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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放 入 园 ，安 全 第
一。为了让居民有更好的
运动体验，学校对入校健
身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记者在梅峰小学校门
口看到，原校门右侧的围墙
被改造成了专为市民开放
的通道，通道上还设立了一
个宣传栏，上面张贴着学校
体育场对外开放管理办法、
校园场地预约流程等公
告。进入门口，安装了带有
人脸识别的安检系统，市
民、游客需在“鼓楼幸福通”
小程序内预约，在预约时间
内前往学校，经闸机人脸识
别或身份核验后方可进入
校园体育场地。

记者了解到，该学校
体育场地均由福州润楼体
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管理。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们有一套对外开放
的管理办法，场地内有监
督员和安保两名人员值
班。监督员对于场内吸烟
喝酒、乱丢杂物、私闯禁地
等情况进行劝阻。保安则

要及时处置突发事件，并
加强安全巡逻。我们也希
望进入场地的居民要遵守
管理制度，自觉爱护场地
设施。”

而为了给市民更好地
提供健身场所，也希望最
大限度保障学校的安全，
他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
备：“田径场和教学楼原本
是相连的，我们特意在场
内增设了推拉闸门、防盗
门以及防盗网，并制作提
示牌放在非活动区域前，
警示市民们不要跨越，来
做到场地和教学楼隔离。
还在场地内安装了监控摄
像头，保证开放区域无死
角监控。”

从今年 2月份开放场
地以来，该学校体育场地
辐射到了周边的不少健身
爱好者，而上述负责人也
表示：“现在白天温度高，
市民一般都是傍晚过来，
我们计划配合夏令时，将
开放时间从 6点延长到 8
点。”

体育场不“放假”物尽其用添乐趣
福州开放260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满足更多市民就近锻炼需求；海都记者走进部分

学校体育场，一探究竟

“原来小麦也有博物
馆啊！”7月 15日下午，小
记者一行抵达位于奇台
县腰站子村的小麦博物
馆，这是福州援疆分指挥
部的援建项目之一。

而福建援疆在文化
润疆等领域也在绵绵用
力。 7 月 16 日，40 名小
记者来到位于吉木萨尔
县新地乡的小分子村。
小分子村位于东天山脚
下，由于当地风景独具
特色，是画家写生的热
门打卡地，因此村子更
常被叫做“画家村”。画

家村不仅有画，还有无
数福建援疆干部的努力
和政策扶持。

今年 4 月，由厦门援
疆分指挥部重点打造的
文化润疆项目——闽疆
艺术家创作交流基地在
新地乡画家村正式揭牌
成立，助推文化润疆工作
迈上新台阶。

当天，小记者一行还
来到丝绸之路北庭故城
遗址博物馆，了解北庭历
史文化、故城遗址发掘、
文物保护以及丝绸之路
的起源及历史演变等。

追寻天山脚下的福建印记
海都小记者研学采访团走进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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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州遴选了首批260 所中小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试点向社会开放，为市民提供
便捷的锻炼场所。据悉，这些场地仅在周
末、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对外开放，以确保
不会影响学生正常使用。此外，这些场地也
与教学区等实施物理区隔，以确保学生的教
育环境不受干扰（相关报道详见海都报7月
17日A03版）。

那么，校园体育场馆开放的情况如何？
市民能够进行哪些运动项目？7月18日，海
都记者走进福州市梅峰小学、仓山区金港湾
实验学校等一探究竟。

“学校体育场对外开
放，对我们这样爱打篮球的
人来说，是件大好事。不用
再为了找球场到处跑，随时
可以约上朋友一起进校打
球。”在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体育场地，即使在高温下，
一群青少年依旧活跃。他
们告诉记者，他们从学校的
微信公众号上预约了时间，
只需在校门口通过展示预
约码便可入校，操作简单又
快速。

除了打篮球外，也有不

少居民在田径场上慢跑，以
及打羽毛球。居民林女士来
自周边小区，得知学校体育
场地开放的消息后，立即进
行了预约。她说：“场地设施
完善，不仅方便我们锻炼，也
增加了家长和孩子亲子互动
的时间，真是一举多得。”

