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峡新闻部 责任编辑：张维东 美编：郑伟 电话：（0591）87095436
2023年9月26日 星期二 7海峡

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 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

海丝科技 领航未来
8 月 30 日，福建高速集团海丝高速服务乡村振兴典型

示范路福泉“沿海科技路”全面完工。这条位于泉州驿坂服

务区至莆田赤港服务区之间的智慧高速，全长 56 公里，从

智能建造、智能管养、智慧出行三大板块对原路段实施提

质升级，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助力沿线交通运输、产业发展

等驶入“智慧路”“高速路”，服务乡村振兴。

项目创新应用隧道洞壁亮化等九项新技术，开展车

路协同试点项目，实施全省首个隧道智能机器人、ETC 匝

道预交易系统等智能管养、智慧收费站、智慧服务区建

设，取得一批切实管用的成果。此外，科技路全面提升沿

线路域环境，优化服务区消费环境，打造 3 个党群活动中

心，搭建企地共建桥梁;通过与地方组织联盟、活动联办、

阵地联建等形式，赋能沿线收费站、服务区产城相融新功

能，带动周边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助力高质

量发展。

（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林雨杉） □专题

近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双满意”（平潭红色榕光）共产

党员服务队走进位于上楼村两岸青年创业园白玉蜗牛示范

养殖基地开展“亲情服务台商我当先”主题实践活动。“非常

感谢供电公司的大力支持和高效服务，让基地用电更加安全

可靠！”白玉蜗牛示范养殖基地负责人、台胞傅韬丞点赞道。

该养殖基地是岚台农业交流合作的一个亮点，因养殖基

地扩大面积，新增的养殖大棚急需接入电源。得知情况后，国

网平潭供电公司迅速开辟业务报装“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安

排党员服务队深入实地勘察，现场协助办理用电业务，当日

就顺利为其接入电源，保障基地用电可靠。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台胞台商落地平潭发展，国网平

