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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年，由泉州洪氏
宗亲发起，在泉州市鲤城
区草埔尾建设了洪氏大宗
祠（现为泉州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闽南、台湾两地
的洪氏宗亲踊跃出资，洪
氏大宗祠于1868年建设竣
工。自洪氏大宗祠建设完
成后，洪某离负责管理宗

祠，洪某离的后代随之世
代居住其中繁衍生息，并
管理使用至今。

20世纪 80年代，洪某
离后代曾因房屋析产纠纷
诉至法院，经两级法院审
理，认为该房屋系洪氏大
宗祠，洪某离后人无权将
该房屋当作祖遗房屋要求

析产，裁定驳回起诉。
2022年 11 月，泉州市

鲤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洪
某杰等八被告搬出洪氏
大宗祠，交由洪某樑等十
六原告代表闽南地区洪
氏宗亲管理、使用。泉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
原判。

古厝精美门窗木雕件去哪儿了
泉州鲤城法院发布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通讯员 陈旭洪

大宗祠物权纠纷，法院判决助力宗祠恢复功能；门窗木雕构件在修缮
中不翼而飞，法院调解后物归原主……日前，泉州鲤城法院发布了文化遗
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位于泉州市鲤城区金
鱼巷 42、44号的古大厝，为

“两进五开间”带护厝的古
民居大厝，系清光绪十七年
举人潘翔墀的住宅。2021
年 6月，潘翔墀后人与某古
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
定通过以修代租的方式，将
古厝交由某古城公司进行
修缮。古厝修缮完毕后，
2024年 4月，潘某某等产权
人发现，古厝原拆除一批精
美的清代顶厅木晋屏花格
门窗木雕构件保存在古厝
中，现不翼而飞。

经多方核实，可能是
负责施工的某建筑公司施
工班组，因工程款纠纷，擅
自留置门窗构件。某古城
公司于 2024年 7月 10日函
请某建筑公司督促施工班
组归还门窗构件，但始终
未果。2024 年 8 月 27 日，
潘某某等产权人将某古城
公司、某建筑公司诉至法
院，请求归还案涉门窗木
构件。

承办法官经审查发现，
案涉古厝产权人较多，且有
部分产权人在海外。为便

利当事人诉讼，避免涉外诉
讼繁琐手续，承办法官于先
行调解阶段积极开展调
解。2024年9月21日，经调
解，门窗物归原主，潘某某
等产权人随后撤诉。当月，
潘某某等产权人一致决定，
将门窗木构件捐赠给泉州
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承办法官以“保护优
先、调解促和”为原则，充分
考虑文物构件特点，避免对
抗性诉讼对古厝修缮工程
及文物构件的潜在损害，维
护古厝完整传承。

案例2：门窗木雕件不翼而飞，法院调解后物归原主

案例1：大宗祠物权纠纷，法院助力宗祠恢复功能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
快，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
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躺平”

“精神内耗”“情绪价值”等
热词也折射出人们对心理
健康的关注。对此，党的十
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要“重视心理
健康和精神卫生”。国家卫
生健康委已全面推广应用
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
12356，进一步扩大心理服
务资源供给。

在此背景下，福州市委
文明办主动作为，以文明实
践为抓手，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开展与心理
健康辅导相关的讲座与公
益课，助力心理服务向社会
延伸。“我们在工作中发现，
从青少年到银发族，从职场
人士到特殊群体，人们对心
理服务的需求远比想象中
更具体多样。”福州市委文
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群众
的需求催生了“榕文明 益
成长”——新时代文明实践
心理健康辅导系列活动。

记者了解到，今年福
州市委文明办将进一步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开
展系列活动，助力推动市
民群众增强心理调适能
力，涵养社会文明新风，进
一步营造“温暖榕城”的浓
厚氛围。

