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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通讯员 吴丹红 毛淑文
文/图） 8月 26日，船政文
化马尾造船厂片区保护建
设工程（三期）项目正式开
工建设。据悉，该项目是福
州市重点项目，总投资 3.0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2.4万
平方米。项目开工标志着

“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城”建
设迈上新台阶。

此次开工的三期项目，
主要对原福建省船舶工程
技术学校，原马尾造船厂办
公楼、理化楼等既有建筑进
行修缮更新，以及对马限山
部分景观实施改造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原福建
省船舶工程技术学校修缮
计划 2023年 9月完工，并将
在旧址上引入全新的高等
职业教育，开办职业教育学
校。

“船政大臣沈葆桢认为
‘船政的根本在于学堂’。
作为本次项目的重头戏，位
于马限山麓的原福建省船
舶工程技术学校旧址建筑
将被彻底激活。”马尾船政
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介绍，
原福建省船舶工程技术学
校依马限山山坡而建。历
史上，这一位置曾经是1868
年开设的船政后学堂管轮

班的校址，20世纪 70年代，
马尾造船厂在此建设学校，
这种在马尾造船厂里培养
造船技术工人的模式，与百
年前的船政职业教育一脉
相承。21世纪后，学校从马
限山麓迁走，旧有的校舍长
期闲置荒废。

海都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在保存城市的历史和文
脉过程中，福州启动了船政
文化城项目，陆续完成了一
期、二期项目。一期是对船
政衙门及前后学堂复建等；
二期是机装车间、机装课仓
库、起运车班组、管家课、78
号楼等船政建筑改造工程。

N海都记者 陈江燕 毛朝青 文/图

今年70岁的程法坚，来自闽侯县荆溪镇桐口村。提到他的程门书院，
不少当地人可能都有所耳闻。程门书院是当地一座始建于清朝初期，至今
已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宅子，具有典型的清代闽派风格。十多年前，见老
宅子因无人居住而慢慢荒废，老程觉得很可惜，便将老宅子改造成农家书
屋和老物件收藏室，收集了上万册图书供周边村民免费借阅，还将他多年
来收集到的老物件放在书屋中进行展示，给农村提供了难得的精神食粮。

乡野有书香 老宅添活力
闽侯县桐口村七旬老人程法坚，利用自家有300多年的老宅

办乡村图书馆，收集了上万册图书供周边村民免费借阅

船政文化马尾造船厂
三期项目今日开工

除了书籍，老程对一
些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老物
件也情有独钟。穿过书屋，
来到后院旁的一间房屋，这
里摆放有灌溉、耕地用的一
些老农具，还有一些不同种
类的老式日用品。

“这里面的民间生活
用品，有些是自己用过的，
有些是家人帮忙淘来的，
有些是别人送的。”老程
说，虽然没有详细统计过
共有多少件藏品，但每一
件物品放在哪，他心里都
有数。

讲到收集这些物件的
初衷，老程说，十多年前，
当时还只有 4岁的孙女来
到家里，向他展示刚学会
的古诗，念到“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时，他反
问孙女：“你知道锄禾的

‘锄’是什么东西吗？”见孙
女摇头，老程发现，一些对
他而言十分熟悉的物件，
在如今的孩子看来，已十
分陌生。为了留下这份乡
愁记忆，他从那时便开始
收集当地的老物件。

“这是以前结婚必备的
三件套，这是取水用的手摇
水车，这是木工工具……”
说起这些物件，老程滔滔
不绝，他说，这些物件，不
管得来是难是易，价格是
高 是 低 ，都 是 他 的“ 宝
贝”。未来，他想在老宅子
里专门开辟一间房屋放这
些老物件，办成一个“民俗
博物馆”。

近日，记者来到程门书
院，虽然经历 300多年风雨
洗礼，老宅有了岁月的痕迹，
但内部构件保存得较为完
好，从门上、屋檐一角，依稀
能窥见老宅子当年的面貌。

面向老宅子，跨过左侧
房屋的门廊后，就来到其中
一处书屋。书屋内，各色书

籍分门别类整齐地摆放在
书架上、书柜内，俨然一个
小型的图书馆。“书屋内共
藏有上万册书籍、各类杂志
报纸、音像片等，内容涵盖
学龄前儿童至退休老龄人
员等各个阶段。”老程说。

老程介绍，2009 年，他
为了让家里的孩子能好好

阅读，将这处老宅子收拾出
来做成了一个读书屋，2012
年时，书屋正式开放给全村
人免费使用。“早些年，农村
的阅读资源相对匮乏，这里
的孩子想要读书，要到10多
公里外的省图书馆去借书
看。”老程说，他家藏书多，
正好又有老宅子，距离大家

也近，正适合开放作为一处
读书点。

“有了这处书屋，村子
里的孩子就不用费力跑那
么远去借书看了。”老程说，
书屋24小时对外开放，想要
借书，只需填写下借阅登
记，还书更方便，到他家敲
个门，说声就行。

程门书院正式开放后，
闽侯县图书馆等单位陆续
捐赠了大量书籍，一些爱心
人士和当地村民也自发捐
书，丰富藏书量。老程说，
就在 8月 20日，一对来自南
平的老夫妇知道这处书屋
后，带着孙女、女婿专程从
南平赶来，捐赠了整整 3大

摞、数十本儿童读物。
“两位老人家都已将近

80岁高龄，他们本可以让子
女有空时将书籍寄来，却仍
选择亲自跑一趟，我当时看
了很是感动。”老程说，为了
表示谢意，他也向两位老人
家回赠了三本与当地历史
有关的书籍，希望他们能更

加了解桐口，并欢迎他们随
时回书院做客。

书院对外开放后，最开
心的当属村里的孩子。“之
前，书院旁边就是桐口小
学。每天中午、晚上放学后，
书屋里都挤满了孩子，他们
会在这里看书、休息。”老程
说，桐口小学搬离后，仍有不

少当地的孩子经常前来阅
读，到了假期，还有一些外来
务工人员会将自己的孩子送
来书院“打工”，让他们在书
院做些简单的卫生、读读书，
避免在家“躺平”。书院内还
有一处书画室，一些书画家
和当地的老人家常会到此练
习书法、作画，并互相交流。

藏有上万册书籍 内容涵盖各阶段
想办“民俗博物馆”留下乡愁记忆

各方人士踊跃捐书 让书香弥漫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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