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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8日，共青团泉州市
委主办的“红领巾心向党 科技筑梦强
国”“情暖童心”流动少年宫暨希望工程
一堂课系列活动，走进德化县第八实验
小学，给孩子们带去了生动的课堂和诸
多学习用品。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和
科学素养，充分发挥青少年宫作为青少
年活动阵地的指导示范和辐射作用。泉
州市青少年宫的老师为孩子们带去内
容丰富的趣味体验课程，市希望办还为
学校捐赠了学生消毒饮水系统，泉州市
青少年宫为学校捐赠了电子琴、古筝、
架子鼓等课外学习用品，引导青少年在
活动中充分参与、沉浸体验，厚植爱国
情怀，提升科学素质。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共青团泉州市
委主办，泉州市青少年宫、泉州市希望
工程办公室、共青团德化县委承办。

（庄小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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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吴芸 周培尧）由泉
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泉州晚报社联合主
办的“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泉州乡村文化记
忆主题征文比赛结果日前揭晓，19篇作品从
825篇来稿中脱颖而出，分获一、二、三等奖及
佳作奖。

泉州乡村资源丰富，以自然环境、人文传
统、民间艺术等资源构筑的美育生态，使得乡
村之美既得天独厚又自成一格，更为以笔墨
呈现乡村美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次
征文比赛于6月20日启动，收到的作品数量
众多、题材广泛、角度新颖、笔调清新，以美育
这个“小切口”展现出乡村振兴的“大局面”。

从2022年的“乡村文化记忆”到2023年
的“保护乡村文化 留住美丽乡愁”，再到今年
的“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相关主题征文比赛
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活动不仅产生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也为泉州乡村振兴打造了一个
全新的文化宣传平台。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乡村是中华民族赓续发展的根脉，乡
村美育为激发乡村文化内生活力、促进乡村
振兴提供了重要载体。这次征文比赛的作品
让更多人感受乡村之美、理解乡村之美，进而
激发创造乡村之美的澎湃动力，别有意义。”

本次征文比赛评委、泉州市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郭培明认为：“此次征文的整体质量
较好，评委会结合所在乡村在泉州的典型示
范意义，兼顾类别、区域分布，最后通过投票评
出结果。通过这些获奖作品可以发现，利用乡
村的美育特色资源，陶冶人的情操、温润人的
心灵，完全可以打造出新时代的美丽经济。”

“《小山村大瓷乡》一文以德化县三班
村的陶瓷艺术之美为切入点，展现泉州对
世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从而告诉人们，美
育不仅关乎艺术修养，更是一种文化情感
与文化精神的滋养。”一等奖获得者寇婉琼
这样阐释其对“美育乡村”的理解。

本次活动除了持续近半年在泉州晚报
《清源》副刊开设专栏选登优秀来稿外，还在
泉州通APP同步进行佳作及视频展示，以更
为丰富多样的载体与形式，吸引海内外读者、
乡亲关注和参与活动，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
为泉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前两届比赛入围作品均已结集出版，今年
的入围佳作也将于明年初结集出版。

泉州市“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
主题征文比赛结果揭晓

“摇到号的那一刻，我激动得跳了起
来！”来自晋光小学的叶凯宇小朋友兴奋
地说。这是他和妹妹第二次参加古城徒
步，“古城徒步不仅让我们锻炼了身体，还
能收获沉甸甸的奖牌，增加课外知识。”

同样来自晋光小学的黄钰晨小朋
友，用稚嫩的声音描述了她的徒步体验：

“古城徒步让我体验到脚下即是风景，这
是一场与众不同的研学之旅。”

“第二次和哥哥一起参加古城徒步，
除了开心就是快乐！”来自温陵实验幼儿
园的叶若诗小朋友，用活泼的语气表达
了对徒步活动的喜爱。她调皮地做了个
鬼脸，“我一个月前就在倒计时了！”叶若

诗小朋友的期待和兴奋，无疑给这次徒
步活动增添了更多的欢乐和活力。

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行走，更是一次
文化的传承和体验。小朋友的参与，让这
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在新一代中继续流
传，也让泉州这座古城在孩子们的心中
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次特别的研学之旅“让我体验到脚下即是风景”

非遗遇见世遗、舌尖带动脚尖，升级版“城市漫步”——

以徒步之名解锁千年古城“新体验”

