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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资金是关键。成为“国保”之后，当地文保

部门积极推动水美土堡群的修缮工作，从国家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和省文物局分别争取补助
近 800万元用于水美土堡的修缮。

系统性修缮工程拉开帷幕。
水美土堡群迎来了它的修复者，从事文物

保护工作近 30 年的沙县区博物馆馆长、区文
物保护中心主任林建棋就是其中之一。

林建棋对土堡群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倾注
了大量心血，他钻研土堡群建筑特色和历史文
化，收集相关资料，一路陪伴着水美土堡群从

“县保”“省保”到“国保”。
从 2018年起，林建棋便带领修缮团队编制

“双兴堡”修缮方案，测量构件、绘图制作……
仅前期准备工作就历时半年有余，林建棋隔两
天就要跑一趟水美村。如今，翻看厚重的双兴
堡修缮工程方案，405页皆是修缮团队的心血。

2020 年，双兴堡修缮工作终于正式启动，
每一处修缮都是细节与精益求精的结合。

“一定要修旧如旧。”林建棋一语道出其中关
键。双兴堡大厅致美堂的神龛就是其中的代表。

根据林建棋回忆，当时整座神龛已坍塌，
连支撑神龛的柱子都烂掉了。为修缮神龛，修
缮团队遍寻村中老人，根据老人的回忆和描
述，先将神龛的图样画出，经老人核对后，再进
行修缮。

有些修缮，还需要创新和智慧。双兴堡内
一些柱子早已腐朽，无法继续承重。林建棋和
修缮团队便采用了传统的墩接技术，将这些柱
子糟朽的部分“截肢”，再取来一截定制的粗细
相同的木材，在内部做出榫卯结构，与柱子保
存完好的部分衔接，为这根柱子换上“义肢”。

在“修旧如旧”中，除了修缮技法按照古
法，原材料的选取也十分重要。首选的原材料
是从老房子、老建筑中拆除下可用的，按照“以
大做小”的原则填补修缮。水美土堡中多用杉
木，而沙县所出产的杉木材质上乘，便充当了
原材料“后备军”。

“沿用早先的修缮材料，才能将承载着我们
乡愁与记忆的精神家园更好地守护。”林建棋说。

为了尽可能留下更多的原样构件，被拆下
来的石块、木料都要做详细检查，做到物尽其
用；墙体修缮皆采用本地的泥巴、稻草和石灰
作为原料；堡墙外围的石块也都先根据原先的
位置统一编码、标记、拍照，卸下堆放，等做好
前期修缮工序，再按照这些编码将石头一块块
垒起来，重新复原……

“这是一场抢救性修复。”林建棋坦言，但
无法急功近利，土堡的修缮不仅是完成当下的
工期，许多修缮要经过时间和自然的二次考
验：为保持墙体平整度，双兴堡跑马道堡墙内
侧在第一道修缮工序完成后，墙体要放置一
年，让其干透后再进行二次粉刷；新修的古堡
屋顶需要经过半年至一年的雨水测试，根据有
无出现漏雨情况进行调整……

这些年，政府与民间修缮力量已然形成合
力。今年 3 月，双兴堡修缮工程正式通过项目
验收，为下一步双元和双吉堡的修缮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土堡里的一砖一瓦凝结着修复者深沉的
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土堡的百年风华将再

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林建棋说。

振兴者：未来可期

随着修缮工作的开展，水美土堡群开始
“苏醒”。

如今，在“小红书”APP中输入“水美土堡”
四个字，可以搜索到不少关于水美土堡参观打
卡的笔记分享。

在这些笔记中，“小众”“游客少”“原生态”
是 网 友 们 用 来 描 述 水 美 土 堡 的 几 个 高 频
词 ——这对于不喜欢景点人群扎堆的游客来
说，很有吸引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说
明作为“国保”级的水美土堡还“养在深闺”，亟
待人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修缮进度成为制约水
美土堡振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双兴堡修缮完成
后，双元、双吉两个土堡的修缮也在推进中。

