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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祖先建造
的 远 洋 木 质 帆 船 —— 福

船，曾是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的
佼佼者，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功
臣”；也为郑成功、施琅收复宝岛台湾
立下汗马功劳……

在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曾经“载
誉班门，驰名内外”的黄氏造船世家，将
独树一帜的家族技艺延绵了11代传人。
如今，面对木船制造的日渐式微，他们
依然遵循古法建造和维修渔船，同时尝
试将传统技艺运用于古船模制作。

在斧、凿、刀、锤的流转之间，这些坚守传统技艺的造船
人，能否在岁月的变迁里，再续那一道抹不去的家族记忆？

融入血脉，传承造船术

峰尾镇是闽南渔业重镇之一，船一直是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工
具。造船技艺随之得以在这里祖辈相传，源远流长。运用古法造船技艺

而建造的福船，不乏荣耀的历史。

宋元时期，此种福船常年穿梭航行在“海上丝绸之路”，往来沿线各
国和“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数百年间，因其质优一直受到贸易
商贾的青睐。据黄氏族谱记载，明清时期，黄氏以擅造福船而“载誉
班门，驰名内外”。其祖先曾为郑和打造官船，并参与郑成功、施琅收
复台湾的战船制造。

提及家族技艺的过往辉煌，黄唐阳的父亲黄初宗颇为感同身
受。79 岁的黄初宗说，记忆中祖父因技艺精湛，常被邀请到福

州、厦门甚至浙江的温州等地督建远洋大木船。
深得长辈真传的黄初宗与3个儿子，也有过属于自己的骄

傲。“这是‘70后’，我爸爸造的第一艘装了马达动力的船，
没有用电锯、电刨，最多时动用了64名小工；那艘是‘90

后’，当时因为爸爸生病，由我和工人完成的，是那个
年代私人订做船只的豪华版，现在还能用呢……”黄

唐阳的三弟黄唐平从家庭珍藏的照片中找出得意
之作，展示父子造船绝技的“年代秀”。

与现代化船厂道道工序各司其职不
同，用古法造船，除动力马达外，整

艘船自始至终每一个构体都需要
自己动手切割、打磨、拼

装。“看着几片木

板一步步慢慢变成
大 木 船 ， 那 种 欣 慰 和 喜
悦，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
人”。

在黄氏族人眼中，数百年的技
艺传承早已融入家族血脉中，造船
是生活的一部分，船也是有温度的
生命体。

延续技艺，寄望古船模

然而，坚硬的钢质船、铁皮船
取代木船出海远航，已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木船需求市场日渐
萎缩。目前，峰尾镇3个村用于近海养殖、捕捞的木质渔船仅存百
余艘。

让黄唐阳兄弟更感前路迷茫的是，他们没能像父亲当年那样，把
儿子培养成技艺的接班人，因为“现在他们都干其他工作，学这行兴
趣不大”。

世代相传的技艺眼看到孙辈便难以为继，黄初宗心有不甘却也无奈。
两年前，这位早逾古稀之年的老船匠彻底不造船了，但还是放不下相伴半

个多世纪的手艺。从船厂退休后，他将这份难舍之情融进了古船模制作中，
并让儿孙们也跟着学，期望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祖业，传承技艺。

每天，黄老都要花数小时，眯起眼摆弄着船模。雕刻、打磨、上
漆、描图，每个细节一丝不苟；打龙骨、定肋骨、钉底板、装桅杆，
每道工序毫不马虎。

在黄初宗制作的各式船模中，有一艘被称为“黑舶五青案”的
古式船模最为抢眼。船身只有2.3米，耗时8个月才完工。船模上
各种器具、帆、锚一应俱全，摇橹、锅灶、储水柜、带梯架的双
层床等均按原船同比例缩小，不少构件还可以拆卸拼装，制作
技法和工序基本与造大船一致。

黄氏福船上设于不同位置的“十二生肖”暗示标记，
比如，形似“猴头”的帆上滑轮索、寓意闯过道道险关
的“虎口”以及鼠桥、兔厕、猪架……也被黄老一丝
不苟地缩小复制到模型上，借以留存祖传技艺的
独具匠心。

