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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现在围成一
个大圈，待会这个小熊传
到谁的手中，谁就要介绍
自己的名字和喜好。”日
前，泉秀街道新秀社区

“暑期乐园”活动营举办
了一场主题为《沟通这件
小事》的心理团辅，通过

“捉泥鳅”“大风吹”等简
单有趣的小游戏，引导孩
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诉
说、沟通。活动现场妙趣
横生，孩子们沉浸于游戏
互动中，笑声、欢呼声不绝

于耳。
来自丰泽区校外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的杨
梓榆老师介绍：“这堂心理
课主要是从沟通过程中的
听、说、看和如何提问切
入，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
会认真聆听、观察，以及在
与他人的沟通中怎样提问
并提取关键信息，促进孩
子的沟通能力、社交能力
得到提高。”

据了解，新秀社区“暑
期乐园”活动营每周都会

更新心理健康辅导课程，
以多元化、创新化的活动
形式持续做好青少年心理
健康服务，探索呵护“幼
苗”心灵成长之路，用心护

“心”，筑牢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防护网”。

据悉，丰泽区“暑期乐
园”活动是由丰泽区委宣
传部牵头开展的一项关爱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
活动，也是一项由大学生
志愿者为主参与的志愿服
务活动。活动过程全公

益，不收取任何费用。
该活动已连续举办19

年，今年的活动方式主要
是在各个社区设立“暑期
乐园”活动营，将“童心向
党”“强国复兴有我”“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贯
穿活动全过程，在辅导中
小学生完成暑期作业的同
时，开展文体、娱乐、科普
等基础性益智学习教育和
道德实践活动，解决暑假
期间孩子无人看管的安全
问题。

感受泉州非遗 呵护“幼苗”心灵
泉州丰泽的“暑期乐园”活动营精彩纷呈，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充实多彩安全快乐

陈民权踱步在濠溪桥
上，巡逻的日子伴着濠溪
溪水潺潺流过 20 多年。
濠溪桥上，一面是地势开
阔灯火辉煌的城镇化进
程，一面是山峦起伏幽静
古朴的乡村生活，这座桥
是事物更替的见证者，也
是时间的分割线，昨日的
奋斗成了汗青，明天的工
作是新的向往。

记者了解到，陈民权
家庭四代同堂。陈民权
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
是洛江区 2019—2021 年
度（第 二 届）“ 文 明 家
庭”。“仁者为本，脚踏实
地，勤俭自强”的家风家

训 深 受 俞 大 猷 正 气 影
响，俞大猷精神感染了陈
民权一人，也塑造了一个
家庭的精神内核。陈民
权说，自己从来就没想过
要放弃这份工作。曾经
有一次从福州来了一个
访问团，陈民权临时接
到通知，需要他一个小
时 以 后 到 现 场 进 行 讲
解，当时离河市镇 20 多
公里的他，二话不说打
车过去。他说，这 20 多
年里这样的事情他遇到
过好多次，他从没找镇
政府报销过车费或者要
过工资。直到近几年，
才开始有了每个月 100

元的补贴，不过即便是
这 100 元，陈民权也没有
留给自己，而是给了负
责濠溪桥环卫工作的一
位老人家。

对于未来，陈民权说，
只要自己还有力气走路，
还能讲解，他就会一直坚
持讲下去。而他也在培养
他的三儿子，希望三儿子
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把
俞大猷精神的讲解工作继
续下去。如果有年轻人想
要加入对于俞大猷的讲解
工作，他也愿意无偿地把
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传授出
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俞大
猷精神。

俞大猷的故事，他已讲了26年
泉州洛江区河市镇的陈民权，谈起俞大猷光辉事迹如数家珍，虽年已古稀，但他说会一直讲解下去

近日，泉州市丰泽区
“暑期乐园”活动营相继开
营，各具特色的活动丰富了
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帮助青
少年儿童在暑期实践活动
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度
过充实、多彩、安全的暑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财富。近日，北
峰街道群峰社区“暑期乐园”
活动营迎来了一堂有趣的课
程——非遗体验第二课之