“修缮方案已在审批中，我们力争在 2025
年完成其他两座土堡的修缮。”林建棋说。

另一个制约因素是缺人。作为“国保”的配
套单位，沙县区水美土堡群文物保护所目前只
有所长陈志龙一人，人手捉襟见肘让陈志龙倍
感压力：“土堡修缮工作头绪多、事务杂、战线
长，急需能沉下心、肯吃苦的人加入。”

“85 后”村支书傅子靖身上，就有这么一
股精神。作为水美村的原住民，傅子靖对水美
土堡群的未来充满信心。

2021年，傅子靖带着在外所学回到水美村，
在村“两委”换届中当选为村支书，决心在家乡
一展抱负。“和众多的南方山区农村相比，水美
土堡群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在这位年轻的振
兴者眼里，“复活”水美土堡群，才能振兴乡村。

按照规划，水美村将以土堡群为核心，并联
其他三栋同样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把周边
的旅游设施发展起来。目前，村里已完成道路整
改和路灯安装，再过两个月，游客中心也将开放
使用。届时，将引入餐饮、住宿、休闲等项目。

村民张洪荧从周边的悄然变化中嗅到了
商机。去年，他的农家乐开张了，就地取材的简
易装修，自家栽种的瓜果蔬菜，主打的就是新
鲜接地气。

今年“五一”期间，前来参观水美土堡群的
车排成长龙。他的农家乐也每天爆满，没有预
订根本吃不上饭，这让张洪荧很是高兴。“现在
游客不多，农家乐还做不到常态化经营。”张洪
荧坦言，村里的人都希望土堡群能尽快修缮
好。“土堡本来就是我们的家，家修好了还能多
赚钱，大家都盼着。”他说。

在傅子靖看来，只要守得住当下的寂寞，
实现老张的梦想指日可待。

2022 年，水美土堡群被评为国家 3A 级景
区，并列为沪明文旅合作的特色景点，相关部
门还批复了门票收费标准。

但水美土堡群目前依然实行免费参观。
“我们希望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后，再开始收
费。门票收入也将成为提升村民收入和土堡群
修缮资金的来源，形成良性循环，吸引更多人
才回流乡村。”傅子靖说。

暮色苍苍，历经风霜的水美土堡群矗立在
山林间，寂然不语。虽古朴沧桑，却身姿挺拔，
正等待被唤醒，焕发曾经的荣光。

8日是“全民健身日”，在三明市，炎炎夏日丝
毫没有阻挡市民热爱运动的脚步。分布于全市各
地校园里的篮球场、足球场、田径场、乒乓球场，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挥洒汗水。

“推动 30 所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这
是 2023 年三明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
一。目前，三明这 30 所学校的体育场地全部完成
改造提升，并向社会开放。

场地开放 市民就近锻炼

上午 8 点多，三元区东霞小学内聚集了不少
前来运动的市民。恰逢休假的青年白领在环形跑
道上健走跑步，正值暑假的中小学生在足球场上
纵情奔跑，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操场一角跳起了健
身操，一股全民健身的朝气蓬勃之感扑面而来。

自东霞小学校内体育场地开放以来，家住附
近的林超文成了这里的常客，每逢天气良好的上
午和傍晚，环形跑道上总少不了他的身影。“以前
我常常沿着家附近的河边跑步，知道这里的田径
场对外开放后，我便将运动主阵地转移到这了，
这里的跑道更加专业，运动体验感更好，离家也
近。”林超文说。

学校体育场地的对外开放，为周边居民提供
了家门口的运动场所，也逐渐培养了市民到学校
运动的生活习惯。

在三明十中，只要天气正常，一早一晚，这里
都是周边居民健身娱乐的首选地点。夜幕降临，
微风徐徐吹来，场地灯光明亮，气氛尤其热闹。张
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显示，该校体育场地在寒暑假

