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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 良 标 文/图 实 习 生
余慧林） 名医送健康，笔
墨迎新春，爱心递暖意。1
月 27 日上午，在泉州市鲤
城区海滨街道涂门社区，由
泉州市吴氏合族大宗祠管
委会、泉州市东观西台公益
服务中心党支部、海峡都市
报社第三党支部、涂门社区
党委和居委会、复泰中医馆
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的名
医义诊、赠春联、慰问群众
等公益活动，为社区居民及
周边群众送上一份特大号
的新春“大礼包”。

上午 9点刚过，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泉州吴氏合族

大宗祠堂内已经排满了等
待义诊的群众。“医生我湿
气比较重咋办？”“这里叫膝
窝委中穴，是人体重要的祛
湿通道，每天按摩拍拍 50
下。”“你这方面的食物要尽
量少吃……”在义诊台，泉
州市第一医院心内科戴若
竹主任医师、神经内科吴志
生主任医师、泉州市中医院
王坚主任医师等专家医生，
不厌其烦地为大家义诊，接
受各种健康咨询。

“平时去医院找他们都
不一定挂得上号，这活动含
金量真高。”名医义诊，不但
使得涂门社区的居民相邀
前来，也吸引了不少群众跨

区而来。家住丰泽区东海
街道的李先生就特意带着
妻子来看风湿。义诊还意
外引来了多位外地游客，从
北京到泉州旅游的何女士
与同伴游完关帝庙、清净寺
后，被大宗祠壮观的闽南式
建筑所吸引，也加入了问诊
行列，还特意体验了一把中
医的艾灸。

与堂内形成呼应的是，
宗祠外的羊公巷街心公园，
10多位书法家也早已被一
大波索取春联的居民围得
水泄不通。大家各自围在
心仪的书法家前，沟通着自
己喜欢的联语，以求得自己
的专属“福气”，鲤城区禁毒

办的工作人员还别出心裁
地将禁毒宣传融入春联。
在现场，主办单位的志愿者
不停地维护秩序，热心地为
大家将墨迹未干的春联铺
平风干。

活动中，主办单位还为
涂门社区的多位特殊群众
送上了油、米等新春大礼
包。泉州市吴氏合族大宗
祠管委会理事长吴端雅告
诉记者，近年来，泉州市东
观西台公益服务中心持续
坚持开展法律义务咨询、义
诊等公益活动，经过多年的
践行，该中心已经成为服务
周边群众的一支有影响力
的公益力量。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实习生 余慧林） 1月 27
日上午，泉州市丰泽区祥远
路残疾人康复中心大楼六
楼，泉州市启胜听力语言康
复中心迎来了一群中学生

“小助教”，他们与听障孩子
们一起做操，一起做手工，
还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小
礼物。

在活动现场，记者了
解到，这是泉州市实验中
学 2025届圆梦一班老师、
家长与班级57位孩子组建
的爱心团开展的“暖心

‘童’行”爱心公益活动。
在康复中心，57位同

学被分成三个爱心小组，分
配到小班、中班和大班三个
特教班级开展助教、互动游
戏。爱心团的同学们和康
复中心的小朋友围坐在一
起形成一个大大的心形。
小班的“沾沾乐”环节，爱心
团的哥哥姐姐们故意“状况
百出”输掉比赛，滑稽又夸
张的表现把特教班的小朋
友一遍遍逗乐。“新年灯笼”
制作环节，爱心团与孩子们

配合默契，一个个形态各异
的灯笼将教室装点得十分
喜庆。

活动中，有一个环节
是观看听障孩子参加朗诵
比赛的视频。当特教老师
告诉爱心团的同学们，听
障孩子们每发出一个声
音，背后都隐藏着老师和
孩子千百次的努力时，大
家无不为之动容，不少同
学悄悄红了眼眶。

在与孩子们一起完成
口舌操、辨听、儿歌等课程
后，爱心团的哥哥姐姐们
变戏法似的拿出精心准备
的新年小礼物。此时的孩
子们已经没有了开始时的
羞涩，不少孩子主动拉着
哥哥姐姐的手，以自己的
方式表达着谢意。

“大家一起多关注听
障儿童，希望他们能被更
多的爱包围。”活动组织者
姚老师告诉记者，开展这
样的活动，主要是想告诉
班级的孩子们，读书最重
要的不仅仅是成绩，还要
学会温暖他人。

