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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爱玲） 近日，涵江区大洋乡“闽浙
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被中国老区建设
促进会、福建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授予“老区精神教育
基地”牌匾。

近年来，大洋乡围绕“一心一带一路”的空间布局
（“一心”指闽中支队司令部纪念园，“一带”指南广场龙江
溪的田园滨溪景观带，“一路”指闽中支队司令部纪念园
周边道路），实现闽中支队司令部纪念园再提升，并结合
以点串线的工作思路，拓展闽中支队司令部纪念园到闽
中支队司令部驻地旧址（灯炉寨）再建设。截至目前，闽浙
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纪念园，已打造成为全
市党员教育培训和中小学生社会实践、研学旅行、劳动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四位一体的特色示范基地项目。

涵江大洋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
获授牌“老区精神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 林爱玲）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
农业官员周波、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首席
专家王全辉及国内高校、研究院 17个领域一流专家 19人
抵莆，开展为期3天的“中国生态低碳大食物观项目”调研。

据悉，今年 7 月，莆田市被列入全球环境基金（GEF）
第八增资期中国生态低碳大食物系统项目 8 个候选项目
区之一，为全省唯一候选设区市。该项目旨在推动中国农
业与食物系统转型，促进生态低碳、气候韧性、环境友好
和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减少食物系统（粮食作物、牲畜和
水产养殖）从生产到消费整个供应链所导致的环境退化
和负外部性，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可持续有效供给。

中国生态低碳大食物系统
项目组走进莆田调研

近日，秀屿消防救援大队四新消防救援站开展“消防
站开放日”活动，部分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零距离”体
验消防装备、学习暑期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宋佳楠 摄

本报讯（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许双萍） 近日，全球
首场妈祖主题大型沉浸式数字光影秀《首见妈祖》在湄洲
岛落地，有望于近期对外亮相。

《首见妈祖》是一款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创新
文旅产品，由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授权，中国数字文化集
团旗下北京中数文化科技公司倾力打造。项目以数字技
术为纽带、传统文化为支撑，构建全新的妈祖文化体验平
台，沉浸式讲述妈祖传奇故事，打造集文化、旅游、科技、
美学于一体的沉浸式交互体验空间，通过数字科技实现
历史与现代的跨时空对话，让观众在沉浸空间中了解妈
祖文化。

据悉，《首见妈祖》选址湄洲妈祖祖庙天后大戏楼，戏
楼可同时容纳 200人沉浸式互动体验。

数字光影秀《首见妈祖》
落地湄洲岛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欧清桂 黄小妹） 近
日，秀屿区民政局组织工作人员到南日镇港南村开展地
名法规、地名文化及“乡村著名行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派发《地名管
理条例》《秀屿区行政区划图》等宣传材料的方式，现场解
答村民的咨询，指导村民使用“乡村著名行动”地名信息
采集上图平台小程序，发动村民自主上传村级寄递物流
综合服务站、村邮站、农家乐、采摘园等熟悉的地点点位，
提高图上地名感知度和活跃度。

据悉，秀屿区是莆田市唯一的“乡村著名行动”省级
示范区。自行动开展以来，秀屿区组织专门力量采编乡村
地名故事，加强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运用，推广将地名标
志与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智慧门牌”，已成功上报命名了
山兜路、福康路等乡村路名 58 条，运用“乡村著名行动”
地名信息采集上图平台提交数据 731 条，道路命名和提
交数据数量居全市第一。

“乡村著名行动”走进渔村

日前，涵江区江口镇新墩侨乡第十三届留守孩子夏
令营开营仪式举行，90 多名侨乡留守儿童相聚在新墩村
留守儿童之家，开启丰富多彩的“夏令营之旅”。新墩村是
著名侨乡，为丰富留守儿童的暑假生活，成立了新墩侨乡
留守儿童之家，13 年来不间断创办的免费夏令营、周末
课堂，开设音乐、书法、舞蹈、国学、法治、绘画、安全和心
理健康等课程，贴心守护留守儿童。

本报记者 沈琳 通讯员 林亦霞 摄

民间文化交流日盛

日光倾城，贤良港天后祖祠朝
圣广场上，山门高踞，壮丽庄严。山
门下，由台湾妈祖信众捐建的“御
路”石刻气势磅礴。

侧边一处三进古建筑即是天
后祖祠，按照神祖共祠、分殿奉祀
的礼制，正殿供奉天后宝像，后殿
敬奉妈祖父母宝像、先代牌位。据
载，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台
湾安平镇官兵募捐巨资，历时七
年，重建了天后祖祠，并留下《重建
天后祖祠记》等珍贵文物。

鲜花拥簇下，宋雕天后宝像慈
善不语、神态端庄。一支支香客队
伍由祖祠一侧鱼贯而入，面目虔
诚，逐一进香献礼。“近日，天气愈
发炎热，但台胞进香团不减反增，
周末日均 4 个团，每团 20 人至 70
人不等。”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
董事长林自弟说。

