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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
洋。”百年前梁启超曾对少年发出深情礼赞。10
月 18 日，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简称青运
会） 在古城福州拉开序幕，7000多名青年健儿
在为期 9 天的时间内，以拼搏精神奏响体育强
音。在赛场之外，青年志愿者、青运小记者的
身影穿梭，交织为年轻生命的另一首华彩乐
章。而比赛前后，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在榕城
校园中开展，共谱成绵延不绝的青春交响。

“志愿者也有奖牌”

“在青运会的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有奖牌，
运动员有奖牌，志愿者也有奖牌，我们共同的
奖牌就是青春和激情。”青运会志愿者郑嘉蕙
说。穿越福州城，随处可见青运会的志愿者。
宣传、交通引导、应急救助、信息咨询……超
过13万名志愿者齐上阵，让爱心服务遍布大街
小巷。而在海峡奥体中心主场馆内，志愿者们
活跃在各个角落，为表演人员、媒体工作者、
入场观众等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

20岁的大学生郑嘉蕙作为媒体志愿者，负
责为媒体人员提供指引带路、信息咨询等服
务。早上 6 点半起床，乘坐大巴车从学校来到
场馆，一天的志愿工作就此展开。郑嘉蕙每天
都忙碌地穿梭在新闻工作间、看台等地，虽然
大部分时间都需要站着，但她并不觉得辛苦。

志愿者张燕说：“感觉自己很幸运，留在家
乡上学遇到青运会这样的盛会，并且还能参与
其中。以前常常羡慕世博会、亚运会在别的城
市举行，这次我们会用福建人民的热情，欢迎
各地的小伙伴们。”

据介绍，在青运会主场馆工作的大部分志
愿者都是大学生，他们分别来自福建不同的学
校和专业，因为对志愿服务的热爱而汇聚，成
为青运会大家庭的一员。而开闭幕式的演员也
主要从福州高校学生及专业院团的演员中抽

调，很多学生主动放弃外出游学、陪伴家人、
勤工俭学的机会踊跃报名。此外，青运会颁奖
礼仪志愿者均来自福建省内各高校，经历了严
格训练和遴选，接受过走姿、站姿、笑容等方
面的专业培训。

小学生加盟记者团

红马甲，记者证，录音笔——装备齐整却
面容稚嫩，密切关注赛场动态，看准机会便围
住选手采访。青运会上的小学生记者格外引人
关注。

“我们是‘丫好小记者团’的青运小记
者”，11 岁的小姑娘刘黄州手捧采访本说。她
是福州教育第三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历经层层
选拔才加入了小记者团。“‘丫好’在福建话里
是‘非常好’的意思”，刘黄州说自己的理想是
成为一名记者，“我就想当记者，想把新闻告诉
别人。”

“丫好小记者团”由二至六年级的小学生构
成，成立于 2014 年 1 月，共有 1000 多名小记

者，为了此次青运会专门挑选出20人。采访如
此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对于小记者们还是头一
回。

刘黄州的采访本上整齐地列着几个问题，
那是她精心准备的成果，打算现场询问运动
员。“我今天上午采访了体操的杨威，特别紧
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视上的人。”

同样六年级的杨志坚在采访之初难免紧
张，观摩学习成年人采访运动员好一阵后，终
于鼓起勇气挤进群访圈，向香港队男子蛙泳选
手吴欣键说出一长串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练游泳的？你遇到艰难的时候想过要放弃么？
是什么鼓励你坚持下去的？”

“我没有采访提纲，我把问题都记在脑子
里，”杨志坚说，“我平时就喜欢游泳，偶像是

孙杨和叶诗文。”在 12 岁的孩子眼里，年龄不
到 24 岁的孙杨已然是老将。“孙杨擅长游长距
离自由泳，他也挺大年纪了，还在体坛上拼
搏，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值得尊敬。”

