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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乡村信息“高速路”

水清岸绿，家和人美，乡村振兴的锦绣
画卷正在八闽大地铺展开来。福建移动牢记
红色通信初心，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信息
活水”，大力推动 5G、物联网、千兆宽带等新
一代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智”赋农
业，以“质”惠乡村。

近年来，福建移动加快乡村地区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超 6 亿元在农村区
域建设 5G 基站超 2 万站，实现全省行政村
5G 覆盖率、信息化应用覆盖率超 90%，为广
大农村用户提供了优质网络服务，为赋能农
业现代化、农村产业升级、农民美好数智生

活打下坚实的网络基础，打通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信息“大动脉”，夯实助力乡村振兴的

“第一步”。
中国移动福建公司副总经理周胜在致

辞中表示，福建移动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
略，加速推进“治理智能化、产业智造化、生
活智慧化”的新农村建设，加快乡村新基建
和现代数字技术应用，打造乡村教育卫生、
养老健康、文化旅游、基层治理等数智乡村
应用场景，后续福建移动还将充分运用数智
化手段谋划“一村一策”，找到“一村一品”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打造“千万工程”的福建
样板，共创“村村通 5G、家家用 5G、人人享
5G”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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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乡村治理新平台

乡村治、百姓安。福建移动发挥数字优
势，因地制宜，助力政府打造集党建、综治、
惠农、看护一体的数字乡村平台，不断增强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依托福建移动自研基层综合治理平台和
视频AI算力两大核心能力，通过“一镇一屏”
加强农村政务信息化建设，增强村镇政府综
合治理数字化能力，大力开展“平安乡村”建
设……福建移动数字乡村平台已实现 3800
多个智慧乡村平台深度覆盖，通过AI+监控，
一双双雪亮的“眼睛”为村民站岗放哨，提高
了村居综治管理水平和文明卫生、维稳等工
作的效率。在基层党建上，村级党支部可在中
国移动数字乡村智慧党建系统中开展党务管
理、党务公开、党务学习等功能。“云喇叭”让

村委会人员可快速宣传发布村务通知等，确
保重要信息传播“无延迟”，有效推动乡村综
合治理精细化、数智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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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产业新发展

“来一场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怡然自得
的田园风光、特色美食和乡村民俗成为游客纷
纷打卡直播的“网红点”；农忙季，万亩稻田金黄
碧浪，无人飞播机、北斗农机、智慧灌溉、智慧水
利等多种机械化数字化作业极大提升农收效
率……福建移动助力建设智慧农业、智慧金
融、智慧文旅和产业升级等场景，大力促进移动
5G、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与农业生产
相结合，推动全省12个智慧农业项目落地，推
出智慧种植、养殖、畜牧、农机等智慧农业解
决方案,通过大数据和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控
水文、土壤、农田等生产要素，让农民足不出
户监控农作物生长情况。

在农产品产销宣传方面，通过“5G 助农
直播”创新农村增收方式，让永春芦柑、荔枝，
南安豆干，安溪铁观音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
山，通过“云直播”带货走进千家万户，咪咕直
播将“村BA”“村跑”的精彩赛况全程转播。在
乡村文旅方面，福建移动为永春县打造“畅游
永春”掌上全域旅游平台，实现对景区人流的
智能调度，助力旅游部门实现对景区的智能
化管理。在泉港，福建移动搭建峰尾镇诚峰村

“数字博物馆”，以 AR 全景漫游全方位展示
了峰尾古城村落的文化魅力和水密隔舱福
船制造技艺的独特文化，通过“云旅游”让古
城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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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乡村家庭新生活

福建移动致力于“老有所依、幼有所教”，
通过数智力量守护乡村振兴“一老一少”的美
好生活。在德化的偏远山村，为解决独居老人
看护难问题，福建移动打造了“基层综合治理
一体化服务平台”，对老人摔倒、烟火警情、异
常闯入等情况，通过AI算法分析视频监控数
据流，将自动告警推送至村镇管理人员；同时
福建移动充分整合生态资源，为乡村老人提
供了能用、好用、愿用、放心用的康养服务，通
过“福龄康养”平台为身处偏远地区的老人们
提供健康监测、远程问诊、在线购药等乡村康
养服务，还能实现健康数据自动上传，上传云
端，让子女能随时了解长辈身体状况。

