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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少年宫活动如火如
荼的同时,好少年榜样学习实
践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越
来越多好少年用榜样力量引
领同龄人共同成为新时代文
明风尚的引领者、传播者。7
月 3日，闽清县举办“童心向
党 强国有我”新时代好少
年研学实践活动。新时代好

少年代表通过事迹宣讲的形
式，声情并茂地从学法用法
普法、热心公益、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等方面与大家一起分
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展现
新时代好少年见贤思齐、向
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并号召
同学们作为新时代好少年，
要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良好

品德，做好新时代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随后，好少年们在志愿
者的引导下进行活字印刷等
精彩有趣的体验活动，寓教
于乐的实践方式既拉近好少
年之间的距离，也提高了好
少年的文化认知、促进文化
实践。

文明活动托起多彩暑假
福州举办未成年人社会实践系列活动超过2300场

转过余家坪蜿蜒的乡
道，西山造纸工坊掩映在山
坡下一片茂林修竹之中。
不同于人们对复杂结构和
巨大占地面积的想象，而今
的造纸工坊只是一方白墙
黑瓦的平凡小院。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竹纸制作技
艺传承人刘仰根，正是这间
小小院落的主人。资料显
示，他是西山纸第四代传
人。

“我家祖籍是长汀的，
来 到 将 乐 有 三 四 代 了
吧。”刘仰根介绍，他自16岁
开始就跟着父亲刘启春学
习造纸。

手工造纸十分繁复辛
苦。农历七月半，是传统西
山纸造纸开始的时候。而
对造纸的准备，从毛竹还成
长于山林中时就开始了。
备灰（准备石灰窑用于沉
淀）、劈山（清除竹山杂草）、
管护（保留优质笋）……“官

方说法中的主要工序有 28
道，但实际上的具体工序有
100 多道，细讲根本讲不
完。”刘仰根说。

每年立夏后的三天，他
与纸工们就上山砍嫩竹，将
嫩竹断成两米长管再剖开
成三厘米左右宽的栅子，捆
束成把投入位于工坊不远
处的石灰池中，撒上石灰，
灌水浸塘。两三个月后，竹
片浸泡得糜烂，熟透变黄。
取出洗净，再放进池塘，用

山上的泉水漂洗。接着将
竹料剥去竹节和内外两层
皮，放入竹料槽内。

踏料，是最辛苦的一道
工序。用脚将竹料踩成纸
浆，再倒入工坊中的纸槽。
纸工们在纸槽内荡料入帘，
滤水，把纸浆翻转倒扣在木
板上，分离出一张湿纸。最
后在昏暗而带着古老气息的
焙纸房内，将一张张湿纸焙
干、揭下、裁切，一张光滑无
瑕的西山纸才能完美面世。

将乐深山里的古法造纸

好少年的培养当然
也离不开好家风的浸润、
好家训的弘扬。近日，

“树清廉家风 扬童心正
气”——2023年福清市家
风家训乡贤文化宣传教
育活动暨福清市“古厝寻
家风”主题活动在上迳镇
梧岗村举行，以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
导和教育广大青少年学
习好家训、传承好家风，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活动当天，孩子们来
到上迳镇梧岗村天趣文

化艺术馆、莲心苑，在大
学生志愿者的耐心讲解
中了解梧岗村家风家训
故事，学习林氏家族优良
家风及其后人著作、书画
作品。

孩子们还以“家”为
主题，结合梧岗村特色文
化，进行团扇绘制、树叶
贴画艺术创作，并参加

“传承好家训”团建趣味
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感受
良好家风的熏陶。

此外，为丰富青少
年暑期生活，福州市委
文明办整合多方资源，

为孩子们送上一份丰富
的“暑期菜单”，涵盖国
防教育、公益讲座、夏令
营、暑托班等内容，极大
提升青少年获得感、幸
福感。

福州市委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
续开展文明实践活动，营
造全社会共同关爱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
围，进一步引导广大未成
年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努力成长为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

为培养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
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福州市
充分利用暑期，开展超过2300场未成年人
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有一个“文明、安
全、健康、快乐”的多彩暑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弘扬
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引
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童
心 永 向 党 争 做 好 少
年”——2023 年城门镇乡村
少年宫系列活动在城门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本次
活动围绕“重温红色记忆,追
寻红色足迹——党史互动讲
座”和“为党送祝福——非遗

竹编工艺品制作”两个环节
展开。

在“重温红色记忆,追寻
红色足迹——党史互动讲座”
环节中，志愿者讲师通过弘扬
建党精神、党史专题知识分
享、光辉足迹小视频、趣味党
史互动竞答等方式，借助珍贵
老照片，带孩子们一起重温品
读党的光辉历程，追寻红色足
迹，同孩子们一起聊聊党的故

