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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周刊

政策带来开发热

!"#" 年 $ 月《海岛保
护法》颁布实施；《全国海
岛保护规划》!%&! 年 ' 月
正式公布实施；“十二五”
规划将“发展海洋经济”单
列一章。在一系列政策利
好当中，《福建省海岛保护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日前出台，对 !%%%多座海
岛进行分区、分类管理，实
施区别性对待，探索生态
发展模式。

根据 《规划》，福建
!%%% 多个无居民海岛都
已命名，东沙岛等 $'%个
已建、待建保护区或有特
殊功能的岛屿，属于特殊
保护类海岛，禁止开发利
用；福鼎市的双屿等
&!'! 个岛屿，没有明显
资源优势，近期不具备开
发条件；剩余 ($!座具有
一定优势资源的海岛，可
以适度开发利用。

随着海岛开发被合法
“解冻”，!%#! 年 $ 月 #)

日，福安小岁屿无居民海
岛使用项目正式获福建省
政府批准，该岛用岛项目
为宁德三都澳漳湾作业区
通用码头 *+、)+ 泊位建
设项目。截至目前，除了
小岁屿，福建还批准连江
洋屿、莆田箭屿 !个无居
民海岛的用岛申请，主要
用于旅游度假或交通运
输。近年来，福建对有居
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更
多，鼓浪屿、湄洲岛等已

具备一定规模的城镇化和
工业化基础。

要当“岛主”不容易

政策虽然已经放开
了，但理想中如黄药师般
的“岛主”是一回事，现实
是另一回事。尽管厦门已
有 ( 个海岛———宝珠屿、
大兔屿、大离埔屿、火烧屿
和小兔屿等可有偿申请，
作为“旅游娱乐用岛”，但
至今仍难觅“岛主”。

平潭县海洋渔业局海
域资源科游科长曾表示：
“不是所有的无居民海岛
都适合开发，岛上的陆地
面积、地质构造、植被覆盖
等方面都是制约开发的因
素。”

厦门西海域中的火烧
屿是国内第一座由无人居
住海岛开发成的“海中有
岛、岛中有湖、湖中有岛”
的国家 ', 级旅游区，
!%%#年 )月开园。然而热
闹一阵之后便是渡轮停
航，小岛再次沉寂下来。
直到 #% 年后《海岛保护
法》颁布，火烧屿二度开发
才被重新提上议程。

究其原因，是因为开
发要求和标准很高。无人
岛往往荒凉、交通不便，
开发首先要解决码头、道
路、淡水、用电等一系列
问题，但这些建设成本
高，开发周期长，往往是
陆地上的好几倍。一业界
人士坦言，提到开发很多
人想到的是赚钱，比如房

地产、商业开发等，但很
少想到对海岛的保护，故
而很多个人或企业的想法
便“胎死腹中”。曾经很
火的火烧屿就是在投入了
#个亿后败走麦城。

开发与环保并重

根据福建实施的海洋
综合调查，省内一些无居
民海岛已经消失，与 #))%

年相比减少了 #%%多个。
原因很多，部分无居

民海岛被一些地方政府和
个人视为无主地，擅自出
让、转让和出租，以致出
现了炸岛、炸山取石等严
重改变海岛地貌和形态的
现象，造成无居民海岛资
源的严重破坏。尤其在围
垦盛行的年代，很多海岛
在修路、填海时被夷平。

而当前海岛开发利用
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一
方面过度的人为活动对海
岛地形地貌、生态资源造

成破坏，另一方面部分有
居民海岛经济基础薄弱、
交通设施落后，而无居民
海岛资源利用处于无序、
无度状态，海岛经济发展
缓慢。因此，如何平衡海岛
开发之“热”与保护之
“急”，成为重中之重。

福建海洋与渔业厅一
位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将
对领海基点岛屿、具有特
殊价值的岛屿及其周围海
域实施保护制度，严禁炸
岛、炸礁活动；对已遭损
害的海岛环境组织整治和
恢复。该厅政策法规与规
划处负责人表示，今后有
居民海岛要优先采用风
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和雨水集蓄、海水淡化、
污水再生利用等技术。
“在这一原则下，可开

发利用的海岛基本在近岸
一带，越远离海岸线的海
岛越要设立保护区，守护
好可贵的资源宝库。”该负
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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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厦门鼓浪屿的琴之岛。这
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不经意间发现大
师林语堂曾经结婚的礼拜堂！#)%( 年，
当那位名叫和乐的 #%岁男童翻过漳州坂
仔老家的山岭，登上鼓浪屿时，他坐了
$天的船，入读养元小学。

#$岁时，和乐升入了教会办的寻源
中学，中文、地理、算术、经典和一本
薄薄的地质学，这些学科在和乐读来都
是“太容易了”，以至于他经常跑到码头
上看来往的船只。' 年后，他以第二名
的成绩毕业于寻源中学，毕业时，和乐
改名语堂。

今天，当追寻林语堂的人生足迹时，
我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许多重要成就实
际上早就萌芽于寻源中学。现在，寻源
中学的旧址上出现的学校，是厦门音乐
学校。站在音乐学校的四楼，与之毗邻
的廖家别墅一览无余。百年前的 #)#!