在推进乡村教育数字化发展方面，福建
移动致力于消除城乡教育鸿沟，依托“5G 专
递课堂”打造零延迟的实时同步互动教学平
台，乡村的中小学课堂常态化关联到市级教
育在线一体化平台，优质的名校名师课堂一
屏“闪送”，将城市优质教育内容常态化接
入，让城乡孩子“同上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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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享村居生活新实惠

福建移动坚守心级服务初心，以优质通
信服务点亮农村幸福民生。

如今，一系列 5G 惠民权益产品覆盖了
购物、交通、医疗、终端等衣食住行方方面
面，通过福建移动“福小圈”权益平台等 5 个
中国移动 App，线上提供 24 小时不打烊服
务，手机一点即可便捷领取商超、医疗、助
农优惠体验券，为村民们打造一公里生活
圈，实现村居便民“幸福圈”。福建移动还将
建设千店万点渠道体系，通过“一镇一店”、

“一村一点”的服务覆盖，让村民们在家门
口也能便捷享受优质的移动服务体验。

5G正在串起一张庞大的信息“高速”网，它
打破时空界限，仿佛一条条“玉带”，萦绕在万千
乡间，链接起村庄与广阔天地，成为一张农民的
致富网、幸福网。福建移动将积极发挥数字技术
领域的优势，以“夯基、慧治、兴业、爱家、惠农”的
全方位建设，助推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活
数智化转型，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愿景化为
现实，让千万乡村家庭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与幸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移动”力量。

5G，绘就八闽乡村“新丰景”
福建移动在泉州举行 5G 助力乡村振兴产品服务发布会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
方向，也是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
内容，做好“三农”数智文章，才能
更好地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月 19 日，在国家级乡村治
理 示 范 村 、中 国 移 动“ 数 智 乡
村”、白鹤拳发源地——泉州永
春大羽村，福建移动举办 5G 助力
乡 村 振 兴 产 品 服 务 发 布 会 。会
上，福建移动以“5G 引领，点亮千
镇万村”为主题，在乡村 5G 新基
建升级行动的基础上，围绕“数
智慧治、数智兴业、数智爱家、
数智惠农”四个方面打造了一系
列平台、产品和服务，全面推进
中国移动“数智乡村振兴计划”。
会上，泉州市人大常委会、福建
移动、永春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共
同启动发布仪式。

会上，福建移动与中兴 、华
为、小米、荣耀、OPPO、VIVO 等
6 家厂商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联合福建广电、未来电视、易
视腾、福建星网等 10 家产业合作
伙伴共同发布了《乡村振兴倡议
书》，携手走好乡村振兴共商、共
建、共享的发展大计。现场，技术
专家还作了农村数字化发展趋
势的主题演讲。

福 建
移 动 联 合
福 建 广 电
等 产 业 合
作 伙 伴 共
同发布《乡
村 振 兴 倡
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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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珂） 日前，由福建省科技厅推荐并获批
立项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证素辨识和状态可测原
理的动静态中医临床评价方法学构建与示范研究”在福建中
医药大学正式启动。该项目是 2023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构建
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中医临床评价新体系。

启动会上，项目负责人、中医药大学校长李灿东教授详细
阐述了项目实施的目标和任务，解读了项目实施方案。会上成
立了以俞梦孙院士为主任的国内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项目指
导专家委员会，并颁发专家聘书。该项目研究启动预示着我国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将在动静态中医临床评价方法学领域迈出
坚实的一步，为开展以状态为核心的疾病临床评价方法提供
引领示范作用。

