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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石楼前，掌中木偶戏惟妙惟肖，
“罗家棍”儿郎跳跃翻腾，南音北管曲乐悠
扬，高甲戏表演精彩纷呈……在泉港区前
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百年遗址变身文
化广场，非遗技艺持续焕发活力，文明实
践尽显闽南遗韵。

近年来，前黄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省文明委“循
迹再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提质培优工程
要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主抓手，深入
挖掘前黄村良吏文化、廉政文化、红色文
化等资源，在知行合一的文明实践中保护
好、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

□融媒体记者 廖培煌 通讯员 陈小英
张建领 祝文慧 文/图（除署名外）

传统建筑“变身”文明实践主阵地

前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在福建
省唯一一座纯粹石筑土楼——黄素石楼
内，整合全村现有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
处（黄素石楼）、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
（前黄旧祠堂、黄理墓、侍卫府、合隆商行
旧址）等历史建筑10余处，全力打造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矩阵。

“遵循连通共享、不重复建设原则，活
化利用古建筑空间，让村民有休闲娱乐学
习场所，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前
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黄实卿说，

“2022年，我们将黄素石楼周边的‘文武
馆’改造成实践站，积极向上争取纳入市
级为民办实事项目，对实践站提档升级，
可一站式提供理论宣讲、图书阅览、文化
娱乐等便民服务。”

黄素石楼是第六批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始建于清乾隆六年（1741年），系
黄素、黄堂官父子历时30多年建造而成。
黄实卿说：“之所以依托黄素石楼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一方面可以保护传统建
筑，赋予其新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可以辐
射周边群众，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落地
生根。”

激活古建筑新活力，更是激发群众主
动参与文明实践的新路径，通过多种形式
的共建共享，前黄村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形

式。在文明实践的引领下，群众参与进来，
让文明实践活动在微场景中实现，在微小
切口中深入，润物细无声地讲好前黄故事。

孝廉文化拓宽志愿服务“主动脉”

自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黄理开
基以来，前黄村已历900多年。在历史文
化发展长河中，不仅有巍峨壮丽的黄素石
楼，还有许多沉淀在街头巷尾的良吏故事
和廉正遗风。清道光《福建通志·良吏传》
中，入选的泉港良吏多达5位，其中黄氏
有3位，分别是黄文惠、黄云蒸、黄瑶观，
这也让前黄村成为“良吏村”。

围绕孝廉文化等主题，前黄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南音北管曲乐
演奏，罗家棍、掌中木偶戏表演，前黄浮
粿美食品鉴等一系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文艺活动。“去年以来，我们举办了掌
中木偶戏孝廉故事《拒贿》文艺汇演、‘重
阳崇孝·桑榆常笑’孝文化宣传、网络孝

文化节、一镇一孝廉主题宣传、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基层巡演等形式多样、主题鲜
明、深受村民喜爱的活动20余场。”黄实
卿说，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主阵地，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的常态化开展，不仅让这
些昔日古建筑焕发活力，也让优秀传统
文化有了新的表述。

“文化要挖掘，也要推广。前黄村有
古建筑、有非遗、有故事，我们要做的就
是开发好、融合好，让更多人走进前黄，
感受文化魅力，体验不一样的乡村气
息。”黄实卿说。

崇文重教赓续文脉好学风

漫步于前黄古村落，随处可见一座座
饱经风霜的旗杆夹座，它们是古代前黄人
诗礼传家、文武兼备的象征。前黄黄氏已
繁衍三十七代，代有英才，享有“翰墨诗书
门第，奕代累官世家”盛誉。在古代科举方

面，有文、武进士7人，文武举人5人（其中
武解元 1 人），贡生 8 人。明万历元年
（1573年），前黄村即创立“文峰社学”，一
时书香浸润百户千家。前黄村涌现大批文
武人才，除了黄文惠、黄云蒸、黄瑶观，还
有黄元亨、黄开先、黄瑞鳌、黄正元等，皆
是济世良才。这些栋梁之材，构塑了前黄
村的峥嵘气骨。

近现代前黄涌现的名士丝毫不逊
前代。有闻名海内外的书法家黄朝栋，
有以黄兆唐、黄金星、黄春晖为代表的
地下工作者，有为保家卫国献身的黄添
发、黄扣来等革命先烈，有参加抗美援
朝的黄文来、参加抗美援越的黄海水等
战斗英雄，有泉港唯一的中科院院士黄
荣辉，还有文学、音乐“双料博士”黄祖

彝，知名作家、藏书家黄世中，小提琴演
奏家黄维明等。

在淳朴的乡村里，一代代村民“思变”
的不是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是努力地
培养下一代。“我们村不互相攀比经济，只
比谁家更重视教育。”黄实卿说，为了鼓励
村民尊师重教、兴学育才，前黄村广泛发
动乡贤和热心人士，积极筹措教育基金开
展奖教、奖学、助学活动，激励学子奋发图
强。仅去年，前黄村就奖励勤奋好学、品学
兼优的学生13人。

