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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地铁6号线即将开放试乘

这些“宝藏景点”藏不住了！

6号线

福州地铁6号线将在8月26日至28日开展
为期三天的试乘活动。作为福州主城区联系滨海
新城的轨道交通骨干线，6号线起于潘墩站，止于
万寿站，在梁厝站和下洋站可与1号线换乘。6号
线横跨福州仓山区和长乐区，各站点有哪些值得一
去的景点呢？昨日，记者走访6号线沿线景点，带
大家提前游览一番。

到达万寿站后乘坐约 8分钟车
程的地铁接驳车就来到了商务印书
馆福州分馆（位于海峡青少年活动
中心西侧）。

9时许，陆续有家长带着孩子来
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看书。保安介
绍说，天太热，暑假里有越来越多的
市民来这里看书和参观。据了解，
该馆拥有 1~3层近 5000平方米的运
营规模。一楼为阅读体验中心，环
境静谧，适合读书陶冶心灵，转角的
木质阶梯阅读区很有特色。

二楼是福州名人与商务印书馆

史迹展，馆内的建筑风格仿照了民国
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充满年代感。逼
真的蜡像模型、早期的印刷机器、活
字投影墙等都让市民大开眼界。

走到三楼，这里专门用来储存文
津阁的《四库全书》，也有一排排桌
椅，适合阅读和观赏风景。总体上
看，这里非常值得带小朋友来体验。

另外，在万寿站下车，乘坐地铁
接驳车约 15 分钟可至十七孔王母
礁。长乐文武砂海域十七孔围垦堤
坝的东北隅，有一处傲岸独立的礁
岛——王母礁。礁上有两块天然巨

石耸立如帆，地方文献记载为“双帆
石”，俗称“铁锤铁铛”。王母礁上尚
留有600余年历史的妈祖神龛，供奉
着一尊装饰华丽的妈祖金身。在礁
岛的最高处，伫立着一座高达8米的
妈祖石雕巨像。

还有距离万寿站 9分钟车程的
东湖数字小镇站。这是一座集投
资、创业、研学、居住、工作、休闲、旅
游于一体的 5000亩数字经济小镇，
同时也是福州数字中国会展中心所
在地，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示范点和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到了吴航站，从A口步行 680米即可到
达长乐和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上图）。

11 时许，气温升高，街区内有些冷清。
长乐和平街区被列为福州市正在打造的 13
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之一，目前一期保护规
划已完成，涉及 25座明清古建筑群，首期启
动修缮的有 16 座，被誉为长乐的“三坊七
巷”。

记者看到，和平街区除了古建筑，还有
丰泰亭、种芝宫、汾阳王庙、太平桥等历史风
貌建筑。据了解，在修复和平街古建筑的同
时，还因地制宜引进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商
业业态，让街区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和平
街较大的规模、布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均让人流连忘返。

从林浦站A1口步行 1公里可到
达林浦泰山宫。它是福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原为平山阁，因南宋益王
赵昰曾驻跸于此，后改称泰山宫。建
筑坐东朝西，占地面积1484平方米，
由泰山宫、天后宫、总管殿组成。

从鹤上站C口步行 620米至荷叶垱（沙京路
口）站乘坐 625路公交车至仙岐（显应宫）站后步
行450米即可到达宋朝千年古宫显应宫。显应宫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AA级旅游景区，闻
名遐迩。显应宫始建于宋绍兴八年（1138年），明
弘治三年（1490年）后殿辟为“凤岐书院”。

从梁厝站A1口出站，步行 560米即可到达梁
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上图）。

梁厝街区有一条美食街和一些适合遛娃的项
目，喂兔子、走迷宫、捞鱼……

从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再过一条马路就是
被誉为中国版“悉尼歌剧院”的海峡文化艺术中
心。在二楼大露台便可清晰地看到这朵盛开的

“茉莉花”。

林浦站：
宋朝林浦泰山宫

梁厝站：
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吴航站：
和平街历史文化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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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洋站：
冰心公园、冰心文学馆

万寿站：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

鹤上站：
宋朝千年古宫显应宫从十洋站A口出站骑行980米或者从B口前往十洋公

交站搭乘623路可直达冰心公园和冰心文学馆（下图）。
上午 10时许，记者来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德育教育基地的冰心文学馆，映入眼帘的是通体洁白
端庄的冰心雕塑。二楼展出了大量的照片和实物，包括
冰心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还有电子屏可供来访者阅读
冰心的作品。

“先生文化长存，精神永在。”游客姜先生表示。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先生带着她的爱走完了

一生。”游客张女士说，“她的《小桔灯》我一直印象深刻，
在文学馆了解了她的生平经历，望着她的慈祥面容，我的
心中总是感到温暖。”

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