文明实践守护心“晴”
福州开展“榕文明 益成长”——新时代文明实践心理健康辅导系列活动，涵养社会文明新风

“调整呼吸，踮起脚尖……”6月27日上午，福州晋安区新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内，银发族们正跟随心
理讲师进行力量训练，体验舒畅情绪的“运动处方”……当前，由福州市委文明办主办的“榕文明 益成
长”——新时代文明实践心理健康辅导系列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什么要将心理服务融入文明实
践？系列活动如何开展的？效果怎么样？连日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如何让心理服务的
“及时雨”变成滋养社会心
态的“长流水”，让文明新
风的树苗长成枝繁叶茂的

“大榕树”？活动参与者
们，对此提出了富有建设
性的思考。

“心理服务要真正落
地生根，必须契合社区群
众需求。”福建省心理健康
研究会副会长王深强调其
关键在于“持续性”。她认
为，可选择有代表性的社
区建立长期示范点，由专
业团队入驻，推动居民心
理健康需求转化为常态
化、可落地的系列活动。

持续性不仅在于服务
供给，也在于主体学习。
心理咨询师苏庆庆希望市
民从服务的接受者转变为
自身心理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除讲座学习外，还

可通过亲子沙龙、沙盘游
戏、户外拓展等方式，不断
补足心理健康知识与调适
能力短板。

晋安区直属机关幼儿
园园长王丹则着眼于更大
范围的资源整合与平台搭
建。她期待，文明实践中
心等园外力量能提供专家
资源、搭建社区联动平台、
开放公益心理服务渠道，
织密多方协同的“心理健
康防护网”。

对此，福州市委文明
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指
导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凝聚多方力量，探索心
理健康宣传与辅导服务路
径，共建心理健康+文明
实践生态，提升市民群众
获得感与幸福感，建设更
有温度、更具韧性的“有福
之州 幸福之城”。

如何持续？
凝聚多方力量

共建心理健康+文明实践生态

刚刚过去的中高考是
市民关注的一大热点。一
场场针对考生的心理健康
辅导此前就在福州高级中
学、铜盘中学等学校开展，
指导考生学习压力调节方
法，为人生重要一搏积蓄从
容力量。同时，心理服务也
延伸到了家庭教育。晋安
区直属机关幼儿园的活动
室里，120多位家长围绕“幼
小衔接”问题热烈讨论，专
家一一支招，既“接地气”又

“够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
让不少家长豁然开朗，找到
了解开育儿焦虑的钥匙。

此外，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也同样需要守护。不少
老人情绪低落、睡眠变差、
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常被误
认为正常衰老，但可能是抑
郁、焦虑或认知障碍的信
号。福建省心理健康研究
会副会长王深在《社区教育
——“老年人心理调适与保
健方法指导”》讲座中鼓励

长者“身心共管”，通过适度
运动与重建社会连接等方
式，重燃生活热情。68岁的
杨宝田老人深受触动：“原
来以为吃好喝好就行，现在
明白了，心里亮堂了，日子
才有奔头！”他计划今后多
和亲友散步运动，参与社区
活动和志愿服务，编织更丰
富的晚年图景。

这些生动场景，正是福
州“榕文明 益成长”新时
代文明实践心理健康辅导

系列活动的缩影。该系列
活动围绕家庭教育、社区教
育、未成年教育、老年人心
理调适、特殊群体心理辅
导、待就业人群心理健康指
导等六大方面，邀请心理学
专家、心理咨询师等组建心
理健康辅导团走进校园、社
区、文明实践站，计划以“量
身定制”的模式开展20场心
理健康咨询讲座、辅导服
务。截至目前，已有12场活
动落地实施。

怎么开展？为不同人群“量身定制”，既“接地气”又“够专业”

为什么开展？
心理服务有需求，文明实践搭桥梁

N海都见习记者
李嘉琪

“榕文明 益成长”——新时代文明实践心理健康辅导
系列活动走进幼儿园，缓解家长的幼小衔接焦虑

老人们在新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内学习心理调适与
保健方法

福州高级中学学生收到心理健康正能量创意书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