这群中学生
温暖了无声世界

这个新春“大礼包”居民都夸好
名医义诊、赠春联、慰问群众……在泉州市涂门社区，多家单位联合

开展公益活动，为居民送上新春“大礼包”

黄裙红褂，丸子头，一
群五六岁的小女孩高举着
手臂粗细、红彤彤的冰糖
葫芦登场了！总决赛在这
样一支充满童趣甜心的舞
蹈《冰糖葫芦》中拉开了序
幕。这是龙文区郭坑镇汐
浦村选送的节目，开场就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
声，评委、福建省音乐家协
会副主席蒋舟老师现场点
评小朋友的表现太“甜”
了。

接下来的17个节目个

个精彩纷呈，有漳州传统
民俗文化大鼓凉伞舞《开
门红》《张灯结彩》，民族舞
蹈《采花》《盛唐风》，闽南
语情歌对唱《找巢》，也有
现场歌曲独唱《如愿》《灯
塔》，还有龙文区代代相传
的非遗武术表演何阳拳、
太祖拳、太祖棍等节目。

“舞台如果再大一点就
更好了！”来自步文街道长
福社区的黄阿姨刚表演完
大鼓凉伞《开门红》，显得有
些意犹未尽。她说，这支队

伍有 10多年的表演经验，
当天有20名队员登台，“心
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
们争取下一次能登上更大
的舞台，让更多人看到我们
漳州的大鼓凉伞”。

政府搭台，百姓唱戏，
小舞台也能唱出大天地。
郭坑镇《在希望田野上》舞
蹈表演者林淑玲说：“没有
想过会参加这种节目，这
次能来这里真的很高兴，
能让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都有发光的机会。”

“闽人智慧”文化IP走进漳州
漳州龙文区“百姓大舞台·社区小舞台”系列文化活动全区总决赛上演，

从600多个报名节目选出的18支队伍，角逐总决赛
N海都记者 陈青松 通讯员 林聪华 文/图

1月27日下午3时许，漳州市龙文区碧湖生态公园西广场人头攒动，这里是“闽
人智慧”社区行——龙文区“百姓大舞台·社区小舞台”系列文化活动总决赛的现
场。龙文各社区600多个报名节目，经社区初选、镇街晋级赛，最终18支队伍脱颖而
出，站上了总决赛的舞台。

此次活动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主办，海峡都市报社、
龙文区委宣传部、龙文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龙文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承办。

2021 年以来，福建推进实施“闽人智慧”系列主题传播计划。在福建省委
宣传部的指导下，海峡都市报社举办了“闽人智慧”主题宣传进社区系列活动，
旨在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沉浸式”体验“闽人智慧”，让漳州人
更深刻地了解爱拼敢赢、锐意创新的福建精神，感受平凡人的不平凡之美。

经过2个小时的轮番竞
演，总决赛最终角逐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
以及优胜节目奖6名。蓝田
街道蓝田社区选送的民族舞
《盛唐风》以及朝阳街道璞山
社区选送的传统武术《武术表
演》获得了最终的一等奖。

《武术表演》的教练陈伟
平介绍，漳州优秀的传统文化
正是“闽人智慧”的结晶，作为
年轻一代的龙文人，这次他带

的队员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
的只有6岁，在舞台上先后表
演了太祖拳、太祖棍、春秋大
刀以及棍盾对练等。“我觉得
这种社区舞台的形式很好，既
能展示我们学员平日苦练武
术的成果，也能让更多人看到
我们龙文传统武术的魅力，让
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龙文区文化馆馆长、龙
文区百姓大舞台活动组委会
策划黄巧艺表示，这次龙文

区政府主导搭建的百姓大舞
台，部门联动，社会支持，群
众参与积极性非常高，仅小
程序上面的报名链接点击量
就突破 6万人次。“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将百姓大舞台继
续常态化、全覆盖，秉承百姓
编、百姓演、百姓看，让我们
龙文区的优秀民俗文化、传
统文化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示
挖掘传承，发现培养更多的
优秀文化艺术人才。”

躁起来！小舞台也有大天地

传下去！让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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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位特殊群众送爱心礼包

多位专家医生加入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