文明新风注入乡村振兴“新活力”

“前黄村，是宝地，将你我，来养育；建
设好，新农村，本条约，要牢记……”朗朗
上口的村规民约上墙入栏，“约”出移风易
俗新风尚；火热的积分超市有序兑换，

“兑”出乡风文明新气象。前黄村在提升农
民素养、弘扬志愿精神、促进移风易俗等
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让淳
朴清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激荡田野，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我们把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一
约四会’作为提升乡风文明、推进移风易
俗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志愿
者等群体作用。同时，我们还以先进典型
带动引领群众，广泛开展道德模范、最美
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选表彰，激励群众
向标杆看齐，自觉破除陈规陋习，倡导健
康生活理念”。黄实卿说，前黄村入选第二
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2022年度“福建
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前黄村村规民
约入选泉州市第二批优秀村规民约和居
民公约。

儿童在石楼广场前嬉闹，街坊们在
古井旁唠家常，长者眯着眼在老树下
乘凉……童有所嬉、少有所学、老有所
乐，如今的前黄村，提文明实践之笔，
绘和美乡村画卷，呈现出一派文明祥
和的景象。

泉港前黄：古建复苏倡新风 千年古村焕新韵

2023年，福建省实施“循迹再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提质培优工程，泉州有6个单位入选首批提质培优工程实践单位，分别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泉港
区前黄镇前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泉州侨批馆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石狮市蚶江镇厝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永春县一都镇美岭村（美岭精神展览馆）。

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成效、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全市文明实践阵地全面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泉州市委文明办联合本报，今起将陆续报道6个单位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提质培优中的有益探索和创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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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融 媒 体 记 者 陈 明 华
文/图）“清源山上那些榕树怎么都光
秃秃的呀，是不是被虫子吃啦？”这两
天，有市民拨打本社 24 小时热线
96339报料称，他们在前往清源山景

区游玩时，发现山上一些榕树的叶子
都没了，虽然是冬季，但正常情况下，
榕树的叶子也不会掉光。

榕树是常绿大乔木，叶子怎么会
掉光呢？接到市民报料后，记者前往

清源山走访查看，发现还真是如此。
在清源山山脚处有多棵大榕树，

与正常生长的榕树相比，这些榕树的
叶子较为稀疏，叶片也较黄。山上榕
树的叶子也是稀稀疏疏的。在“三蟒

出洞”景点附近，记者注意到几棵榕
树的叶子几乎掉光了，只剩下枝丫。
在山顶清源洞附近，一棵大榕树的叶
子也是显得很稀疏，没有了榕树“独
木成林”的“茂密森林”感觉。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榕树叶子
没了？对此，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病
虫害防治的福建省天敌生物防治技
术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智生先生。据
其介绍，清源山榕树叶子掉落，是因
为遭遇病虫害。罪魁祸首就是朱红
毛斑蛾。

朱红毛斑蛾又名榕树斑蛾，鳞翅
目，斑蛾科，主要为害小叶榕树、垂叶
榕、高山榕、花叶橡胶榕等榕属植物。
初孵幼虫咬食叶表皮，随虫龄增大，
将叶片食成孔洞或缺刻，严重时把植
株叶片吃光，仅剩光秃枝干。近几年
我市开始出现并爆发虫害，该虫对城
市园林绿化景观为害极大，常因防治
不及时导致整片树木叶片被吃光，是
城市园林植物的一大虫害。

要防治朱红毛斑蛾，可以对遭病
虫害的榕树及周边喷药防治。清源山
榕树受病虫害的面积比较广，且朱红
毛斑蛾会飞行，造成危害的范围大，
要防治的话，就要将景区及周边村居
受病虫害的榕树一起防治，这样才能
彻底解决。

清源山部分榕树“脱发”
专家：遭朱红毛斑蛾啃食所致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
讯员施超明）石狮市永宁镇70岁的龚
阿婆因名字长期被写错，给生活带来很
多麻烦，而且行动不便。获悉情况后，石
狮市公安局永宁派出所户籍民警带着

相关材料上门为她办理改名申请，并在
审批通过后，再次上门为其采集信息，
顺利办理了新身份证。今年以来，永宁
派出所已上门为群众办证20余次，真
正实现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安心。

为进一步服务辖区群众，石狮市
公安局在派出所户籍窗口开展“打造
五心型户籍窗口”活动，营造“舒心、省
心、耐心、暖心、精心”的服务环境，切
实提升服务质量。永宁派出所积极探

索“山海城旅游警务”特色警务模式，
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
中整治工作，对户籍窗口进行改造，进
一步提升服务体验。窗口经过改造，外
移至临街，并融入永宁特色的红砖元
素，营造亲切温馨的办事氛围。窗口内
设引导区、便民区、休憩区，开展禁毒
宣传，既方便群众使用，又提高防范毒
品意识。同时开通绿色通道、延时服务
和证件邮寄等便民措施。