贤良港发展至今，个中点滴都
饱含着台湾民众的热血与情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台湾妈
祖信众先后捐建迎宾阁、三门牌
坊、钟鼓楼、受符轩等多处建筑。
2001 年，18 家台湾妈祖宫庙在台
发起众筹，集中力量修复已有损坏
的妈祖故居，并委派人员全程跟
进。2015 年，台湾妈祖信众同世界
各地妈祖敬仰者一同捐建天后圣

殿。圣殿巍峨精美、色彩古朴。正
中，星云大师亲题匾额高悬。

“台湾妈祖联谊会就是在这创
立的，他们为故居修缮一事聚首，
发展至今，已有 200 多家会员单位

（宫庙），是目前台湾最大的民间社
团。”林自弟说。

每年的妈祖诞辰日（农历三月
廿三）、升天日（农历九月初九），贤
良港都会举行祭祀妈祖信俗活动，
以“妈祖回娘家”“海祭妈祖”的独特
形式，缅怀“祖姑”、追思圣迹。今年
的妈祖诞辰日期间，100多家台湾妈
祖宫庙汇聚前来，数量为历年之最。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副院长黄建兴认为，妈祖回娘家信
俗的行为实践生动表达了民间妈
祖信众的孝道伦理。除了朝拜祖宗
和妈祖，对于台湾妈祖信众而言，
又多了一层回祖源地拜谒祖宗的
意涵，体现了两岸民众同根同源、
血浓于水的情结和对于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深度认同。

作为妈祖信众朝圣谒祖的必
经之地，贤良港文旅呈现繁荣态
势。今年以来，贤良港共接待海内
外游客百万人次，其中台胞约 10
万人次。

“回莆田就像回家一样”

天后圣殿后侧的林氏民居里，
台胞林陈国豪和自己的妻子已在

这住了 3 年。闲暇时，他会去接待
往来游客，一路参观讲解，分享林
氏祖训内涵及妈祖生平故事。

林陈国豪生于海边，妈祖信俗
里蕴蓄的精神力量与丰厚文化，让
他对大陆十分向往。

2019年，林陈国豪的华胄医药
有限公司落户北岸经开区两岸生
技园，成为进驻园区的首家台商企
业。2021 年，在闽开展寻根之旅的
他，发现自己是莆田九牧林的后
代，于是搬进了林氏民居，就此开
启他与祖地莆田的主线故事。

“我很看好莆田的发展，想把
台湾的牛樟芝产业带到这里来，在
妈祖故里把与妈祖大爱精神相关
的大健康产业、中医药文化做大做
强。”林陈国豪说。

林孟蓉是莆田学院妈祖文化
研究院的一位台籍教授，因醉心于
两岸妈祖文化研究，她在 2018 年
来闽，并入职莆田学院。

“在台湾，妈祖信众超过 1600
万人，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 2/3。”
林孟蓉说，作为妈祖故里的莆田一
直是台湾妈祖信众的心灵归处，祖
庙、祖祠的牵引尤甚。

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有
个 50 人的“妈祖特色班”，教授年
轻学子从古老妈祖信俗中提炼文
创元素，助力妈祖故里文旅发展、
文化传播。林孟蓉期待台湾学子的
加入，她希望能把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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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彼此交流。

祖籍莆田的台湾青年、北京大
学博士生林彦辰有着同样的愿望。
上月，他带着弟弟妹妹来到贤良港
天后祖祠，这是他第三次回莆田。

“回莆田就像回家一样。”林彦辰
说，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地的
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大陆是台
湾青年逐梦的理想之地，他将致力
于两岸青年的交流与合作，使更多
台湾青年能够真实地了解大陆，发
现大陆的机遇。

期待更好的双向奔赴

驱车行驶在山亭镇港里祖祠
路上，路面平坦宽阔，周遭绿意环
抱。港里祖祠路始于港里村彩门牌
坊，行经山亭社区、利山村、港里村
三个村庄，终于贤良港天后祖祠附
近，是“妈祖回娘家”等众多大型民
俗活动的必经之路，沿线常住人口
达2.2万人，出行频次高。

去年起，北岸经开区投入 400
万元，使用超薄沥青罩面施工工
艺，将这处长达 3 公里的农村公路
进行全段“白改黑”并增加绿化。翻
新之后的道路是朝圣之路，亦是一
条生态走廊。

“为了给广大游客、村民更好
的出行体验，除了路面提升，我们

还引入数字化交旅融合设施，通过
实时监测路面流量，提供路况指
示、事故预警、天气通知等服务。”
该路线专管员唐先锋告诉记者，在
道路关键节点，还安装了 3D 裸眼
全息屏，向往来旅客展示、推介贤
良港妈祖文化。

今年，莆田市委市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中提到，要将山亭镇
打造为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集
镇。4月份举行的山亭镇“闽台融合
乡建乡创项目”签约仪式上，山柄
村村委会与林陈国豪的华胄医药
达成合作，双方在山柄村种下 45亩
共 2000株台湾牛樟树，进行产学研
多渠道开发，助推乡村振兴。