121，一起走！在微风暖阳的周日，
2024年第六届海丝泉州古城徒步穿越活
动如约而至。今年的四条路线别具匠心：6
公里路线设置了非遗手工艺体验，在徒步
中感受非遗独具匠心的魅力；15公里路线
以簪花映刺桐之韵，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生
活相融合；30公里路线可近距离了解泉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沿途感受高甲戏、木偶
戏的精湛技艺；美食线让徒步参与者通过
解锁一个个美食谜题，以味蕾带动脚步，
来一场徒步与美食的碰撞之旅。
□融媒体记者 殷斯麒 游怡冰 高慧子

“非常荣幸能回到家乡泉州参加古
城徒步穿越旅行，我也亲身体验了行走
穿越古城，用脚步丈量泉州。”泉籍奥运
举重冠军李发彬说，这项活动有很好的
示范带动意义，是一次全民健身、有益
身心健康的徒步，既可以锻炼身体，又

能够修炼心境，还能看到美丽大泉州的
人文风貌，非常值得！

有了奥运冠军的现场助力，也让徒
步队伍热情高涨，体育精神同步传递。

“没想到参加徒步活动还能追星，奥运
会期间全家人都守在电视机前看了李

发彬的比赛，孩子们对于奥运冠军坚韧
不拔的精神十分敬佩。这次能近距离接
触优质偶像，更能激发他们对体育运动
的兴趣和爱好，学习奥运冠军强大的精
神意志力。”美食线队伍“坑美分队”的
陈女士笑着说。

奥运冠军李发彬现场助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修炼心境”

身着传统服饰、头顶“簪花围”的15
公里徒步队伍行走在古城街巷中，吸引
了不少游人的目光。几十名蟳埔女分散在
不同组别，沿着15公里路线边走边打卡。
一路上，许多游客争相合影留念，她们也

成为城市中一道移动的亮丽风景线。
队伍中的倪阿姨和朋友又来参加古

城徒步了，这已经是她参加的第四届。“今
年的队伍更有力了，我们蟳埔簪花围民俗
文化协会的会员都积极参加活动，很多游

客看到我们的服饰都停下来和我们合影，
我们也成为泉州移动的打卡点啦！能向更
多人宣传推介簪花艺术，让他们了解蟳埔
女民俗文化，我们都很开心为泉州城市出
圈尽一份力！”倪阿姨说。

“簪花围”蟳埔女继续上分“很开心为泉州城市出圈尽一份力”

“今天我们实在太开心了！”泉州师
院附属小学一年级学生杨子乔兴奋地分
享着她的古城徒步经历。这是她第一次
参加古城徒步，她和小伙伴手拉手，一边
寻找美食，一边探索古城。“一路上，我看
到了泉州古老的街巷、漂亮的房子，像走
进了历史书里。”杨子乔的眼睛里闪烁着
对古城的好奇和喜爱。走累了，他们就停

下来尝尝泉州的传统美食，土笋冻、菜头
酸、炸醋肉……每一口都让他们赞不绝
口。“到达终点领到奖牌时，工作人员夸
我真棒，我觉得很骄傲，我和我的小伙伴
真棒！”杨子乔自豪地说。

杨子乔的爸爸杨声坪对本次古城徒
步活动赞不绝口。在他看来，这是一次难
得的亲子活动，更是一次深入体验泉州

文化的旅行。“我们走的是美食线，我的
队服、队旗上都有泉州特色美食，特别有
收藏价值。”杨声坪骄傲地展示着他的装
备。他领到的奖牌上，还刻有泉州东西
塔、老君岩、文庙等泉州世界遗产点，这
些都是泉州文化的瑰宝。“暴走四五个小
时，虽然很累，但拿到这块奖牌，大家都
觉得值了！”杨声坪感慨地说。

亲子徒步穿越古城“难得的亲子活动，更是文化之旅”

作为30公里路线打卡点的泉州
侨乡体育馆，琵琶独奏、南音选唱、
提线木偶戏等非遗表演正在精彩上
演。观看人群中，骆先生拿起手机录
下了木偶戏表演的全过程。在与骆
先生交谈中，记者得知他也是古城
徒步活动的忠实粉丝，已经连续参
加了三四届。

