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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白马河夜游，西湖
公园也是不少市民夜游的

“热门选择”。乘一尾小舟，
从西湖游船码头顺流而下，
途经白马河、东西河，就能
一路直通五一广场。

记者来到西湖公园市
民服务中心游船码头，发现
已有不少游客排队购票登
船。据了解，这条从西湖到
白马河的游线全长约6.5公
里，共设有 4个游船停靠码
头。当夜游结束后，从市民
服务中心游船码头出来，就
能夜晚漫步到西湖公园，路
途中可以看到灯火辉煌的
古典园林、被淡淡的蓝光轻
托住的木板路，远处的蒙山
亭也隐约出现在树林中。

在附近游玩散步的林
女士告诉记者，“夜晚的西

湖公园十分漂亮，这里非常
适合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划
船，听听小曲吹吹小风，白
天的烦恼也会跟着一起消
散。”而划船之后，还能欣赏

“水墨西湖夜景”。
除了夜游划船，你还可

以沿着西湖左海埠的栈道
散步，看爷爷奶奶唱歌跳
舞，听美妙的歌曲，或者坐
在岸边的咖啡馆里，感受夜
晚的喧闹与宁静并存。

当然，泛舟湖上，不仅
仅局限在白马河与西湖公
园、左海公园。你还可以前
往台江区闽江游码头，来一
场“闽江夜游”。天色将晚
未晚之时，江畔的每座高楼
都点亮了属于自己的美丽
灯光，宛如精心编制的画
卷，在夜色里尽显华丽。

令科研人员惊奇的是，
这片水松生长在水田里，旁
边就是村道，人为干扰因素
多，却为何还能保护得这么
好？答案是当地村民和政
府的生态保护意识强、保护
力度大。

在甘厝村，村民原先并
不知道这片水松是“国宝”，
却一直将它们视为“吉祥树”

“风水树”，祖祖辈辈加以保

护。甘厝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甘盛良说，甘厝村
先人迁徙到此地时，两棵水
松母树就已存在，所以最早
的自然村名叫“树兜”，村民
世世代代传承保护意识，农
田耕作、放牧时都会避开水
松，为水松腾出成长空间。

罗源县政府在 2016年
把包括水松母树在内的
253 棵古树名木进行挂牌

保护，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措
施。持续的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也为这片水松群落生
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
础。近年来，罗源关停全县
117座饰面花岗岩矿山，持
续在西兰、飞竹、霍口“一带
三溪多流域”水松群落上游
实施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和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为水松群落提供了良好的

周边大环境和优质的水源。
发现水松群落之后，罗

源县立即设立水松林自然
保护小区，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减少人为干扰，加
强保护管理。为加大保护力
度，罗源县林业局与福建省
林业科学研究院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在科技项目
申报、水松保护小区规划、
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

泛舟夜游榕城 赏光影流动夜色
除了可享夏日清凉，滨水沿线也成不少市民网红打卡点

植物“活化石”在这里生生不息
罗源发现目前全国面积最大水松天然更新群落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毛朝青 见习记者 林雅璇 实习生 何丹莹 文/图

夏日炎炎，哪里觅清凉？泛舟畅游，在船上享受来自湖面的清
凉，已经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打卡”出行方式……小船晃晃悠悠
漂在水中，看着岸上灯光下的人影来来往往，好不畅快。此外，高
科技光影技术设备、墙体光影秀等绚烂光影营造的氛围，也让滨水
沿线成了不少市民的网红打卡点。

白马河流淌千年，曾
是福州的护城河，而白马
河畔亦成了商业中心，商
店、会馆、客栈密集，行会、
商帮来往如潮。

龙船慢慢游动，青榕
的须轻抚着这片河，沿岸
有喜鹊桥、桂芳桥等 11座
桥梁及“缺哥望小姐”雕
塑、“白马河畔人家”雕塑、
白马三郎雕塑、西关水闸
等建筑，依稀可见旧时百
姓枕水而居、伴水而行的
生活光景。

如今，白马河航线已
实现夜游。高科技光影技
术设备、墙体光影秀、时空
隧道、LED变色光源等多
种全新光影技术营造出了
白马河缤纷水巷氛围，打
造福州全新网红打卡胜
地。从傍晚时分到华灯初

上，两岸花草树木熠熠生
辉，偶有白鹭从丛林中飞
起，像是陶渊明笔下所写：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几位大学生结伴游
船，直呼像是来到了江南水
乡，有几分小桥流水人家的
意境。“我们在拍桥上的行
人，桥上的行人在拍游船的
我们，颇有几分卞之琳的

‘断章’之义。”张同学笑道。
提起内河，许多人的

印象还停留在“脏乱臭”的
阶段。经过几年的大力整
治，白马河的水也动起来、
活起来、清起来了。王女
士带着五年级的女儿来游
船，为了应景，特意让女儿
换上一套汉服。她边为女
儿拍照边感叹，来时还担
心会是臭烘烘的，但内河
的空气出乎意料的清新。

地点：白马河
夜游“小江南”体验慢时光

地点：福州西湖公园
泛舟古典园林 寻觅夏日宁静

N海都记者 刘文辉 通讯员 黄益辉 刘其燚 文/图

日前，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罗源县
西兰乡甘厝村调查时，发现目前全国范围内面积最大的
水松天然更新群落。

水松有植物界的“活化石”之称，是冰川世纪孑遗植
物，国家一级保护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列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根据国家林草局第二次
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水
松有89个分布点，共912株，其中福建有573株。

走进甘厝村，青山绿
水，景色宜人。两山之间的
长条状水田里，生长着一片
挺拔葱郁的水松群落。福
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
研人员正在对水松群落进
行本底调查。

“群落占地面积达 81
亩，共有水松植株76株及一
定数量幼苗。”福建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水松课题负责人黄
雍容告诉记者，他们团队去
年开始对福建省的水松资源

进行全面调查，今年 5月来
到甘厝村发现了这片水松群
落，当时心情非常激动。

其中两棵母树高度达
20 多米，初步推测树龄超
过 600年，另有三棵古树树
龄超过 400 年。由于水松
是保护树种，无法通过在树
干上打眼，根据年轮进行树
龄测定，工作人员只能依靠
测量树木胸径等方式进行
初步测定。

比起“古树”，更令黄雍

容惊喜的是一批幼苗的发
现。“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其
他地方的野生种群多数呈
现老化衰退，天然更新不
良、繁衍受阻。而这片87%
的植株胸径都是小于 20厘
米，这些都是幼树，说明水
松的群落非常年轻，天然更
新能力强，在全国罕见。”据
国家林草局第二次全国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
数据显示，这是目前全国面
积最大的水松天然更新群

落，这为水松这一物种的保
护拯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样
本，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为何这片水松群落天
然更新能力强？黄雍容团
队正在进行深入研究，他们
已经六次来到甘厝村，对每
棵水松进行实地调查，确定
胸径、树高、冠幅、植株健康
状况、经纬度数据、影像照
片等数据，为水松群落建立
档案及数字化监测保护管
理体系。

“年轻群落”全国罕见

祖祖辈辈保护“吉祥树”

游客在白马河乘坐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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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对水松群落进行本底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