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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厦门电视台摄制组一行人来到福建永安市小陶镇石
丰村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纪念馆拍摄，这是厦门电视台《福建抗
战记忆》纪录片中的《永安之秋》拍摄行程。

成为抗战文化名城

地处福建东南山城的永安，和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西南边
陲桂林齐名，成为抗战文化名城，是福建抗战中的“第二战
场”，抗战时期，永安曾作为福建省的战时省会达7年之久。1938
年5月，随着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和地下党的团结影响下，一批爱国
知识分子、进步青年，相继从祖国各地云集到永安，形成了一支
以永安为中心、广泛的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队伍。他们以笔作武
器，以刊物为阵地，忘我工作，追求进步，把自己的全部智慧乃
至宝贵的生命，毫不吝啬地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促成了永
安抗日文化的高涨与繁荣。

据统计，战时的永安有 39个出版社、19家印刷所、15家书
店，先后出版了13种报纸、129种期刊、700多种图书。

申报国家级抗战遗址

永安抗战文化遗址群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有挹秀楼、渡头宅
（羊枣被捕处）；羊枣等12位文化人士囚禁处；文龙村复兴堡 （中
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春谷山庄防空洞旧址 （当年省主席陈
仪、刘建绪公馆）；刘氏祖屋 （《老百姓报》编辑部旧址）；材排

厝 （最高法院闽浙赣分庭职员居住地）；上新厝
（福建省高等法院旧址）；团和厝 （福建省高等检
查署官员居住地） 等20余处，其中12处被列为国
家级文保单位。

2014 年 9 月 3 日，九三学社厦门市委在举行
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活动时，农工党厦门市委组
织处的王复光建议，福建省依托永安市，申报国
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王复光说，抗战时期，永安作为福建省的战
时省会达 7 年之久 （1938 年 8 月至 1945 年 5 月）。
永安抗战文化遗址历史底蕴深厚、意义重大、价
值独特，具备较为成熟的申报条件。他说，福建
省许多与抗战相关的历史遗存是宝贵的历史资
源，应予重视保护。例如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首次
发布地永安市石峰村、福州三山陵园“中山舰福州籍抗日将士之
碑”、闽侯“大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厦门五通“万人坑”及

“日本祭”、东山“抗战烈士陵园”等。

推出抗战胜利系列节目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国防教育处和
厦门广电集团，联合主办了《军情全球眼》栏目，将制作纪念抗
战胜利70周年系列节目——《福建抗战记忆》，其中一集为《永
安之秋》。在这次拍摄中，摄制组采访了当年日军对永安多次轰
炸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拍摄讲述了抗战时福建省临时政府留下的
抗战遗址和吉山、文庙、复兴堡以及多个办刊地点、印刷所，最
后讲述了中共发起的抗日运动，拍摄了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
纪念馆及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标语。

据了解，厦门电视台派出的抗战专题摄制组，在永安电视
台、永安市党史研究室的配合下，目前已顺利完成了《永安
之秋》的摄制工作和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

“想不到我父亲年轻时长这样。”65岁的李延祺跟记者说话
时，手掌一直覆盖在一张复印照片上，那是他父亲的照片。他
的父亲是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的国民党将领李伯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不久前的国际档
案日，福建省档案馆推出“寻找八闽抗战英杰”查档活动，开
放馆藏黄埔军校1924年开办第一期起至21期同学录70余本、11
万张民国时期公务员履历表，让公众寻亲缅怀。

当天，包括李延祺在内的10位抗战英烈后人和抗战老兵来馆
查找相关档案。在一张泛黄的“公务员履历表”上，李延祺父亲李
伯昭被定格在民国30年，当时从福建省海澄县县长任上辞职，改
任福建省水警总队总队长。“他13岁从四川山沟跑出来，要当兵救
国，祖父追了几座山都追不回来。”李延祺苦笑着说，“抗战时父亲
所在的川军牺牲惨烈”，1948年国民党大部队撤退台湾时，早前入
台的李伯昭放弃2700大洋高薪，回到大陆，成为一介平民，之后又
被国民党收监，于1971年卒于福州。他一生再未回过四川三台县
老家。