潭供电公司积极探索对台服务新模式，主动为台胞台企解决

用电问题，建立长效互动机制，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

平潭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先行区。

（张哲昊 高仁齐） □专题

国网平潭供电公司：
高效服务获台胞点赞

“您好，请您看下这份消防安全宣

传手册……”近日，在平潭金井片区沃

尾村，平潭综合实验区消防救援支队

“火焰蓝”志愿服务队正在走村入户，

开展消防知识宣传。

石头厝是平潭当地极具特色的传

统建筑，也是海岛居住文化的“活化

石”。但其石头结构及小窗小门的特

点，极易引发火灾。为此，实验区消防

救援支队成立组建志愿服务队，创新

志愿服务模式，启动石头厝防火“敲门

行动”志愿服务项目。

秉持“宣讲一户、排查一户”的原

则，实验区消防救援支队通过实地指

导、防火宣传、帮扶服务等方式，深入

农村家庭开展消防安全志愿服务，并

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及群众反馈、

关注的问题一一登记，帮助解决群众

的实际问题，助力形成“人人受到宣

传教育、人人增强防范意识”的社会

风尚。

此外，还紧盯残障人士、空巢老

人 等 重 点 服 务 群 体 ，深 入 石 头 民 居

安 装 独 立 烟 感 火 灾 探 测 报 警 器 ，手

把 手 指 导 群 众 正 确 使 用 消 防 器 材 ，

切 实 打 通 基 层 消 防 治 理 的“ 最 后 一

公里”。

实验区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指导

科 干 部 姜 正 阳 介 绍 说 ，支 队 还 培 养

吸 纳 了 一 批 来 自 各 行 各 业 的 消 防

志 愿 者 ，组 建 起 多 支 消 防 科 普 宣 传

队 伍 ，逐 渐 形 成 农 村 消 防 宣 传 志 愿

服 务“ 局 域 网 ”，最 大 限 度 延 伸 服 务

触角。

同时，还积极组织志愿者加强学

习消防安全知识与技能，并依托消防

救援站开放供志愿者培训学习，持续

提升消防志愿者开展宣讲、查找火灾

隐患、指导疏散演练等方面的能力。

数据显示，自志愿服务项目成立

以来，支队共开展超过 150 余场专题

课程，服务超过 1000 人次，培育志愿

骨干 200余人。

（张哲昊 陈丽钦 林泽鑫）□专题

平潭消防：入户服务暖民心 守护特色石头厝

融在“第一家园”
我在福建当教师③

让更多人了解台胞的抗日历史

“有人说我们是台湾的‘祖国派’
（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认同自己的中
国人身份，坚守知识分子的家国理想，
寄望祖国统一的台湾知识分子），也有
人称我们统派。现在我是新福建人，是
反‘台独’的爱国派！”今年是“九一八”
事变爆发 92周年，9月 18日，徐秀慧格
外忙碌，人在上海的她参加完“日据时
期台胞家族抗日救亡历史图文展”，又
接着出席一场台湾抗日历史研讨会。

2019 年，对徐秀慧的人生是个分
水岭。这一年，她接受福建师范大学的
邀约，一家四口从台湾搬到福州定居，
成为文学院的一名教授。

“台湾民众一直都有光荣的爱国
主义传统，不仅最早奋起抗日，而且还
跟大陆同胞一道打败日本侵略者，让
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一直研究这
一领域，关注岛内家族的抗战史和爱
国故事，就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知道这
段历史，知道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
共同体。”徐秀慧的丈夫叶蔚南是台湾
抗日爱国作家叶荣钟之子，因而她心
中的家国情怀如灯塔般，“指引着我回
到祖国”。

身处大陆看台湾，徐秀慧的视野更
开阔了，岛内现况让她痛心不已。“一方
面，岛内部分民众受民进党蛊惑，变得
是非不分，统派学者的空间越来越窄；
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的‘去中国化’行
径，使得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文言文
比例被大幅压缩，他们还篡改历史课
纲，把‘中国史’并入‘东亚史’。这种数
典忘祖的做法严重影响岛内青少年的
文化素养和历史观。”

徐秀慧一直在思考如何传播正确
的历史观，而这也成为她学术研究的
出发点。

几年的潜心研究，徐秀慧收获颇
丰。徐秀慧和台湾的吕正惠教授合作
向省社科院申请的“雾峰林家与闽台
近代革命史”研究项目成功获批。《乙
未割台以来“台湾回归祖国思潮”之史
料整理与研究（1895—2022）》，获得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30 万元的资助。徐秀慧的专著《两岸

“文艺大众化”的民族叙事研究》也申
请到 25 万元的国家社科基金。徐秀慧
坦言，“台独”势力一直想抹去台湾先

贤的抗日史实，而她想通过研究把爱
国台胞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找回应
有的话语权，“传承历史记忆，才能建
构国家认同”。

“来大陆舞台更大了，孩子也有更
好的教育环境。”来闽四载，事业生活

“甜如蜜”，一双儿女发奋读书，徐秀慧
的故事“未完待续”。

妈祖文化的“摆渡人”

“正月正，牵新娘，出大厅。二月
二，土地公，搬老戏。三月三，桃仔李
仔，双头担……十一月，挨圆仔粹。十
二月，卖饭春花。”

翻开《闽台岁时年俗中的“福”文
化》一书，一首朗朗上口的岁时歌映入
眼帘，它将闽南一年四季的年俗与农
事生动展现出来，字里行间是道不尽
的闽台缘。

书的作者，是莆田学院妈祖文化
研究院教授林孟蓉。2018 年，大陆“31
条惠及台胞措施”出炉，向台湾教师发

出“招贤令”。同年，林孟蓉自台北来
闽，与“妈祖故乡”结下不解之缘。

教书育人之外，求索科研路，攀
登学术高峰，是在闽台湾教师的“心
头好”。乐当妈祖文化“摆渡人”的林
孟蓉也不例外。“大陆很重视台湾老
师 的 科 研 工 作 ，许 多 政 策 也 与 此 相
关 ，像 妈 祖 文 化 、民 俗 信 仰 、民 族 历
史 等 领 域 的 研 究 ，都 鼓 励 我 们 申 报
课题。”

从小拜妈祖、吃妈祖面的林孟蓉，
将研究目光放在了妈祖文化与经贸发
展上。2019 年，她的课题《“一带一路”