好在黄氏福船制造技艺已被列入福建
省、泉州市文化遗产名录，眼下正在申请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
这让黄氏造船人在坚守中看
到了更多的希望。

古法造船的艰难坚守
——泉州黄氏造船世家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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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福建福安
市溪柄镇楼下村田间，连

绵绿色中 3 个巨型白色“鸟巢”
分外抢眼。这些“鸟巢”是当地的立

体栽培蔬菜大棚。一些村民吃完早餐从
家里出来，说钻进“鸟巢”开始上班。

溪柄镇是闽东革命中心，叶飞、陶铸、曾
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领导群众

开展武装斗争，是全国18个红色苏区之一。如今，
这片红色沃野正向绿色转型。

从养猪到种树

刘育田是楼下村第一批主动拆除猪棚的养猪户。在过
去一年里，该村拆除了2.3万多平方米猪舍，数百户养殖户

一度陷入产业转型的迷茫之中。
“过去说‘要致富，靠养猪’，我们村从2000年开始，几乎

家家户户都养猪，养猪大户有120多户，是远近闻名的养猪明
星村。”楼下村党支部书记刘祖光说，政府推动和市场调控倒
逼养猪户转型。

告别了生猪养殖，养猪大户郑旺勤联合70多个养猪户和
村民，注册3家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年后，苗木种植面积有400
多亩，山樱花、桂花、榕树……以福安乡土树种为主打的小株
苗木长势喜人。

望着郁郁葱葱的苗木，刘祖光说：“过去因为养猪导致
环境脏乱差，现在种树搞绿色产业，转型这一步走对了。”

刘祖光算了一笔账：苗木生意的收益期一般是四五
年，去年苗木投入200多万元，利润率为30%到40%，加上
种植水稻、茶叶、葡萄收入，全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12450元。明年把苗木卖到宁德、福州、浙江等地，效益

会更好。他说：“接下来，我们打算探索种养结合，尝
试花卉盆栽，搞多种经营……”

打工就在家门口

兴华农业有限公司的高优农业园
区，菜农正紧张地收菜、称重、装

车……
去年初，拆除猪舍后，全
村 100 多户农民将土

地流转给兴华

公 司 。一 座 座 标
准化无公害蔬菜连体大
棚已成规模，不少村民成为

“土地流转有收入、高优农业园务
工有工资、合作社入股有分红”的多
薪族。

去年，宁德市贝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鸟巢”式无土栽培项目落户楼下村，“投资+
技术+产销”一条龙，引起不少农户的兴趣。

刘育田是最早进入“鸟巢”工作的 13 名村民
之一，如今他已掌握气雾栽培、鱼菜共生等技术，升
格为管理员。

“鸟巢”运用计算机控制、立柱式栽培植物，摆脱
传统农业对土地、能源、气候的过分依赖，只需1/6的土
地面积、1/10的用水量，即可生产出相同数量的农产品。

近两年来，溪柄镇把实现“一村一品”规模化经营作
为土地流转的重点，建立1000多亩生态茶园示范片、3000
亩葡萄无公害标准化种植示范片、4000 亩绿竹丰产示范
片、596亩无患子生物能源基地等。

旅游带来好前景

绿色产业、现代农业让昔日的养猪户找到了新出路，
“红色旅游路”又将给老区群众带来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1994年，也就是闽东苏区创建60周年时，溪柄镇区至
楼下村（闽东特委旧址）的公路修通了。今年，这条被称为

“红色旅游路”的柏油路将投入 5840 万元拓宽为水泥
路。这条路连接以烈士马立峰名字命名的立峰村至楼
下等9个村庄，都散布着红色遗迹。其中，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5 处、市级文物保护点 10 处，被列入全省 15
个红色重点旅游景区之一和国家第二批红色旅游
经典景点名录。