宽敞的锻炼空间、专业
的健身设施，成为越来越多
市民就近健身的最好选
择。在仓山区金港湾实验
学校初中部，学校提供了足
球场地、篮球场地和跑道。

由于场地为全新设施设备，
吸引了不少市民来此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在
校门口醒目处摆放着一台
AED除颤仪设备。据该校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配置由
仓山区教育局提供，一旦身
边发生心源性猝死紧急情
况，市民可快速找到AED，
进行急救。

“每天来学校里健身散
步的市民多达三四十人，即
使在假期，从早到晚，校园
里都充满欢声笑语。”福州

市象园小学的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校原有的水泥
操场较为老旧，借助体育场
地对外开放的契机，学校积
极向上争取经费，对操场进
行硬件提升改造。

去年10月以来，该校加
装了 4个篮球架，新增两块
篮球场地，并将水泥跑道换
成塑胶跑道，让学生、家长
和市民都很满意。后续，学
校还会定时对场地进行维
护维修，确保对外场地开放
使用。

在学校公众号预约即可 市民锻炼热情高

安保措施既保障学校安全
也方便市民锻炼

181年前，福建人林则徐从西安启程，来到新疆，沿途经木垒、奇台、呼图壁、昌吉、玛纳斯等地，到达伊
犁。在新疆的三年时间里，林则徐兴修水利、屯垦边防，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被誉为“福建援疆第一人”。

万里奔赴，再续山海情缘。自1999年起，一批又一批的福建援疆干部，来到林则徐当年曾到过的地方，不
畏艰难、接续奋斗，将爱洒满天山脚下。

今年夏天，来自福建的40名小记者，一路沿着林则徐的足迹，了解这片大地上的福建援疆印记，感受援疆
干部们舍家报国的奉献精神。随着福建小记者在新疆昌吉州研学采访交流的不断深入，他们惊奇地发现，无
论是繁华闹市，还是乡间田野，一个个烙印着福建印记的援疆项目都颇为瞩目。

7 月 13 日，经过 3 个多
小时的车程，小记者一行
抵达木垒县东城镇沈家沟
村，这里是福建援疆长期
对口援建的农牧结合村。

村 子 里 人 气 最 高 的
地方，当属位于村中心的
杏福文化广场，这是福建

援疆漳州、南平分指挥部
援建的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之一。“它长得好像我
们的土楼啊！”听到孩子
们的惊呼声，本次研学团
的导游李萍介绍道，杏福
文化广场将漳州土楼、朱
子文化等具有福建特色

的建筑风格巧妙结合，进
一步提升了两地文化交
融。

“原来我爸爸工作的地
方是这样的！”今年 12岁的
封佳桐来自福建南平，她
的爸爸是福建省第九批援
疆干部封志强，目前正在

木垒县人民医院提供对口
支援。封佳桐说，这是她
第一次来新疆，到木垒前，
她以为这里会是一片荒
芜，“没想到刚进村庄，万
亩农田和公园广场，就像
一幅画一样在眼前展开，
太美了！”

7月 14日，小记者乘车
前往木垒县坎儿井，了解古
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坎儿井”，在维吾尔语
中读作“坎儿孜”，意思是

“流水的井”。
“我们现在所在的木垒

草原坎儿井，是中国唯一的
草原坎儿井。”在木垒草原
坎儿井博物馆，讲解员向小
记者们介绍道，坎儿井水利

用山体的坡度，由高向低，
引地下潜流水进入田园绿
洲，滋润着这片干旱的土
地。

据介绍，2000 多年来，
横亘在戈壁滩的坎儿井，创
造了我国西北干旱荒漠气
候地区生命的奇迹。坎儿
井也因此与万里长城、京杭
大运河一起，被誉为“中国
古代三大工程”。

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新
疆的坎儿井，和福建也有着
特别的渊源。

据了解，1845 年，民族
英雄林则徐遣戍伊犁，途经
吐鲁番，被坎儿井震惊了，
在日记里写下：“水从土中
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
事。”

后来，林则徐开始大力
推广，在新疆吐鲁番、哈密

等地开竣了一批新型坎儿
井，扩大了吐鲁番和哈密地
区的灌溉面积。这些坎儿
井就如“地下运河”般，让沙
海变桑田，让荒漠变村庄，
极大改善了新疆各族民众
的生活。

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
便将这些新凿的坎儿井亲
切地叫做“林公井”，以作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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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援疆结硕果 木垒乡村绽新颜

涓涓细流坎儿井 见证一段援疆情

文化润疆 让艺术扎根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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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们在地下坎儿井体验区（宋延林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