视野下台湾地区妈祖文化与海上经贸
关系研究》，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妈祖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联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我想把以‘立德、行善、大爱’为精神内
涵的妈祖文化传播出去，带动两岸更
多年轻人去传承。”

早期，台湾经济发展与妈祖信俗
关系密切，商业组织与宫庙组织合二
为一，不少商帮都会供奉妈祖。台湾地
方经济的商贸核心主要依附于港口附
近的妈祖庙，人来物往，带动了商业经
济发展和港口城镇繁荣。

“一有空我就跑各地的妈祖庙，跟
村民交谈，研究妈祖信俗的传播路径，
了解妈祖文化在台湾社会经济变迁中
的影响力。”从台湾北海岸到南部，林
孟蓉“打卡”的妈祖庙不下数百间，素
材本越来越厚，她也愈发感知“两岸文
化同根同源”。

“福”文化，赋予了林孟蓉更多学
术灵感。在闽台两地，许多节庆、习俗
蕴藏丰富的“福”文化，这也是她撰写

专著的初心。“台湾的许多民俗源于福
建，闽台处于同一民俗文化区，是中华
文化一体多元中的‘一元’。”林孟蓉
说，明清闽人迁台，将福建的饮食、信
仰、民间技艺等带到台湾，也将“福”文
化的多元样式带了过去，形成丰富的
人文景观，“从中可以看到闽台文化的
共通性和历史的一脉相承”。

回归源头的“斜杠人生”

教师、学者、文化传播者……施沛
琳在福建“解锁”了多重身份，用“斜

杠”形容一点不为过。
在台湾台南长大的施沛琳，曾在

台湾当过 20 多年记者。2007 年，她考
入厦门大学深造，5 年后博士毕业的
她来到闽南师范大学执教，迎来了事
业的“第二春”。

由于对闽南文化情有独钟，施沛
琳带着学生走出课堂，深入乡村实地
调研，记录古民居面貌，整理编辑村民
的口述史，并制成纪录片。别具一格的
授课形式，让她深受学生喜欢，先后获
得学校“最美教师”、“福建杰出人民教
师”等称号。

“无论南音、木偶戏，还是石头屋、
蚵壳厝，都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例证。追
寻这些记忆的过程，就像找寻母亲的
怀抱，可以透视两岸的渊源与变迁。”
施沛琳说。

记者出身的独特视角，让施沛琳
做起研究来得心应手。2015 年，她主
持的课题《台湾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
承与保护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
项。“台湾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重要成员，他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独特瑰宝。研究两岸高山族一脉相
承的历史事实，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
的传承，也有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文
化认同。”在施沛琳看来，台湾少数民
族也认同中华民族，希望跟大陆各民
族加强交流。

对族源的探索，也是她观察的重
点。深入阿里山邹人部落、花莲阿美人
部落、南投赛德克人部落等调研，她摸
清了台湾少数民族的“家底”及族群起
源。“从族源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看，台
湾少数民族大多是从大陆迁移过去
的，以闽粤为主，跟大陆有同源关系。”
施沛琳的研究，跟当前考古界的观点
不谋而合，即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
岛语族起源于大陆东南沿海，根本不
是“台独”分子声称的与大陆无关的

“南来说”。
2021 年，由闽南师范大学策划的

《台湾通史》（六卷本）出版发行，展示
了台湾从远古到现代的发展历程，以
翔实史料证实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负责现代卷，这段从台湾光复

到两大政党轮替的历史，从客观角度

阐述了两岸关系的变化，向大家展示

了‘ 两 岸 好 ，台 湾 才 会 好 ’的 至 理 箴

言。”施沛琳说，台湾的历史被扭曲了，

对台湾历史正本清源她责无旁贷，“希

望这套书能入岛普及，向岛内传播正

确的历史观”。

课堂上师生相见欢，田野里调研

硕果丰……来闽 16 载，施沛琳的“斜
杠人生”愈加丰满。“现在的我，回到了
文化的源头。”