2023 年，我省社会发展科技领域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批准立项 5项，国拨经费合计 8075万元，二者都超过往年
数量。这些项目涵盖了中医药现代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
领域，将为助推“健康福建”和“绿色福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
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在榕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珂） 记者从福建省科技厅获悉，日前，
由厦门大学医学院承担的 2020 年重大科技专项“光声融合新
技术在乳腺癌临床精准诊疗中的研究和应用”项目通过专家
验收。项目自主研制的光声成像设备，在实现床旁诊断的同
时，把肿瘤识别精度提高到微米级，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乳腺癌是我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递
增，且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已成为小于 45岁女性因癌死
亡的首位死因，严重危害女性健康。该项目的新技术有助于减
少切缘阳性的发生，降低二次手术率，避免再次手术的费用；减
少复发转移，降低后续治疗费用；创伤小，术后恢复时间缩短，
并发症轻，缩短治疗周期，减轻个人经济以及社会医疗负担。

这一项目通过合成一系列兼具光声特性、肿瘤特异靶向
性、无明显生物毒性、稳定性良好的新型单模态和多模态分子
探针，利用探针的光声信号定位肿瘤，获取肿瘤的三维重建图
像，并在NIR-Ⅱ成像下引导术中实时评估肿瘤切缘，指导肿
瘤精准切除。项目通过以光声成像技术为核心的乳腺癌多模态
影像学评价体系，指导乳腺癌的精准诊断及术中外科切缘评
估，大幅度提高手术切缘阴性率，进而推进乳腺癌的精准诊治。

该项目迄今申请发明专利 9 项，获得授权 3 项；发表论文
23 篇（其中中科院一区 14 篇）；培养硕博士生 27 人；项目组成
员入选省级高层次人才 3人次。

我省成功研发
微米级肿瘤识别光声成像设备

本报讯（记者 张辉 姚雨欣 通讯员 陈志鸿 李福根）
近日，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光泽
县政府在光泽县举行校、地、企三方合作协议签约暨福建林业
职业技术学院圣农产业学院揭牌仪式，进一步探索产教融合
新路径。

据悉，光泽县将划转 157.5 亩教学用地建设圣农产业学
院，圣农计划投入不少于 500 万元，用于“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基础实训室建设。校、地、企三方将建立产业链、创新链、教育
链、人才链有效衔接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共同探索出一
条政府主导、院校牵头、企业融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打造集
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服务企业、学生实习就业等功能于一体
的产教融合共同体。

2000年起，该公司先后与光泽职业技术学校等联合办学，
设立“圣农班”，专门开设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专业，学生毕业
后安排至公司就业。2014年，圣农又与武夷学院共建福建省内
高校第一家产业学院——圣农食品学院。圣农提供多个食品
加工厂作为圣农食品学院学生实习基地，免费提供食宿并支
付实习补贴。2017 年 12 月投入运营以来，圣农食品学院每年
为圣农输送了一批批生产经营急需的技术应用型专业人才。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圣农产业学院揭牌

21 日，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组建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队
赴宁德市开展“追寻领袖足迹 赓续中华文脉”2024 年寒假社
会实践活动。学生们走进宁德时代、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
览、三都镇大黄鱼生态养殖基地，挖掘红色故事，开展社会调
查。图为学生们在参观宁德时代生产基地的新能源汽车电池
生产线。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晓凤 摄

21 日，由福州市文联、鼓楼区委宣传部和统战部主办的
“喜迎龙年‘创福传福送福’民间文艺进社区——2024 年原创
福文化作品进南街街道小柳、柳河社区”系列活动，在福州市
鼓楼区福文化站点集中启动。图为福州剪纸非遗传承人带领
学生们在现场剪纸。 本报记者 吴鹏 摄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
力量。在民族崛起之路上，一代代中国青年
勇立前哨，传递精神的火种。跨越百年，不同
时代的“新青年”该以什么样的姿态相逢，话
剧《前哨》给出了答案。1 月 12 日至 13 日，由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
烈士纪念馆）、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联合
出品的大型原创话剧《前哨》于福建大剧院
上演。该剧以左联五烈士的革命经历为主要
题材，在 5 名导演系研究生的视角下穿越时
空走进 20 世纪 30 年代，追寻左联五烈士敢
为人先、奋勇抗争的理想追求，探索他们内
心世界的纠纷与坚定，建构出当代青年与彼
时青年对话的通道。时空交织，热血相承，本
次“00后”演员占比近九成的《前哨》，以青春
的演绎传递当代青年对先烈的敬意，具有激
励青年赓续奋斗和树立文化自信的内在价
值，让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重温左联五烈士
的英雄事迹，自觉弘扬与传承“祖国至上”