推动体育活动进校园

青运会 U16男足第二轮比赛中，来自江西
景德镇的刘备战夫妇，在空旷的看台上为参赛
的儿子加油。刘备战感慨于足球对儿子的影
响，“孩子8岁开始进业余足球学校，最初只是
为了锻炼身体，但他喜欢上足球后，不仅身体
结实了，而且也独立、懂事多了。”

为对接国际奥委会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
会，适应国内外体育形势的变化，2013年国家
批准全国城市运动会更名为全国青年运动会。
首届青运会花落福建，福州则为主赛区。从城
运会到青运会，不只是名称的变化。城运会以
发掘竞技精英为目标，而青运会则以竞技为载
体，强调体育强身健体、塑造人格的教育功能。

在福州市梅峰小学体育馆内，清脆的击剑声
不绝于耳，学校击剑兴趣小组正进行常规训练。
在福州市钱塘小学屏北分校，萌感十足的狮子随
着抑扬顿挫的锣鼓声摇头摆尾，醒狮队的训练热
火朝天。而福州市融侨小学作为教育部首批“足
球进校园”布点校，更是时常上演“功夫足球”的
场景，由学校自编的动感足球操还登上了青运会
开幕式的舞台。“这是开幕式中唯一全部由小学
生参演的节目。”校长马晓如语带自豪。

在福州市教育部门推动下，当地中小学校
积极结合自身传统与特色，将竞技运动与趣味
性活动相结合，促进体育与校园文化的融合。
福州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后还将继续以增
强青少年体质为目标，通过不断变换、创新的
形式，推动各项体育活动在校园内普及。

海西周刊海西周刊海西周刊

以竞技促健身、寓教育于体育，首届青运会设置了大量校园体育、全民健身、
文化教育的内容。比如百万青少年阳光体育展示交流、校园健身操大赛、冠军有
约、志愿＋青运志愿文化体验、体育启蒙活动……青运会的舞台延展到赛场之
外，致力于推动青运理念、体育精神惠及更多的青少年。

推动体育精神惠及青少年

青运会:赛场内外合奏青春交响
本报记者 张 盼

闽东沿海白马港，群山包围中的海岸线绵延
不断，面海而建的楼房星罗棋布，海湾内船只穿
梭往来，养殖海鲜的网箱星星点点，勾画出一幅
美丽的海上渔耕图。

如今，在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下白石镇下岐
村，2310名曾经常年漂在海上被称为“海上吉普
赛人”的“连家船民”，告别了“风雨飘摇”，过
上了“安居乐业”新生活。

昔为“连家船民”
今朝告别“曲蹄”

海风腥咸，海浪迭涌。切入山腹的
海水，将这里变成一个安静的海湾。下
岐村就坐落在湾畔的前沿，闽东面积最
大的“连家船民”集中安置点就在这里。

“连家船民”是指福建等沿海地区长
期生活在海上、以船为家的渔民，他们
常年生产生活都在船上，导致脚指头畸
形弯曲，生活和教育水平低。一直以
来，“连家船民”被称为“曲蹄”。

“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一
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
光。”下岐村老支书陈寿章说，这就是过
去“连家船民”以船为家、风吹日晒、
居无定所的贫困生活写照。

船民江成坤回忆说，“连家船”长八
九米，宽不足两米，一家人挤在一起，
船上还要养鸡鸭，睡觉时连翻个身都难。“以前的
日子穷得叮当响，我们连双鞋都没有，都是打赤
脚，一条裤子兄弟四人轮流穿，一天只能吃两顿
饭，夜里常饿得眼冒金星。”

如今，下岐村的“连家船民”在岸上安居乐
业。村里商铺林立，上岸船民织渔网、搞养殖，
有忙不完的渔家事。

“做梦都没想到能过上今天的生活！”陈寿章
说，从1997年开始，福建将“连家船民”上岸工
程列为全省“造福工程”的重中之重，安排专项
资金对船民采取“分期分批、全面搬迁”的办
法，免费提供土地，负责路、电、水、通信、广