改造户籍窗口 深化服务举措

他 山 之 石
今年8月，厦门出现大量朱红毛斑

蛾。为了保护榕属植物，厦门市绿化中
心释放了一万只姬小蜂科啮小蜂。

啮小蜂是一种优势寄生蜂，体长
不足 1.5 毫米，其寄生率高、繁殖力
强，是朱红毛斑蛾的克星。它们破蛹
后会循着气味找到朱红毛斑蛾蛹，将
产卵器刺入朱红毛斑蛾蛹内，卵在蛹

内发育成长，吸尽寄生蛹中的全部营
养直至羽化。羽化后的啮小蜂会继续
寻找下一个朱红毛斑蛾蛹。据介绍，
寄生蜂只寄生害虫，不会对植物产生
不良影响，素有“森林小卫士”的美

誉。释放寄生蜂是绿色防控技术的组
成部分之一，用环境友好型的生物防
治替代和削减化学农药，可大大降低
农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以绿色生态
之道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杨泳红 陈灵）“今年又不用自己
出钱就能办医保，真是太好了！”近日，在南安市官桥镇岭兜
村代缴医保的签字确认现场，不少老人对村老年协会帮忙
缴纳医保的善举连连称赞。原来，从2022年开始，岭兜村的
老年协会已连续3年为村里60周岁以上老人全额缴纳隔年
的城乡医保费用。

乡贤捐款为老人缴医保

为何村里会给老人出医保费呢？原来，2021年，岭兜村准
备翻建村里一座有800多年历史的祠堂，现任老年协会会长张
国钦带头捐了100万元，并帮忙发动村里的乡贤捐款。其间，张
国钦了解到，村里有部分老人因经济困难没有缴纳医保费用，
便想发动乡贤为村老年协会捐款，并用所得的钱帮老人们缴交
医保。他的想法很快得到了老年协会成员们的同意，2022年重
阳节他带头为老年协会捐款，许多乡贤也纷纷响应。

当年老年协会便收到45万多元的捐款，并为村里1000
多位60周岁以上的老人全额缴纳隔年的医保费用，共计42
万多元。2023年，村老年协会募捐到53万多元，为全村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全额缴纳医保费用近52万元。今年，村老年
协会又出资50余万元，为1300多位老人全额缴纳医保费
用。此外，从2022年开始，张国钦每年都捐资20多万元用于
岭兜老年公益事业，包括医保缴费和重阳节慰问。

“连续3年了，老人反响都特别好。”村党委书记张锋毅
说，老人们的一致好评也让更多的乡贤参与进来，为村老年
协会这项善举持续“输血”。村里也计划再发动乡贤捐款，让
这项善举持续造福村里更多老人。

村集体收入造福村民

无独有偶，南安市丰州镇环山村水吼自然村今年也为
65位村民全额缴纳明年的医保费用。

“有些老人没有收入，交医保费时可能会有压力，我们
就想帮他们出这笔钱。”据环山村老年协会会长颜建成介
绍，水吼自然村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工作并在外参保，村里主
要是老人和小孩。有些老人因缺乏收入，不太愿意缴纳医保
费，希望把钱省下来。

“医保钱可不能省，这样看病时才能有保障，减轻医疗
费压力。”颜建成说，有些家庭条件困难，老人和小孩又比较
多，缴费时压力会比较大。刚好村里有将部分土地的使用权
出租给附近的景区，经讨论，他们决定用这笔钱的一部分为
留守的村民全额缴交医保。

消息一传出，立马得到村民们的一致好评。环山村村委
会还邀请了医保工作人员，到村里为村民集中办理业务。目
前，水吼自然村已为全部65位留守村民全额缴纳医保费，总
计2万多元。

“村集体收入是属于大家的，应该用来造福村民。”颜建
成表示，只要村集体收入允许，就会继续为村民缴交医保
费。此外，今年他们还计划为自然村60周岁以上（包括60周
岁）的老人每人每月补贴200元，春节时统一发放。

村民缴医保
村里来买单

榕树叶片被啃光榕树叶片被啃光

清源洞附近一棵大榕树清源洞附近一棵大榕树
叶片稀稀疏疏叶片稀稀疏疏

朱红毛斑蛾幼虫朱红毛斑蛾幼虫（（资料图资料图））

近年来近年来，，前黄村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前黄村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图为黄素石楼前举办的重阳节活动图为黄素石楼前举办的重阳节活动。。

开展农村移风易俗宣传月开展农村移风易俗宣传月““深深
化移风易俗化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倡树文明新风””宣讲会宣讲会

（（泉港区委文明办泉港区委文明办 供图供图））

身穿汉服的小身穿汉服的小朋友朋友
在黄素石楼游玩在黄素石楼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