69岁的刘圣宝老人是楼下村古民居群的
守护者之一。他说，楼下村中有 32 幢大宅
院，最早的距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村里
准备成立乡贤联谊会，借助乡贤力量，
修复保护好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
产。看来，这块红色沃土上的
人们，正在科学、有效地
保护既有，经营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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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环保厅新闻发言人许碧瑞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讲的一番话
引人深思。他说，要警惕一种观念，即把空气的改善寄希望于雨打风
吹。绝不能天天盼着刮一阵风、下一场雨，把污染物吹走，或者把污
染“怪罪”于大风把外地的污染物吹过来，这些都是不作为的观念。

“守住清新福建招牌不能‘等风来’。”
面对迟迟无法消散的雾霾天，环保基本靠风？这个问题看似戏

虐，实则严肃。
风只能起到短期效果，长期而言，还是要靠对污染排放的治理。

环境经济学研究中有一条十分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着GDP
的增长，环境污染将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但这种下降不
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社会努力。不靠“风吹雨打”要靠
什么？依笔者来看，要靠雷厉风行。

根据福建省环保厅晒出各地的执法成绩单，市级环保局移送的案
件少得可怜。有的地方移送的环保案件为0，但省环保厅下去一查就有。
可见，执法不到位也是雾霾公害。地方上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
压力的矛盾与平衡，有时会比较为难，“边污染边治理”的美梦极易在经
济利益的诱惑下被打碎。但这不是给“清新福建”招牌抹黑的理由。只有
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环保正途。洛杉矶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是美国环境管理的转折点，其不仅催生了
著名的《清洁空气法》，也起到了环境管理的先头示范作用。

许碧瑞坦言如今“压力山大”，因为省会福州空气质量接连两月跌
出全国前 10。而今年 1～4 月，福建 23 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98.1%，在全国 74 个城市中的排名，福州、厦门第一季度分别为第 6、
第8。由于福建城市空气质量底子好、基础工作扎实，想要守住成绩甚
至提升排名需要付出更多汗水，在全国各地抓空气质量你追我赶的形
势下，容不得丝毫懈怠。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擦亮“清新福建”招牌，就要围绕保障民生环
境，坚决向污染宣战；围绕防范环境风险，落实最严格的企业主体责任、
最严格的属地政府管理责任、最严格的部门执法责任，保障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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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福建”不能
只靠“风吹雨打”

王大可

本报福州
电（陈梦婕） 第六届

海峡论坛将于 6月 14日至
20 日在福建举办。本届论坛

新增三大项目，分别为海峡两岸
青少年新媒体文创论坛、海峡两岸

社区治理论坛、海峡茶会。
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文创论坛内

容涵盖海峡两岸青少年微电影大赛主题
峰会、新媒体与青少年健康成长论坛等。

新媒体创作具有原生性、时代性等特点，
两岸青少年在这方面各有所长。该论坛将通
过交流互动提高两岸青少年的新媒体创作水

平和文化创新能力，发掘新媒体创作人才，
同时吸引更多的两岸文化创意产业企业落户
福建，并以此作为两岸青少年的文化创业
基地。

首届海峡茶会将邀请两岸知名专家
学者，以中国茶文化历史、两岸茶产

业相通相融和促进两岸茶产业共同
发展为主题，从人文角度“煮茶

论茶”。首届海峡两岸社区治
理论坛则以“多元参与、

多彩社区”为主题，邀
请两岸专家学者

作 社 区

治 理 主 旨 演
讲。

突出青年群体互动是
本届论坛的一大特色。本届
海峡论坛涉及青年参加的活动主
要有海峡青年论坛、海峡两岸青少
年新媒体文创论坛、海峡两岸关心下
一代成长论坛等。海峡青年论坛是一个
以“经济、文化、科技”为主要内容的
两岸四地青年交流平台，本次主旨论坛以

“中国梦·中华情”为主题，着力促进两岸
青年开展生态文明、创新创业领域的交流合
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美