播电视信号“五通”，先后投入资金 700 多万元，
让“连家船民”挪穷窝。

眼下，下岐已建成2个新村6个安置点，全村
700 多户 2400 多人，目前已累计 600 多户 2310 名
连家船民上岸。

渔村变商埠
村民喜致富

天色擦黑，记者借宿的船民陈玉坤家里，农
家三层小楼有 120 多平方米，屋里电视机、电
脑、洗衣机一应俱全，每个卧室都装了空调，一
楼和三楼配有洗手间，家里饮用桶装矿泉水。

记者在几位村民家里串门，看到船民江雪义
家的餐桌上摆着青头鱼、黄瓜鱼、鱼头汤、红烧
肉等七菜一汤。船民王成增家的餐桌上也是有鱼
有肉。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有手机，其中一半人还
在使用微信。

生活变化的背后是上岸船民收入来源的多样
化。

船民王红进承包了20亩鱼塘养殖跳跳鱼以及

8箱鲈鱼，产品远销上海、浙江等地。“船民上岸
闲不住，养殖闲下来，还开船跑短途，一年下来
收入不会低于20万元。”王红进说。

下岐村党支部书记郑月娥干练利落。她说，
目前全村有 200 多户船民从事水产、餐饮、服装
等商贸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渔村变成了热闹
的商埠集镇，去年全村年产值1.4亿多元，人均收
入1.6万多元。

船民离岸上楼
同向小康迈步

在下岐村挂点的下白石镇党委副
书记刘菊凤说，在多数“连家船民”
苦尽甘来的同时，还有三个群体仍然
徘徊在贫困边缘：一些老船民缺乏致
富门路，他们上了岸却失去了谋生的
手段；部分船民因病致贫、返贫；部
分青年因为缺乏技术，创业就业能力
欠缺。

多位从事渔业捕捞的“连家船
民”说，近年来周边海岸线不断后
退，可捕捞的渔业资源日渐萎缩，这
让以小马力船居多的“连家船民”望
而却步。

村委会主任江成进翻出手机里的
照片告诉记者，野生黄鱼、花蟹、小
石斑鱼等如今已很难捕捞到。他说：

“这些物种以后恐怕只能在照片里看到了。”
自1999年第一批船民离岸上楼以来，下岐村

目前仍有 120 户困难船民没有解决住房问题，当
地党委、政府目前已经建起四栋楼，今年就会帮
助最后的船民上岸居住，但不少渔民子女进入适
婚年龄，改善型的住房需求让本就紧缺的土地资
源更加捉襟见肘。

如今在宁德，像下岐村一样的“连家船民”
们即将成为历史名词。据统计，通过20多年连续
三轮的上岸定居工程，至 2014 年初，宁德市 2.5
万连家船民已全部实现上岸定居梦。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董建国、王成）

“ 海 上 吉 普 赛 人 ”脱 贫 记“ 海 上 吉 普 赛 人 ”脱 贫 记

宁德市下岐村正在施工的四栋居民新村楼，将安置最
后100多户船民上岸居住。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在厦门公交车上玩手绘？自迪斯尼原画师推
出“熊猫巴士”并成功上路后，不少民众纷纷响
应，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鹭岛“流动的风景”。
投稿者不仅有厦门热心市民，还有来自海峡对岸
的画师。更有人希望以公交手绘连接两岸，促进
民间感情融合……

两岸画师携手 体现情感融合

厦门手绘公交创意多
吕寒伟 崔晓旭 杨思萍

本报龙岩电（吴丹平、郭丁梦） 日前，农业部发布2015年中国最美
休闲乡村评选结果，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培田村入选。