当下，立足妈祖文化、海洋文
化优势等，北岸经开区正全面整合
各方资源，加快创建港里小镇 4A
级旅游景区，逐步推进游客集散中
心、旅游路网建设等，完善“朝圣
区”“祭拜区”“民俗区”“海祭区”等
景观区建设，并串联周边景点，做
大妈祖文化产业圈。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十六届海
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期间，台
湾妈祖联谊会、台湾天后文化艺术
协会在贤良港天后祖祠进行了一
场莆台妈祖文化传承交流座谈活
动，双方计划在贤良港天后祖祠建
设闽台妈祖信俗传承中心，打造文
化交流新平台，不断促进两岸交流
交融交心。

一湾古港里
牵动两岸情情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黄瑞发 陈惠贞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前不久，第四届陈文龙文
化 节 在 杭 州 成 功 举 办 。我 参 与 了
前期的筹备工作，虽然事务繁多，
但 与 有 荣 焉 。”近 日 ，莆 田 市 杂 文
学会名誉会长陈天宇接受采访时
表示。

陈文龙是南宋时人，出生地位
于现在的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阔
口社区，于咸淳四年（1268 年）高中
文状元，官至参知政事。南宋末年，
他率军抵御外族入侵，后因叛徒出
卖被俘。在押解路上途经杭州西湖，
他拜谒了岳飞庙之后绝食而死，上
演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彰
显了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遂与文
天祥齐名。

“我是陈文龙的后裔，从小就
耳濡目染，在心中烙刻下深深的爱
国印记。”现年 75 岁的陈天宇，原
是莆田学院研究员，担任过福建省
姓氏源流研究会陈氏委员会副会
长、莆田市陈文龙纪念馆馆长、全
国杂文学会联席会副会长等职务，

出版有《愚人心语》《伪名人时代》
《教海楫痕》等书，其多篇文章收入
前文化部部长王蒙主编的中国最
佳杂文年度选。

陈天宇身材魁梧，年近耄耋依
旧精神矍铄。他认为这是一个杂文
勃兴的新时代，创作者应该理直气
壮当杂家，顺应历史潮流，适应人民
需要，解剖人性、解读人生，关注人
的心理与灵魂，抒赞爱国爱乡情怀，
鞭挞社会假丑恶现象，为创造新的
杂文奇观多写精品力作。

作为一名杂文作家，他身体力
行，用实际行动诠释家国情怀，为莆
田杂文界添砖加瓦。他曾两次成功
筹划在莆田举办全国各地杂文学会
联席会年会，推动莆田杂文作者与
外部联系，拓宽莆田杂文作者的眼
界，提升杂文创作品位。

“那次年会成立了全国杂文学
会联席会专委会，解决了全国年会
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回想起 15 年
前在莆田召开的第 23 届全国杂文
学会联席会年会，陈天宇感慨万千。

2019 年，第 33 届全国杂文学会
联席会年会再次在莆田召开。此次
年会在莆田贤良港妈祖故里和玉湖
陈氏祖祠建立全国杂文创作基地，

为莆田杂文界对外交流打造了新天
地。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专委
会这样评价陈天宇：他大力弘扬和
传承陈文龙、妈祖的爱国主义和大

爱精神，为莆田和全国的杂文事业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个真正的杂文家必须有思
想、有灵魂、有家国情怀，这样才能
更加热爱生活，珍惜人生。”陈天宇
虽已退休，但他在杂文创作与研究
领域仍然笔耕不辍，不断开拓创新，
帮助莆田杂文界塑造既有浓烈地域
特色又面向整个杂文界的良好文
风，同时专注培养一批杂文写作的
骨干力量。

依托莆田学院这个高校平台，
他先后邀请各大报社的名记者、名
编辑，以及福建省杂文界的资深名
家，为莆田杂文爱好者和莆田学院
学生开展杂文学术讲座，提升新生
代的杂文创作水平。

“只要对杂文创作有益，我都
会 去 尝 试 。为 赓 续‘ 文 化 莆 田 ’经
脉 ，我 愿 团 结 、培 养 、带 动 广 大 杂
文 作 者 ，创 作 出 更 多 高 质 量 的 杂
文作品，发挥杂文革故鼎新、激浊
扬 清 、针 砭 时 弊 、鼓 舞 人 心 的 作
用。”陈天宇如是说。

“只要对杂文创作有益，我都会去尝试”
——访莆田市杂文学会名誉会长陈天宇

□本报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郑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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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宇在纪念南宋忠烈陈文龙征文活动颁奖典礼上发言。 （资料图片）

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210人，台湾台中、南投、云林、台北、
苗栗等地多个妈祖文化机构240余人到访……今年，北岸经开
区山亭镇港里村贤良港天后祖祠香火更胜从前，前来拜谒的妈
祖信众络绎不绝。

贤良港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唐宋古
港。作为妈祖文化重要发源地，如今的贤良港既是广大信众进香
朝圣的心灵原乡，也是一片不可多得的清净归处。随着妈祖文化
辐射效应愈加凸显，两岸同胞的情谊也在年复一年的仪式中越
来越深厚。 贤良港天后祖祠举办的妈祖诞辰日活动现场 陈琛 摄

2024年贤良港天后祖祠妈祖金身绕境巡安活动现场 陈琛 摄 前来贤良港拜谒妈祖的台湾香客络绎不绝。 陈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