“优化服务措施，推动政策创新、模式创新、路径创新、方法创
新，有力破解要素问题，实现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莆田市
主要领导表示，将深入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
树牢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
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市。

莆田：“链长”带头，重点产业链建设加速

（上接第一版）
与泉州芯谷安溪分园不同的是，美岭智慧产业园则是以完善

的配套设施，吸引优质企业拎包进驻。
走进永春县美岭智慧产业园，记者看到，这里几十台打桩机、

吊机一字排开，100多名工人正在紧张施工中。“这个智慧产业园总
规划面积 187.1亩，由老厂房改造后，设计了多种厂房，兼容多重功
能，满足各类企业生产、经营、办公需要。”美岭智慧产业园招商经
理郑丽真告诉记者，目前，已有 18家企业与智慧产业园签订入驻协
议，布局香醋、瓷产业的上下游企业、电商行业和仓储物流业等。

推进“工业上楼”，提高亩产效益，也是泉州推进工业园区标准
化建设的另一要义。

近日，省重点项目泉州市鲤城高新区科创中心项目全面封顶。
“我们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室外工程建设，部分厂房将陆续交付
使用。”该项目施工方负责人苏鸿亮告诉记者，项目总投资 9 亿元，
定位光电子信息和新材料，将招引高新企业拎包入驻，推进“工业
上楼”，打造一座现代化的“垂直工厂”。

据统计，今年 1月至 5月，泉州工业园区累计完成投资额 211.0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超 379 亿元的 55.67%。“通过建园区、招项
目、用金融、搭平台，从‘筑巢’到‘引凤’再到‘造血’‘造生态’，高效整
合配置资源，不断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泉州市有关领导表示。

泉州：招优引强，以园区升级激发产业活力

聚焦全省聚焦全省
““村村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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