农业部开展这项活动对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拉动国内消费、建设
美丽乡村、传承农耕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福建省相关部门表示，希望获评单位珍惜荣誉，在总结经验、
发挥示范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农业功能，完善基础设施，保护生态
环境，提升服务质量，为城乡居民提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高品质休闲旅游体验。

据介绍，近年来，龙岩把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当作加快农
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加快实施休闲农业示范创建与品牌培育，
使乡村旅游产业和休闲农业亮点纷呈。目前，该市有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583个，从业人员1.32万，带动农户2.67万户。已创建的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3个、示范点2个；省级休闲农业示范乡镇7个、示范点
14个；省级“水乡渔村”17家，其中有 4家获得“中国美丽田园”荣誉
称号。长汀三洲古镇名村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区等3个休闲农业项目，目前
正在申报农业部“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龙岩培田村获选“最美休闲乡村”龙岩培田村获选“最美休闲乡村”

福州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福州海峡奥体中心雨水花园已经建成并
发挥功能。该项目为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能使雨水充分渗透蓄积。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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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志愿者在开幕式上互相加油鼓气。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福州市梅峰小学，老师在给学生纠正击剑
动作。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两位小学生记者在采访刚结束比赛的运
动员。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

●

厦门首部手绘公交“熊猫巴士”

厦门手绘公交的创意源自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公交集团、海峡导报
社和台湾导报社联合主办的“你的样子——手绘公交最美厦门”征集活动。
根据市民杨先生“把大熊猫画到公交车身上去”的提议，国宝大熊猫成为首
个通过审议并“登上”厦门公交车身的卡通形象。

10月 1日，厦门首部手绘公交“熊猫巴士”上路，粉色的车身、萌萌的
熊猫，在环岛路刮起一阵“熊猫风”。“欧巴斯”（OBASI） 卡通形象，是大熊
猫“巴斯”的“代言人”。“巴斯”是北京亚运会熊猫盼盼的原型，在福州海
峡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住了31年，今年11月份将满35岁 （相当于人类百岁以
上）。

台湾动漫师绘制“十二生肖”

台湾动漫设计师陈逸晋的投稿作品“十二生肖畅游厦门”，以十二生肖乘
风破浪为主景，背景分别采用厦门城市景观、鼓浪屿风景剪影，以大海作为
整体基调，将与厦门的海息息相关的白海豚、白鹭两种生物作为陪衬。

水鸟白鹭是厦门海面上、天空中常见的一道风景线。而大海的宠儿中华
白海豚有“妈祖鱼”的别称，寓意平安等美好祈愿，也侧面体现城市的民俗
文化。以动物作为城市的代表，呼吁生态游、文明游的理念。

作品还原厦门“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特点，浪花迭起的海面，以十
二生肖拟代市民和游客乘船畅游。天空中白鹭振翅飞翔，白海豚起到引航和
护航的效果，将属于厦门海的特色融入公交设计中。画面中十二生肖表情愉
悦，通过画面将城市印象具象化。

画师建议创作两岸鸟类主题

澎湖高中生郑甯方创作的 《澎湖鸟日子》 由 6幅形态各异的鸟类图案组
成，但并不是单纯画鸟，每一幅画中的鸟，同时也是澎湖的地标性建筑或是
代表性植物。比如画中某只小鸟酷似澎湖的县花天人菊，花瓣变成了鸟的羽
毛，树根变成了鸟的爪子。

郑甯方的创作，得到厦门画师、厦门观鸟会的赞许。他们建议创作首部
鸟类主题的手绘公交，绘制两岸鸟类图案，既有厦门的鸟，又有澎湖和金门
的鸟，让两岸三地的鸟交朋友。

两岸多地曾开展同步观测鸟类的活动，更为了保护鸟类共同行动。有厦
门画师提议，鸟类是专业领域，如果能找出一些珍贵、有意义、有代表性的
两岸鸟类，创作出更有内涵的作品，既能普及鸟类知识，又倡导民众保护大
自然。 （据《海峡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