期间，以无需预约方式向社会开放。周一至周五
的 18 时至 21 时，周末的 8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
15时至 17时 30分、18时 30分至 21时均为开放时
段，周边居民可在第一次进场时录入身份信息，
之后“刷脸”进入。

“我家孩子特别喜欢打篮球，小区周边没有
专业的篮球场，好点的场地则要付费使用，学校
篮球场的开放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他每
天只要一有时间就约同学去打篮球，运动过程中
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运动也变得更有动力了。”
步行 5 分钟就能体验设施齐全的运动场所，对于
这一新变化，家住三元区列西街道青山三村的冯
巧娟赞不绝口。

改造升级 满足多样需求

学校体育场地如何为市民提供更高质量的
服务？完善配套便民设施、加强场地改造提升，成
了体育场地开放前的重点工作。

“正式开放前，我们对各项目校的体育场地
情况进行了实地走访了解，听取学校相关负责人
的意见和建议，采用‘一校一策’的方式对各项目
校开展升级改造工作。”三明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负责人黄宣明介绍，该市结合学校实际，对校内
田径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休息区和
公共卫生间等活动区域进行了升级改造；针对部
分学校体育器材设施设备老化、数量不足等问
题，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换补充。

56岁的市民蓝先生是一名乒乓球爱好者，在
三明教育学院附属小学新开放的乒乓球场内，他

真切感受到了设施升级带来的良好运动体验。
“这里一共可以容纳 30 人，有不少乒乓球桌是最
近新增的，场地周围的灯光照明也很充足，不管
是白天还是晚上，随时都能和朋友来一场球技对
决。”自从有了运动新去处，蓝先生的生活过得更
充实了。

向社会开放的 30 所学校体育场地均得到了
升级改造。三明十中对足球场球门进行安全加固，
在篮球场围栏上增设运动科普宣传板；东霞小学
在开放前对篮球场、足球场、环形跑道等场地开展
安全检查，对存在隐患的地方进行修缮；三明学院
附属小学台江校区考虑到夜间是周边居民的运动
高峰期，在场地内加装夜间照明设施……

据悉，30所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这个为
民办实事项目，计划投资 900万元，目前已改造使
用资金约 260万元。升级改造后，三明市体育局通
过官方网站、当地媒体等各种渠道公布了学校名
单。笔者注意到，全市大部分县（市、区）都有 2 所
以上，主要位于城区人口较为集中地段。

把好关口 守护校园安全

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带来的好处有目
共睹，但也有家长担心，开放后是否会影响学生
的日常使用？原本封闭管理的学校开放后，校园
安全如何保障？

笔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各所学校对市民进
入体育场地大多采取了身份信息登记、人脸识别
等方式，并要求市民购买人身意外险。学校的开
放体育场地与未开放区域之间基本采取了防护
栏等物理隔离措施，实现两个区域的相对独立。
体育场地内安装了无死角视频监控设备，在对外
开放时段，还配备了多名工作人员定时定点巡
视，维持现场秩序。开放结束时，对登记入校的运
动人员逐个清场，实现入场清场闭环管理。

“每一位首次进场的市民先要将身份信息登
录道闸系统，每次进出必须刷个人身份证方可通
过。”三明学院附属小学台江校区校长吴世勇介
绍，“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我们正在研发线上预
约 APP，将在不久后实现智能化预约管理，为市
民提供更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为了确保体育场地开放后的校园安
全，三明市教育、体育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开放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各学校做
好场地管理协调；协同街道（乡镇）、社区（村）制定
场地开放的工作方案和突发事故处置预案，落实
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联合辖区公安机关，加强开放
时段校园周边治安巡查，及时处置纠纷警情，确保
体育场地开放与校园安全、文明和谐共存。

三明：为市民打造校园“健身圈”
□本报通讯员 梁梦婷

9日晚，市民来到建宁县城关小学运动健身。 陈晓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