事，让孩子们汲取奋进力量，
引导孩子们立大志、明大德、
成大才、担大任。

在“为党送祝福——非
遗竹编工艺品制作”环节中，
志愿者带领孩子们一同感受
非遗文化魅力，体验劳动人
民辛勤劳作的结晶，通过一
挑一压传承非遗手工,为党
献礼，表达对党的生日的美
好祝福。

激发乡村少年宫阵地活力

丰富好少年榜样学习实践活动

开展传承家风家训活动

位于三明市将乐县西南部的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密林深幽，山高水清，令来此游玩的人们流连忘返。作
为福建传统手工造纸大县，将乐也是我国最早生产毛边纸
的地方，而其中又以出产于龙栖山的“西山纸”最负盛名，
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在现代工业造纸的冲击下，
这一至今仍完整保留蔡伦造纸工艺的“西山竹纸”造纸技
术已濒临衰亡。

近日，海都记者造访龙栖山西山造纸工坊，听西山纸
第四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竹纸制作
技艺传承人刘仰根讲述西山竹纸的盛与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
西山纸的最后一个鼎盛时
期，全山手工造纸作坊发展
到112个，但到90年代，造
纸作坊却迅速跌至 70 多
个。为什么仅仅十年间，西
山纸作坊数量会骤降？

刘仰根告诉记者，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山纸
是国家二类物资，被用于
印刷重要历史书籍，也专
供外贸，远销东南亚。造
纸工坊只需负责生产，由
政府负责统购统销，稳定
的产量与收入让西山纸产
业繁荣。但到改革开放以
后，受工业造纸的影响，曾
经供不应求的手工造纸生
存空间越来越小，西山造
纸业的境况逐渐衰弱。由
于工作枯燥，又是个体力
活，产量低下，经济效益不
佳，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
习这门手艺，手工制作技
艺的传承面临着断层的窘
境。“而今，只剩下我一个
工坊还在坚持造纸。”

为了让西山竹纸技艺
更好地传承下去，刘仰根花

了不少心思。他连续几年
参加海峡两岸文博会推广
西山竹纸，让西山纸渐渐重
回社会视野，也接到了一些
书画家、出版社的订单。但
订单真的来了，刘仰根却高
兴不起来：“人家想和我的
工坊订一个合同，一个季度
订一个集装箱 100 吨的
纸。但我们10年也不一定
能生产这么多啊！”算上刘
仰根，西山造纸工坊全生产
流程的纸工大约在 9人左
右。每日工坊的产量大概
为 10刀，“刀”是手工造纸
的计量单位，一刀是100张
纸，而一吨纸大约为 235
刀，产能与订单需求差距极
大，刘仰根只能无奈放弃。
大订单无法承接，一日 10
刀的小产量也没足够对应
的市场，只能导致积压，依
靠着政府的补助勉强支应
工人薪水。

“但我真的很不希望
这个技艺就此失传啊。”
刘仰根还在努力维持，积
极地为西山竹纸寻找适合
的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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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栖山中最常见的，就
是笔直、利落而青翠的毛
竹。毛竹的嫩竹可作造纸
原料，造出来的纸，被称为

“竹纸”或“毛边纸”。将乐
是福建传统手工造纸大县，
《中国书法工具手册》记载
其是我国最早生产毛边纸
的地方，而其中，又以“西山
纸”最负盛名。《福建通志》

记载，西山纸在唐、宋时即
享誉海内外，迄今已有一千
多年的历史。

西山纸制作完整地传
承了蔡伦造纸工艺，造出
的 纸 细 腻 柔 韧 、光 润 洁
净、吸水性强、久存不蛀，
用于书法，吸墨性强，墨
色固定而不褪色。清人
郭柏苍在《闽产录异》中

说，将乐纸以杨家山的京
纸 和 龙 栖 山的西山纸最
好。乾隆组织编写《四库
全书》时，曾命钦差大臣到
将乐调纸印刷，更将西山
竹纸列为“官纸”，专供朝
廷使用。民国时，“西山
纸”走向辉煌，百余家作坊
年产纸五万余担，为福建
之最。1974 年—1976 年，

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出版
局几次调将乐毛边纸进
京，印刷《毛泽东诗词》线
装本和重要历史书籍。

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
竹纸制作技艺即西山造纸
技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传统技艺类扩展项
目名录。

传承蔡伦造纸术，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上百道工序的繁复辛苦，是龙栖山中的工匠情怀

技艺传承面临断层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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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展示非遗竹编工艺品（福州市委文明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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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竹纸制作技艺传承人刘仰根

龙栖山西山造纸工坊位于一个小院中 昏暗的焙纸房，一张张湿纸在此焙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