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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淨化內河 重現「美麗水城」

從紐約到鼓浪嶼，從康乃爾大學到
廈門大學，學者盛嘉回國後對歷史研
究出現了新的興趣點。對鼓浪嶼地方
史的濃厚興趣，讓他不斷探尋這座島
的過去和現在。「當你知道越多後，
對鼓浪嶼就會有更多的憐惜。」盛嘉
說。

一見鍾情 定居小島
這幾年旅遊業發展加速，鼓浪嶼發

生了微妙的變化。定居鼓浪嶼後，盛
嘉常以居民的身份對鼓浪嶼改造建
言。無論是參加電視談話節目，還是
三五好友的沙龍講座，盛嘉傾心投入
關於鼓浪嶼的活動。作為鼓浪嶼的新
居民，他努力讓自己對得起腳下這片
土地。

盛嘉感覺，鼓浪嶼與美國Ithaca的住
所同樣優美的自然環境，讓自己一見
鍾情，並最終決定搬到鼓浪嶼生活。
他喜歡牽㠥狗在島上閒逛，這樣的生
活方式讓他舒心，這樣安靜的鼓浪嶼
讓他㠥迷。只要遇到開㠥高音喇叭的
導遊，他定會上前勸阻，「請把聲音
調小或降低。」

倡建「中國最好的社區」
盛嘉對鼓浪嶼的現狀很擔憂：遊客

驟增，島上的喧囂聲從清晨到傍晚無
休無止。他認為，與其創一個5A級景
區，還不如建一個中國最好的社區。
一旦如此定位，鼓浪嶼在中國的地位
和價值將遠不止此，而這也是鼓浪嶼
最好的發展方向。雖然島上的市民社
會將被瓦解，但新的一批文人的湧入
定居有助於延續島上的歷史與傳統。

目前，盛嘉在廈門大學歷史系講授美國文化思想
史。在康乃爾大學的求學經歷和多年的海外閱歷，
讓盛嘉有足夠的學識和人脈負責人文學院國際學術
交流項目，也能邀請到一些學者在鼓浪嶼上進行學
術活動，「鼓浪嶼需要延續傳統，但也要注入學術
氛圍等新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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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城內河縱橫交錯，自明清起便商賈雲集，成為重要的人流、貨

物的集散地，是馬可波羅眼中「橋最多的美麗水城」。但自上世紀80年

代後，內河卻因嚴重污染，一度淪為死水。令市民倍感欣慰的是，福

州市近日將整治內河提上日程，3年內有望重現碧水粼粼、兩岸人聲鼎

沸的繁華景象。■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臻瑜、實習記者 丁亮

福州鼓樓警方日前將福州的三坊七巷南後街、西湖公
園等標誌場景全部變成Q版卡通形象，並根據轄區內街
區製作了一款線上遊戲《行者寶典》。

通過這款風格近似經典遊戲「大富翁」的遊戲，警方
希望寓教於樂，讓參與遊戲的司機能熟悉道路情況以及
交通法規。

該遊戲在警方網站推出後頗受歡迎。玩家在遊戲中化
身「行者」，在虛擬的福州城內「賺金幣、換職業、升㠥
裝」，隨機出現的交通狀況也要靠玩家的知識解決，並與
其他玩家一決高下。

鼓樓警方稱，最終要將遊戲完善成「虛擬駕校」，不僅
可以進行交通安全測試，還有虛擬的駕考操作。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丁亮

榕警開發網絡遊戲
推廣交通知識

經過為期20天的票選，「2011年網友眼中的十大宜居
城市」評選結果公佈。廈門以超過總票數三分之一的絕
對優勢名列中國十大宜居城市第一位。

據報道，此次評選引起了內地網民的極大興趣，共計
收到各地網友投票30.6242萬張。從票選結果來看，過半
入選城市為地理位置優越、空氣清新、風景優美的海濱
城市，如廈門、台中、威海、大連、泉州、青島，而北
京、上海和廣州這三大一線城市則排名倒數三位，得票
數分別只有1,433票、1,863票、1,051票。

評選專家分析，這些大城市人口已經出現超負荷狀
態，已經不符合宜居城市的理念，受到網友冷落在意料
之中。 ■《海峽導報》

網民選最宜居城市
廈門列十大之首

歷史上，白馬河在福州眾多內河中可謂
別具風情，清代時與漢口、安東並稱內地
三大木材集散地。據載，彼時白馬河上共
有24座橋，密佈了熙熙攘攘的木排，閩江
流域各縣的木材都通過連接成片的木排在
白馬橋下集散，隨後販運至內陸。逾5公
里長的白馬河自閩江一直延至福州西湖公
園，途經龍潭、陳靖姑廟、彬德橋、閩清
會館、洪武道、白馬橋等眾多歷史古跡。