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主持课题主持课题、、出版著作出版著作……在闽执教的台湾教师们走进田野大地……在闽执教的台湾教师们走进田野大地，，开展中国开展中国
文化文化、、历史历史、、民族等领域研究和成果应用民族等领域研究和成果应用，，培育两岸青年共同的家国情怀培育两岸青年共同的家国情怀——————————————————————————————————————————————————————————————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本报记者 刘深魁 文/图

徐秀慧（第一排左一）和家人在福州三坊七巷参观交流。

林孟蓉参加学术活动。施沛琳（左）在了解非遗闽南木版年画制作技艺。

本报讯 （记者 潘园园 通讯员
林桂芬 曾晨 刘钦赐 文/图） 22 日至
25 日，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50 多名
港澳台侨青年代表欢聚漳州芗城区，
开展一场同心交流之旅。

交流团一行参观了漳州市博物
馆、闽南革命历史展览馆、林语堂纪
念 馆 等 ，了 解 漳 州 市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底蕴。走进金峰开发区，考察东方
科 技 、科 华 技 术 、雅 歌 乐 器 等 企 业 ，
感 受 家 乡 日 新 月 异 的 发 展 变 化 。体
验剪纸、布袋木偶、木版年画等非遗
文 化 ，用 闽 南 文 化 点 亮 四 海 青 年 交
流之路。

24 日，漳州市芗城区港澳台侨同
心会客厅揭牌，打造一个集学习座谈、
联谊交友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会客厅，为
港澳台侨畅通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平台。

“我们从小就听家里老人说一口
流利的闽南话，但是我们对家乡的历
史认知并不多。通过这次活动，从历史
文化到科技经济都有近距离感受，让
我们更了解家乡的文化和发展现状，
收获满满。”香港漳州市区同乡会副理
事长兼青委会主任、香港家居有限公
司董事长郭文宗说，“更重要的是，我
们看到了很多机遇，希望未来能带领
更多香港青年回家乡参观学习，促进
两地交流共谋发展。”

活动中，台胞、厦门银行漳州分行
客户经理邱奕翔结识了不少港澳青
年，相谈甚欢。“漳州和台湾在文化、饮
食、建筑等方面相近，我在这里就像回
到家一样。”他说，“相信只要大家同心
同行，就能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和同
胞的心灵契合。”

漳州举行港澳台侨青年同心交流活动

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团一行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团一行
参观漳州古城木偶艺术展示馆参观漳州古城木偶艺术展示馆。。

本报讯（叶碧玉 李向娟/文 陈
佳森/图） 24 日，2023 年“中国寻根之
旅”夏令营福建丰泽营的营员们走进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感受中华书法之
美，体验花灯制作技艺。

本次夏令营的主题为“寻根之旅
世遗泉州 悦见丰泽”，由中国侨联主
办，福建省侨联、泉州市侨联、泉州丰
泽区侨联承办。

在书法课上，为了让营员们体验
汉字的艺术美，老师通过讲练结合的
方式，向学生们讲解了文房四宝、笔墨
纸砚的基本常识与使用要点，从中国
书法最基本的握笔、运笔方式开始，循

序渐进地介绍中国书法传统的要领以
及字体的整体结构与布局把握。营员
们在老师和志愿者的指导下，挺直身
板，在一撇一捺地书写中感悟汉字之
美。

泉州花灯是中国著名的特色传统
工艺品，于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遗名录。在老师介绍讲解后，营员
们开始学习制作花灯，搭建、组装、固
定……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一盏盏
精美的花灯出现在大家手中（如图）。
通过本次活动，营员们不仅感受到非
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对丰富多彩的
闽南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挥墨习书法 巧手做花灯

2023“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走进泉州

本报讯（记者 全幸雅） 23 日至
24 日，第二届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
闽江论坛在福州举办。近 200 名来自
海峡两岸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
者、乡建乡创代表等参加活动。

论坛以“深化乡村产业合作·推进
两岸融合发展”为主题，由闽江学院主
办，海峡两岸乡建乡创发展研究院、闽
江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承办。论坛共

收到两岸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
的论文 70多篇。

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深化两岸
乡村产业合作”“推进闽台乡建乡创发
展”“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研
讨，并实地参观考察了连江县安凯乡
同心村、黄岐镇古石村，近距离感受两
岸乡村融合发展的成果。

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闽江论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