年，在寻源中学的最后一个傍晚，#-岁
的林语堂坐在宿舍，望着窗外。他是否
望见了廖家别墅，是否预想到他的人生
将与廖家紧紧相连？

位于漳州路 ''号的廖家别墅，建于
#) 世纪 (% 年代，实际上是林语堂老丈
人的豪宅，只是因为别墅里的其中一间

是林语堂与廖翠凤的洞房，而无可争议
地成为除平和坂仔、台湾阳明山之外的
第三处林语堂故居。

被安排结婚的林语堂不改调皮本性，
去迎亲时廖家献上的象征吉祥的龙眼茶，
把龙眼全部吃掉，征得妻子翠凤同意，
把结婚证书烧掉了！彼时的翠凤说了一
句日后被女儿林太乙誉为“历史性”的
话：“没钱不要紧。”林廖二人由此开始
了 (- 年的美满婚姻。厦门的这两位女
性，就成为林语堂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林语堂的洞房如今住着的是廖翠凤
侄子廖永明和他的老伴。上世纪 *% 年
代，廖永明从外地调回厦大任教授，他
由此住进了林语堂那冷寂了五六十年的
老宅，林语堂故居有文化底蕴，故居的
主人呢？如果林语堂“三·一八”惨案后
遭北洋军阀通缉时不躲进林可胜医生的
家中，他会在 #)!.年回到厦大出任文科
主任吗？段祺瑞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 '*

名，林语堂排在第 &- 位，鲁迅排在第
!&位。

历史总是存在某种巧合。当年，厦
大校长林文庆想办国学院时，他儿子林
可胜的家中正藏着学贯中西的林语堂。

于是，林可胜向父亲举荐了林语堂，而
回报桑梓的林语堂回到了阔别 &'年的第
二故乡———厦门。

在林语堂友朋式感召下，一批大师
陆续踏浪走进厦门大学，有文学家鲁迅、
国学家沈兼士、古史专家顾颉刚、语言
学家罗常培、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
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
伏园和作家章川岛等。

这批名家的主体是北大的“语丝派”
与北大的“现代评论派”，他们的到来，
让厦大文科盛况非凡，“一时颇有北大
南迁的景象”。

&)!. 年 &" 月，厦大国学研究院成
立，“俊秀英慧”的林语堂出任总秘书
长，他刚刚度过 $&岁生日。厦大国学院
成立 *天，即提出了 &"个研究选题，并
计划出版 &"部专著，其中有鲁迅的《古
小说钩沉》和《六朝唐代造象》，林语堂的
《汉代方音考》和《七种疑年录统编》。国
学院还有一个重大计划，就是编纂《中国
图书志》，这是一部包括春秋、地理、医学、
金石等 &$类书目的洋洋巨著。

当然，林语堂最终没能在厦大实现
他的上述抱负，&)!-年 $月，林语堂离
开厦大。离开的原因，究竟是经费拮据，

还是人事关系复杂？今天，深究这些原
因似乎没什么必要了，许多研究者共同
的看法，是他所带来的现代科学精神和
态度，现在依然影响着厦大。

林语堂厦门往事
陈 中

厦门市近日提出“闽南方言

文化进学校”方案，到 !"&(年，

这一方案要被推广到厦门 &""所

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以后将逐

步推广到全市 !""" 多所幼儿园

和中小学。

这个方案来得及时。小孩子不会说方言在全国

范围内已成常态，福建也不例外。如今学校只教普

通话，电视广播鲜少有方言节目，甚至父母为让孩

子早日适应教学环境，都刻意不说方言。小孩耳濡

目染，当然失去了说方言的能力。

在地方文化的珍贵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人们

开始反思方言“失语”的问题。方言，正是地方文

化最主要的载体之一。哪怕典籍、建筑、宗教都

在，没有了闽南话的闽南文化也将变味褪色。

福建要让闽南话与闽南文化永续传承，可以向

台湾借鉴经验。实际上，台湾早就在学校推广闽南

语教学。台湾还打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闽南歌，

这些鼻音浓重唱腔凄美的歌曲今天是华语歌曲最主

要的分支之一。台湾创造了以剑侠为题材的木偶布

袋戏，配以闽南语台词，深受小朋友喜爱。许多外

国动画片，台湾人还故意配上“地瓜腔”的国语，

听起来亲切又讨喜。这些，都让小孩子真真切切感

受到了闽南文化和闽南语的魅力。

另外，台湾也十分注重传统建筑的保护。闽南

的骑楼、古厝形制优美，若能有机融入现代都市，

对城市风貌的提升作用，非摩登高楼所能替代。而

不论是厦门还是泉州，许多有年头的建筑正被蚕

食，被千人一面的公寓、商场所取代。这些，都是

闽南文化的损失。

福建近年作了许多保护闽南文化的工作，比如

福州修复三坊七巷，比如厦门还将建闽南文化博物

馆，比如一些传统工艺在积极申遗。这些工作无疑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某些方面可能还需更细致更全