李延祺有心寻找父亲的人生履痕，数十年来问路无门。“去
年国家认定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英烈名录，我心里的石头总
算放下了。”他郑重地把复印档案装进塑料夹层，这是父亲无意间留给他的唯一照片，“下一
站，我要去台湾，父亲为什么回来，我要去弄个明白。”

福建省档案馆目前馆藏8万多卷抗战档案，已整理挖掘出近6000位抗战期间牺牲的福建籍
烈士档案，其中包括陈文杞、萨师俊、李林、罗化成等；还有闽海抗战的560位烈士群体、长
乐鹿山血战的20位英雄群体、东山县及各地抗敌捐躯的普通民众。

福州人叶延华也找到了父亲叶可钰的文献资料，让他备感欣慰。叶可钰1937年任平海舰少
校副舰长，江阴保卫战期间，临危受命代理舰长指挥作战，与友舰一起击落敌机9架、击伤数架。

“当时政府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包括国民党统治区、日本占领区、东
北和台湾地区都响应，没有人愿当亡国奴。”郑祥开胸前别着一枚“青年远征军”徽章，他认
为，这是对那段热血青年的“最崇高的肯定”。 （据中新社福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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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2012 年 4 月 29 日，中央党史研究室
原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 （左） 委托当
地人管其乾，将他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
村题字转交石峰村两委。 赖晓斌摄

右上图：厦门电视台 《福建抗战
记忆》 中的 《永安之秋》 摄制组，在
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纪念馆拍摄
当年的标语。

黄光棉摄

6月底的一天，福州马尾港旅检现场，最后一
名入境旅客已经办结所有手续，但仍有不少人徘
徊在候检大厅没有离开，他们都在等一个人——
福州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三科科长张明娟。面对
旅客的嘘寒问暖，纤瘦的她不停地向旅客微笑致
谢。已在该站工作近 20年的参谋长陈俊迟说，像

这样被旅客记挂的检查员，张明娟是头一个。

将心比心让旅客舒心

到底是什么让张明娟如此深受旅客的喜爱？
曾和张明娟共事过的教导员林斌认为，因为她把
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服务旅客身上。

从普通一兵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科长，入警
16年来，不论在哪个岗位，她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担任检查员期间，她苦练边检业务基本功；担
任业务科长时，她组织研究整理日常工作中旅客遇
到的情境，并认真揣摩旅客心理，将原本专业生硬
的文字梳理成便于旅客理解的语言，并整理成《边
检服务手册》供检查员们学习应用。“只有将心比
心，我们的服务才能让旅客舒心。”张明娟说。

作为闽台直航的重要航线之一，来往“两
马”航线的旅客不仅有旅游观光、往来经商的，
返乡谒祖的也不在少数。当得知闽台民间习俗
中，谒祖观光团所携带的佛像金身、銮轿等佛具
是不能离身时，张明娟打破常规，创新提出了为
谒祖观光团提供“专属引导服务”的想法，即派
员将谒祖观光团从客船梯口引导到相应的专用通

道，并协助收集证件提交给台内检查员集中
查验。这一创新服务，得到了谒祖观光团成
员的交口称赞和感谢。“以后，我们一定还选

‘两马’航线。”

一以贯之的亲和力

事实上，张明娟更多的时候是在告诫自己。
她说，人的一生中，角色总是在不断变化，用心
对待服务对象，也是在用心尊重自己。这个观念
和态度，贯穿在张明娟的整个检查员职业生涯
中，并延伸至科领导岗位，她的工作方法也在站
内外广受赞誉。

在张明娟的从警生涯中，这种亲和力是一以
贯之的。这种亲和力，尤其让那些在外奔波的旅
客感到舒心，以至于有些旅客有疑问一定点名要
找张明娟，即便这些问题有时与边检业务一点关
系也没有。

一次，一名老人因遗失了手机，入境后无法
与家人联系，只得在大厅里干着急。许多检查员
想上前帮忙，都吃了“闭门羹”。直到张明娟的出
现，一声闽南语“依伯”（普通话“老伯”的意
思），让茫然已久的老人终于说出了事情的始末。

不少人问过张明娟，你对旅客这么好，似乎
超出了工作范畴，有必要吗？张明娟说，把旅客
当家人对待，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与帮
助，旅客回馈给你的将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而这
正是检查员最引以为傲的财富。