“去年和朋友一起参加 50 公里
的路线，今年也是挑战最长的 30公
里路线。而且今年增加了这些非遗
表演，我觉得很好。像刚才表演的木
偶戏都是我小时候经常看的，在打
卡点看到这些表演，唤起了我儿时
的记忆，也给徒步增添了不少乐
趣。”骆先生表示，以后再有活动举
办，还会和朋友一起参加。

徒步活动忠实粉丝
“非遗表演唤起儿时记忆”

“在这个美好的冬日，我们从百源
川池畔的府文庙出发，途经清净寺，到
天后宫德济门遗址体验泉州悠久的历
史文化。金鱼巷口的小朋友都在跳金
鱼，抬头看到了可爱的奶龙，数字文创
周的内容很丰富哦。一路感受世遗城
市的魅力，作为泉州人感到非常自豪
和骄傲。”江南医院儿保科黄医生带着
6岁的孩子许桢煊一同参加6公里路
线的旅途。

来到 6 公里路线终点——泉州
工艺美术合作社，黄医生透过一扇
扇花窗看到的不只是古城冬日的阳
光，更看到了泉州工艺美术的繁荣
史。当她带上孩子走进合作社，脚踏
一块块六角红砖，仿佛乘坐时光机
回到了外婆家，聆听着一个个并不
遥远的故事……

打卡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
“仿佛坐上时光机回

到外婆家”

上午11点 45分，15公里路线组别
的第一名诞生！到达终点的陈女士和蔡
先生在府文庙盖章记录了这一刻，现场
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欢呼喝彩。“中签非
常不容易，我们很珍惜这次机会。从昨
晚我就很兴奋，像小学生期待春游一
样，一大早从晋江开车过来，回去要好

好补个觉。”陈女士表示，她和蔡先生都
是晋江登山协会的会员，平常就喜欢户
外运动，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很有趣，
能够更好地了解泉州的古老韵味。

下午2点左右，参与徒步者陆陆续续
抵达终点，领取活动纪念奖牌后驻足合影
留念。刚刚结束30公里徒步的李先生和家

人一同来到终点奖牌领取处。李先生表示，
自己和家人是来泉旅游的，以这样的形式
把泉州经典景点逛一圈，路上本地的队员
还帮忙讲解，真是太赞了！“这种新型城市
营销宣传，能让来泉的游客沉浸式体验泉
州的魅力，泉州值得被更多人感知和看
见！”李先生说。

第一个到达终点者“像小学生期待春游一样”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淑华 通讯员梁
绍君 孙雪萍）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一个国
家宪法日。为弘扬宪法精神，深入开展青少
年法治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治氛围，日前，
一场“与法同行 护航成长”青少年模拟法庭
活动在泉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举办。

此次活动由泉州市关工委与丰泽区关
工委、区教育局、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
院、团区委等单位联办。现场，学生们在丰泽
区人民法院法官和丰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等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分别扮演审判长、
审判员、陪审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当
事人等角色，完整演绎了法庭调查、法庭辩
论、最后陈述等庭审环节。

市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各级关
工委将继续加强与各相关部门合作，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
让法治理念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为青少
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模拟法庭开进校园
法治素养从小培育

徒步者在古城钟楼前打卡徒步者在古城钟楼前打卡（（融媒体记者陈晓东融媒体记者陈晓东 摄摄））

获奖名单

一等奖

《小山村大瓷乡》 （寇婉琼）

二等奖

《向美而生东里村》 （何晞晔）
《永不落幕的大地艺术展》 （黄炳坤）
《海风千里 花开满髻》 （王燕婷）

三等奖

《通仙桥，乡村时光的守望者》（佘子艺）
《雕镂光阴的村庄》 （王常婷）
《戏窝古韵赋新声》 （郑剑文）
《艺术家的伊甸园》 （姚雅丽）
《追寻那一缕香》 （刘辉煌）

佳作奖

《开满石墙的乡愁之花》 （龚馨雅）
《生态九溪 彩石筑梦》 （叶森岚）
《獭江月》 （曾志彬）
《八月湖埭头 遍地稻米香》 （陈瑞芬）
《古村新歌谣》 （林清秀）
《万安村里觅乡愁》 （王树声）
《指尖上的乡村记忆》 （郭雅丽）
《赤血龙岭 红韵悠长》 （周芳芳）
《遗世独立云溪村》 （连江水）
《乡情悠悠番仔楼》 （余雪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