面。比如修古街时，如何更严格地遵循“修旧如

旧”的标准？修建筑的同时，能否同时保护与这建

筑相伴的生活方式，或者主动帮扶有特色的老字号

商铺继续生存？

只有渗透于生活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只有让年

轻人感受到闽南文化的魅力，理解它的精髓所在，

方能最好地保护和发展它，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细致耐心和通盘考虑。

宁德核电站即将投入商业运行

本报宁德电（庄严）宁德核电站 &号机组
购售电合同及并网调度协议签字仪式近日在福
州举行。它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发电资质，
将于 $月并入福建电网开始发电运行。

宁德核电站是在海西建设的首座核电站，
!""* 年 ! 月开工，!"&! 年先后通过了 & 号机
组热试、首次装料、首次临界、首次冲转等重
要节点，!"&!年 &!月底实现并网，机组铭牌
容量为 &"*/)万千瓦。

福州边防冬日真情暖台胞

本报电（赵建强）“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吃
汤圆吃得最开心的一次，真是谢谢你们啊！”
近日福建公安边防总队福州支队黄岐边防工作
站官兵特意为来港避风的台胞准备了热气腾腾
的汤圆，来港避风的台胞郭先生一边吃着边防
官兵为其精心准备的汤圆一边开心说到。

随着冬日气温降低，海上的风浪也逐渐大
了起来。连日来，来连江黄岐台轮停泊点避风
的台轮较往常有了明显增加。连江黄岐边防工
作站官兵推出“暖心服务”活动，为每名在港
避风的台胞送上了刚刚煮好的汤圆，并为他们
准备了衣物、棉被等御寒物品及感冒冲剂、止
咳糖浆等药品，让广大来港避风的台胞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

华侨大学厦航学院成立并揭牌

本报厦门电（林世雄、邱大朋）厦门航空有
限公司与华侨大学日前在厦门签订协议，合作
成立华侨大学厦航学院，双方开展多方面的合
作。签约当天，华侨大学厦航学院成立并揭牌。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企业人力
资源培训与深造等领域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华
大为厦航员工提供基础理论和技术培训，厦航
优先招收华侨大学优秀毕业生等；组建科研团
队，联合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互建实训、实
习、实践基地，探索校企合作模式，建立适应
市场需求的人才输送渠道。双方还将共商创建
校企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强化相关信息和资源
的共享、协作。

福建动漫产业将首破百亿元

!%#! 年福建省动漫产业将首次突破百亿

元，同比增长 -*0(-1，厦门市同比增长超过

#%%1。其中福建网龙收入超过 #(亿元、厦门

游家收入超过 ##亿元，厦门吉比特等 #$家企

业收入超过亿元，形成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

竞争潜力的优势企业、优质品牌和领军人才。

图为动漫展演。 钟 海摄

让文化融于生活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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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岛渔民经过正在运转的风力发电场。 姜克红摄

海 西

时 评

鼓浪屿教堂旁边的巷子里，如今依旧

有许多拍婚纱照的新娘。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八闽速递

由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作排演，演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之情的新编闽剧《北进图》近日在福

州精彩上演，令众多戏迷为之动容。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虹介绍，该剧聚焦了郑氏父子在历史

转折时期的纯朴人性。闽剧是现存惟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戏曲剧种，居福建五大剧种之首，

至今已有 '%%多年的历史，流行于福建闽中、闽东、闽北地区，并已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

刘可耕摄 （中新社发）

“爷爷您放心，我终于实现您的遗愿。明天 2

我就要戴着您的军功章去当兵。” !%#!年 #!月 !.

日，福建省政和县石屯镇石屯村的林洁来到爷爷坟
前道别，送上最后一束鲜花，叩完最后一个头，挥
泪踏上报国从军的征程。

今年 !%岁的林洁就读于福州科技学院大二会
计专业，两年前的今天，林洁的爷爷林建香因病去
世。这位 #)(#年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 --师，
参加过朝鲜汉江保卫战，荣立三等功一次的尖刀班
班长，在临终前，对林洁的父亲林良辉说道：
“#)-.年，你二哥林良用戴上我的军功章加入武警
消防部队，并在部队立了功，提了干。你在家乡虽
创办了年营业额百万元的横辉石材有限公司，但你
没有参军，这是你一生的遗憾，要让你女儿戴上我
的军功章到部队锻炼，成为家庭中第三代兵。”

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今冬征兵工作开始后，
她第一个在中国征兵网写下自己的志愿，其父亲林
良辉也在当地为女儿报了名。在省、市、县三级体
检、政审、家访过程中，林洁顺利通过层层考验，
终于等来梦寐以求的入伍通知书，领到海军军装。

临行前，林洁父母为她戴上爷爷的军功章，她
穿上崭新海军军装，买了一束鲜花，来到爷爷的坟
前，深鞠一躬，敬上一个军礼，噙着泪花诉说：
“爷爷，孙女到部队一定好好磨练自己，争取早日
把立功喜报传回家乡！”

戴着爷爷军功章去当兵
杨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