把旅客当家人的边检员
王炫晨 文/图

大图：合福高铁经过福州境内的跨西岭互通特大
桥。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小图：一名旅客展示福州开往合肥南的 G2626 次
高铁列车车票。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本报福州电（龙敏） 6月28日7时37分，时速300
公里的 G5602 次列车从福州始发，标志着合福高铁

（合肥至福州） 正式开通运营，合肥至福州全程由原来
的8小时缩短至4小时。自此，福建省唯一不通动车的
南平市结束了不通动车的历史，福建全境从此迈入高
铁时代。

长期以来，福建位于全国铁路末梢，只有一条铁
路出省通道对外往来。自 2009年开始，福建省铁路建
设年均投资 200亿元以上。短短几年间，温福、福厦、
龙厦、向莆、厦深等5条高速铁路相继建成通车，进出
福建省通道已从4个增至7个。

据南昌铁路局介绍，全长806公里的合福高铁，是
福建境内目前最高等级的高速铁路，也是中国第4条设
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电气化高速铁路。

合福高铁经合蚌高铁接通京沪高铁可达北京，福
州至北京全程运行时间，也由目前的 13 小时缩短至 7
小时。

专家指出，作为京沪高铁的延伸线，合福高铁将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内陆腹地直接相联通，形成海峡西
岸经济区与华中、华北、东北地区最便捷的铁路运输
通道。

作为中国首条山区高铁，合福高铁对推动沿线经
济发展意义重大，它既有高铁的速度，还有“醉美”
的高颜值。合福高铁串联起武夷山、三清山、黄山、
婺源等风景名胜区，这些旅游景区形成了“半小时交
通圈”，将极大地方便游客到景区观光、旅游。福建省
旅游局副局长陈奕辉分析称，合福高铁北通首都，南
达福州，实现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和以福
厦为中心的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快速对接，省际旅游合
作空间进一步扩大，将推动闽赣皖旅游黄金走廊加速
形成。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福建省将基本建成“三纵
六横”的铁路网主框架，进出福建省的通道增至 10个
以上，快速铁路覆盖90%以上县市。届时，福建铁路总
里程将达到 5350公里，路网密度从 2010年的 135.42公
里/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447.7公里/万平方公里，达到
全国领先水平。

“醉美”合福高铁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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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全境迈入高铁时代

本报龙岩电（赖荣恩、李俊盛）福建省龙岩市是“古田会议”召开地，这
块红色热土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近年来，驻守在这里的
人民子弟兵，秉承红色传统，与老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走出了
一条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路，实现了全国双拥模范城“三连冠”。

龙岩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双拥工作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老区
政治优势、增强军政军民团结的一件大事，作为解决驻军部队和优抚安
置对象实际困难、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件实事来抓。近年来，先后研究
出台了一批政策性文件，确保双拥工作有章可循，制度化、规范化、常
态化运作。

该市定期召开党政军座谈会、国防教育联席会、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会，组织地方领导干部到部队过军事日，加强军地联系，密切军政关
系，融洽双拥工作氛围。他们先后投入6亿多元用于革命旧址保护维修和
陈列改版；共建成4个国家级、11个省级、30个市级、86个县级爱国主
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古田会议会址成为国防大学教学基地之
一，每年接受教育人数超过百万人次。

驻龙岩部队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父母，在完成各项军事任务的
同时，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开展扶贫帮困
活动，为推动龙岩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优势。

近年来，驻地部队共出动官兵、民兵应急分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1.3
万余人次，参加抗洪抢险、森林灭火等急难险重任务，挽回经济损失近
亿元。在今年长汀“5·19”特大洪灾中，驻地官兵的抗洪救灾行动，赢
得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赞誉。

近年来，驻龙岩部队先后投入和协调资金800余万元，帮助兴建村部
16 个，援建学校 5 所，资助贫困学生 156 人，结对帮扶困难群众 200 余
户。6月3日，龙岩军分区召开会议，部署驻龙岩部队支持“闽西革命老
区”建设10项工程，具体帮扶活动将在驻龙岩部队全面展开。

龙岩双拥工作成效显著

图为张明娟 （右） 在帮助旅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