丽中国。
海峡青年论坛主旨论坛将邀请在两岸

四地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华人青年代表，如
香港青年联会主席霍启刚、2013 年台湾
电影金马奖获得者齐柏林等作为主讲
嘉宾，分享其创业、拼搏和投身社会
公益事业的心得感悟。本次海峡青
年论坛在台湾嘉宾邀请方面将更
加侧重“中南部、新面孔、年
轻化”，注重邀请中南部青
年代表、青年社团当
中 的 新 生 代 代
表。

本报电 （林翠萍、洪燕森）“迎接旅
客的朋友请注意，由台北飞来的MF860航
班已经抵达机场。”5 月 31 日 13 时 25 分，
与往常一样，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闽南语
提醒广播一响，泉州边检站的检查员们立
即准备就绪，微笑着等候旅客的到来。

一时间，冷清的验证大厅里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2013 年 11 月 26 日，从台
北 桃 园 机 场 直 达 泉 州 晋 江 机 场 的 航 班
MF860，跨越两岸海峡阻隔，成为了继福
州和厦门之后，福建省第 3 个对台空中直
航点。由于端午节将至，这条航线迎来了
首个端午台胞返乡高峰。

候检人群中，一位满头银丝的台胞微
笑着与台外检查员陈舒雯交谈，两人就像
亲人见面一样，格外的亲切和温暖。

台胞姓吴，老家在福建晋江，因为交
通不便，吴老先生50年前定居台湾后就很
少回来。晋江—台北航线的开通，让吴老
先生回家的脚步越来越频繁。这一次，吴
老先生特意订了机票，赶回大陆和妹妹、
弟弟团聚。

吴老先生说，他与边检官兵有缘，缘
分是从晋江—台北航线开通的那天开始
的。那天，吴老先生搭乘首趟航班入境，

在入境通关时却找不到证件，焦急万分之
际，是检查员帮他在机场电梯上找到了证
件。

“这是我自己包的粽子，你们工作那
么辛苦，快拿一些去尝尝吧，还有香囊，
拿去放在身边，保一年平平安安！”候检
人群中，台胞龚阿姨热情地招呼台外检查
员小陈拿粽子吃，她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周
围的人，整个通关现场突然变得喜庆。

龚阿姨原名龚秀梅，自从女儿嫁到大
陆后，便经常往返于晋江和台湾之间。龚
阿姨为人热情，喜欢在通关时与检查员聊
天，久而久之就熟悉了。今年，由于女儿
怀孕不方便出门，龚阿姨就带着自己包的
粽子过来看望女儿，并多带了些粽子，分
给小陈和其他检查员。小陈婉言拒绝，但
龚阿姨坚持要她收下，小陈只好代表大家
收下了表达心意的粽子。

在台湾，端午节是仅次于春节的节
日，每逢端午，全家人都会从各自工作的
地方赶回家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挂香囊、
喝雄黄酒、给小朋友系五色线、求取午时
水以避邪保一年平安。在大陆，检查员小
陈收获了欣慰和感动。小小的粽子传递着
检查员与台胞深深的友谊。

第六届海峡论坛大打青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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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福建晋
江市荆山外来工子弟学
校高三学生在玩考前减
压游戏。今年该校将有
78 名学生结束返乡高
考的历史，就地报名参
加普通高考，享受与本
地考生同等的录取政
策。

为了更好地解决外省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在福建高考问题，福建省决定
从 2014年起全面实施“异地高考”政策，今
年共有 3600 名外省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名参加福建普
通高考。 张九强摄 （新华社发）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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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台北”航线的首个端午节

5月11日，在泉州市黄唐阳的造
船厂，一位因下雨而停工的修船工人
走向车间。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55月月1111日日，，在泉州市黄唐阳的造在泉州市黄唐阳的造
船厂船厂，，一位因下雨而停工的修船工人一位因下雨而停工的修船工人
走向车间走向车间。。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姜克红摄摄

55 月月 1111 日日，，黄初宗黄初宗 （（右右）） 与儿子与儿子
黄唐阳在泉州家中展示一条按照祖传黄唐阳在泉州家中展示一条按照祖传
古法制做了古法制做了 88 个月才完成的福船模个月才完成的福船模
型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沈伯韩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