“火鼎公婆”，带领孩子们“零
距离”接触泉州非遗。

活动现场，省级非遗传承
人吴润珠老师向学员们介绍
了“火鼎公婆”文化的由来，并
现场展示了“火鼎公婆”的妆
面特征。从妆容、头饰再到服
饰，经过一系列的妆造后，吴
润珠老师和她的搭档陈建纯
老师摇身一变，成了喜庆滑
稽的“火鼎婆”“火鼎公”，为
大家带来了精彩表演。现场
气氛热烈活跃，笑声、欢呼

声、鼓掌声接连不断。
随后，学员们跟随两位

老师学习起了“火鼎公婆”舞
步，亲身体验做非遗的“体验
者”和“传承人”，手拿烟斗、
蒲扇，扛起“火鼎”踩路，深刻
感受了一把“火鼎公婆”舞蹈
的魅力。

“本次活动营课程丰富，
除作业辅导等基础课程外，还
有妆糕人、‘火鼎公婆’、漆扇
等非遗课程，以及手工DIY、
科学实验等，吸引了社区 26
名学员参加。”群峰社区党总
支宣传委员吴萍萍表示，开
设非遗课程可以让更多青少
年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张婧滢 陈懿 文/图

“零距离”体验“火鼎公婆”魅力

游戏中轻松诉说与沟通

“俞大猷，明代抗倭名将、都督、军事家、武术家、诗
人。他出生在泉州，心怀家国的赤子情怀，过了47年
戎马生涯，其间抗击倭寇入侵达13年，直到76岁才离
开军营，与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这段
关于俞大猷的讲解，来自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一位年
过古稀的老人，他名叫陈民权。老人为何讲俞大猷？
两者之间有何关联？近日，记者前往探访。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林杰 何书宜 文/图

初见陈民权，让人不得
不为他的底气十足、声如洪
钟深深地折服，除了那一头
银丝之外，完全感觉不出他
已经是一位 75 周岁的老人
家。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对俞
大猷精神进行讲解，陈民权
笑着说：“这当然是因为我喜

欢俞大猷精神啊。我从1998
年正式开始做讲解工作到现
在，差不多有 26个年头了。”
陈民权谈起俞大猷的故事简
直如数家珍：“俞大猷，出身
在校尉家庭，出生地是泉州
北门外的洛江区河市镇濠格
头村，也就是现在的洛江区河

市镇溪山村赤石口自然村。
在他生活的时代，北有强虏，
南有倭寇，社会动荡不安，百
姓深受其害。俞大猷耳闻目
睹这一切，从小就懂得忧国忧
民，立志精忠报国。他文武兼
修、博学多才，为日后成为一
代英豪打下坚实基础……”

在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
河市村观音亭边，有一座濠溪
桥，是明隆庆三年（1569年）都
督俞大猷（1503—1580年）捐
俸重修的石梁桥，2009年濠
溪桥被列入福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俞大猷儿时向父亲
许下诺言，要为家乡重建濠溪
桥，让大家免受涉水过溪之
苦，但直到67岁，积攒的俸禄
才刚够造桥费用，足见其一
生洁身自好，清廉高尚。

陈民权年轻时就经常在
这里讲述俞大猷与濠溪桥的
故事，以飨大家：“夏天在桥

头围了很多人，大家会说，
来，小陈，再讲讲故事嘛。当
时年纪小，现在已经是老陈
了。以前经常给他们讲这座
桥是从哪里来，他们都知道
我会讲，也很喜欢听。”

当时的河市村村支书就
问陈民权：“我们准备邀请你
当讲解员，同时也负责濠溪
桥的日常巡视工作，你愿不
愿意？”陈民权欣然答应。
2013年，一场暴雨导致大水
淹没了濠溪桥的桥墩，大水
过后，陈民权在巡视时发现
一个桥墩旁的保护设施被冲

坏了，他立马脱了鞋袜下水
去检查，不慎被河底的玻璃
碎碴划破了脚，伤口严重到
缝了 13 针。在保护濠溪桥
的这段时间里，陈民权的家
人一直都默默地支持他，但
是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家人
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事情发生后，陈民权不
忘职责立刻向镇政府汇报濠
溪桥情况，区、镇两级相关部
门高度重视并开展保护设施
的修复和周边清淤工作。面
对家人的不满，陈民权则是
耐心劝解。

七旬老人家，喜欢俞大猷精神

保护濠溪桥，不慎破了脚缝了13针

四代同堂，希望老三继承讲解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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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溪桥 陈民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