“无私奉献”的龙华英烈精神。

““忆忆””与与““传传””：：
时空嵌套实现百年对话

《前哨》突破传统叙事结构，采用嵌套式
的叙述框架，即“戏中戏”形式，串联起左联五
烈士、青年王近、五名研究生三代人的故事，
形成了时空的多重转换。20 世纪 90 年代，王
近翻阅史料，创作出一部缺少开头与结尾的
剧本。剧本讲述了五位中国左翼作家柔石、胡
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在鲁迅先生的指引
下，开展左翼文化运动，遭到国民党秘密杀害
的故事。年轻的烈士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决绝？
他们就义时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2020年，为了补全导师王近的剧本，回答这些
不被历史记载的问题，上海某大学艺术院校
的五名研究生左浪、姚远、思铭、欣遥、之语一
起走进烈士纪念馆、查找历史资料，以剧本为
出发点，在自由的时空穿梭中探索五烈士的
人生与心灵世界，在感同身受中寻找答案。

在话剧舞台上，多个表演空间同时并
置，影像与戏剧表演的融合运用实现了空间

的折叠。穿着现代服饰的研究生走入 20世纪
30年代，与五烈士一同参加由鲁迅主讲的沙
龙活动（题图 郭斌 摄）。研究生坐在塑料高
椅上，而 30 年代革命青年们则坐在矮凳上。
来自侧幕的一道暖黄光束进入表演空间，洒
在学生的身上，照亮一代青年人的革命理想。
这样的结构并没有破坏作品的完整性与真实
感，而是以一种蒙太奇的方式将两个时空进
行合理融合和自然切换。苏维埃大会、文化沙
龙、鲁迅家宴、狱中放风、龙华赏花……在不
断闪回的交叉空间中，五烈士的心灵世界徐徐
展开，他们内心深处的亲情、爱情、革命情怀
令人动容。研究生对五烈士的态度从最开始
的疏离，到了解并逐步认同，最后他们发出
感叹：“你们不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和五
烈士有一点像吗？”从旁观到介入，再到自我
实践，先烈坚定的理想信念穿越百年，使不同
时代的青年人得到力量和鼓舞。

当代青年追忆烈士的种种过往，与其产
生跨时代的精神共鸣，以想象的方式打破时
空的对接，形成两代青年的对话关系。例如，
当与家庭断绝关系的殷夫失落地走在倾盆
大雨中，当代青年默默走近，为其撑起一把
伞；女监外，左浪跪坐着呼喊“冯铿”，隔着冰
冷的墙面，与鼻青脸肿的冯铿扺掌相望。即
使身处不同年代，但青年对祖国和人民的赤
子之心，总是相通的。《前哨》并不以展现宏
大的历史为目的，而以研究生的追问为切
口，在追问中不断开拓左联五烈士的精神空
间，开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通道。

左联五左联五烈士烈士：：
英雄与青年的双重身份

正如编剧黄昌勇所说：“诠释革命题材的
作品有一定的难度，只有摆脱模式化、说教式
的表达，才能吸引年轻人主动来看。”摆脱拔
高式、说教式的冰冷叙事，在艺术性与真实性
的平衡中展现人性人情的温度，是《前哨》的
创作追求。黄昌勇研究左联五烈士长达30年，
大量阅读历史文献，经过解读和消化，他将五
烈士的文章、诗作、家书中的内容通过事件、

细节呈现出来。视力差但走得快的柔石，李伟
森写给丁玲的《年轻的妈妈》，殷夫与兄长的
诀别……这些基于历史的艺术化呈现，凝聚
着真挚的情感，远比任何想象都来得热烈。

《前哨》将左联五烈士从刻在碑文与书
本里的名字，还原成五位有血有肉、可爱可
敬的进步青年，赋予了他们十分丰富的内心
波动与个性行为。五位烈士中有“损己利人”
的柔石，大胆向鲁迅表达自我看法的冯铿，
同情劳苦大众、正义感极强的殷夫……他们
既是英雄，也是青年，既有冲破一切阻碍的
锐气，也有天真烂漫的稚气。17 岁的革命青
年与身为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大哥诀别，大哥
对弟弟满是爱护之情，弟弟动容不已，但为
了理想与信仰毅然离去，独自一人于雨中悲
戚；年轻的母亲在狱外无助地打听她丈夫的
消息，年轻的父亲在狱中思念他的妻子与未
出世的孩子，他用筷笔写信，告诉妻子“一定
要相信我们的前途”；常在文学作品中以严
肃犀利形象示人的鲁迅，在话剧中也展现出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温情。家宴上，面对殷
夫想吃沙琪玛的请求，他说：“理论上是可
以。”但在殷夫道谢转身之后，他又慢悠悠地
说道：“但沙琪玛我只有一块。你吃了，我没
有了，还是不吃的好。”这些日常生活、儿女
情长的细节将人性的光辉与崇高的革命信
仰有机结合，写就以情动人的英雄史诗。

象征的象征的桃花桃花：：
理想主义的光芒

关押五烈士的监狱墙壁上刻着这样一
首诗：“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剧中，
桃花这一意象贯穿始终，耐人寻味。上海龙
华的桃花漫天飞舞，飞进教室里，夹在柔石
赠予冯铿的书签中，落在每一位中国青年
的心上。“等过完年，隔壁龙华寺的桃花就
该开了。”第三幕中，狱中的五烈士望着狭
小的窗口，陷入桃花雨的美好回忆。诗意而
浪漫的桃花雨将话剧推向高潮，五烈士在
花雨中谈笑嬉闹，对未来充满无限遐想。他

们赞美桃花不惧春寒料峭，不与腐朽的世
界同流合污。它就像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一
般，为青年带来光明的希望。新时代的研究
生坐在后方的台阶上，笑看眼前朝气蓬勃
的革命先烈。但随之画面一转，便是包含五
烈士在内的龙华二十四烈士被秘密枪决的
悲壮景象。接连的枪声中，滴满鲜血的花瓣
上，烈士们高呼正义、高呼革命、高呼人民。
他们喊出最后一句“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
抛”，随即倒在血泊中。昔日的狂欢之地，今
天竟成了牺牲之处。悲喜之间，给人以极大
落差感。

桃花，承载着五烈士的许多思考。他们
饱含希望，认为“我们的事业就像桃花树一
样，明年一定开出更多的花”。他们不惧被遗
忘，不惧牺牲，只希望未来“有花开就好”。那
缤纷的落英象征着左联五烈士坚定的理想
信念和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它的出现增加
了全剧的浪漫主义美学意味与戏剧张力。这
朵革命之花，开得艰难，开得悲壮，也开得长
远。话剧的结尾，来往的左翼人士秘密分发
刊物《前哨》，他们哀痛而沉默，脚步匆匆。突
然，新时代青年左浪转身接过夹在报刊中的
那一朵桃花，于空中高高扬起，屏幕上也随
之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时代更迭，五烈士的
精神在 21世纪得到传承。

谢幕时，鲁迅的扮演者王洛勇敞开双
手，掌声如潮。这位诉说着“有一分热，发一
分光”的先生，将光与热牢牢种在中华民族
的根上。刊物《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深
痛哀悼左联五烈士，而话剧《前哨》则是艺术
化地表达了当代青年对于左联五烈士的追
念。记忆，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而创造新的
历史，则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话剧《前哨》
以史为据、以情动人的实践为当代话剧如何
诠释革命题材，如何引导青年理解、传承革
命精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戏幕
已落，花香溢远，初心和使命于青年心中永
存，感召当代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中披荆斩棘、接续奋斗，努力创造属
于新时代的青年荣光。

（作者单位系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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