昔日商賈雲集 如今淪臭水溝
但隨㠥福州陸上交通發展，原先商賈集

聚的河道漸漸式微，或是填築為道路，或
建設民居。加之沿河廠家、居民住戶每日
向河道排出工業廢水或傾倒垃圾污水，有
的甚至成為污水溝。福州民俗專家方炳桂
對此言喻：「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
衣灌溉，70年代臭不可聞，80年代魚蝦斷
代。河床日漸淤塞，江潮不通，變利為
害。」

為重現福州沿河兩岸的文化景觀和山水

宜居城市的風韻，福州近日拉開了內河綜
合整治的序幕。

據最新發佈的規劃，通過修建沿河棧
道、旅遊駁岸碼頭等配套設施，將白馬
河、安泰河、晉安河改造成福州三大內河
文化旅遊休閒帶，實現「坐遊船、遊內
河」。目前，福州所有河道的駁岸、河底
整治施工圖已提前完成，75條內河勘察設
計工作也將於月底前完成。

此消息一出，即成市民茶餘飯後最熱門
的話題。81歲的郝占川從小就住在白馬河
邊，因病入院2年了，老人最大的心願就
是等病好了，在內河河畔，沐浴㠥河風，
打打太極、聊聊天。「以前福州是山清水
秀，後來，山還清，但水已經不秀了。」
現在，他天天盼望㠥內河回到從前的模
樣。「看到報紙描述的整治後的內河兩岸
景觀，我心都癢癢的！」

75條內河勘察設計月底完成
對於淨化內河的巨大工程，市民們也紛

紛透過媒體熱線提出各種建議。網友「福
州人」建議堵住沿河排污口，沖洗河道，
讓閩江水流過內河。「我認為福州的城市
內河最應該解決的是清淤、疏浚、截污，
打通淤積較嚴重的涵洞，加強舊城區污水
收集處理，提高內河排澇能力和水環境質
量。」不少網友還提出，除了加快污水管
網改造外，也可通過注重日常維護、多建

綠化帶等手段來維持內河的清潔度。
「城因水而秀，居有水則靈」。當年繁

華的水運中心不僅成就一城秀麗景色，更
使福州成為水上商貿中心。如今的內河治
理，也將為福州帶來商機。在白馬河一期
工程中，已修建起4.86公里長的步行道，
成為籌建中的福州內河文化展示館所在
地。

內容豐富、做工精美的泰國圖片與
工藝品展，原汁原味的泰國美食，美
輪美奐的泰國文藝表演⋯⋯華僑大學
廈門校區日前舉行別具特色的「泰國
文化周」，由展覽、美食節、文藝表演
三部分內容組成的活動，給校園增添
了不少異域風情。

由泰國RATWINIT BANGKAEO中
學學生演奏的祥和、溫暖、歡快的泰
國傳統節慶迎賓樂曲在鄭年錦圖書館
一樓大廳響起，拉開「泰國文化周」
活動序幕。擔綱本次活動的迎賓者均
來自泰國，靚麗的泰國民族服飾和溫
婉甜美的笑容，為現場增添了融融的

春日氣氛。
近年來，華僑大學和泰國之間的交

流合作日益頻密。2005年以來，華大
為泰國培訓政府高級官員186名；與泰
國農業大學合作設立孔子學院，已開
辦9期漢語培訓課程，共培訓學員1,000
多人次。泰國詩琳通公主多次蒞校訪
問，並受聘為華大名譽教授。據記者
了解，華大於近日成立泰國研究所，
希望在科學研究方面為兩國政府提供
更多的決策參考，進一步促進雙方的
教育文化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特約通訊員 平懷芝

兩岸茶學專家日前齊聚福建安溪，就茶葉標準化生產
交流「種茶經」。

會上，作為安溪鐵觀音龍頭企業八馬茶業所介紹的茶
葉全程標準化模式，被稱為「八馬模式」，引發兩岸茶學
專家的關注與肯定。一直以來，八馬茶業致力於標準化
建設，連續18年投入其中，從品種、種植、採摘、初
製、精製、包裝、營銷、倉儲物流等實施全程監控，實
現從茶園到茶杯的全程標準化。

據了解，安溪縣還啟動了「農資監管與物流追蹤平
台」，管理者可通過購銷信息，詳細查詢茶園使用農藥情
況，實行農藥使用「倒追查」制度，強化對茶農購買農
藥、使用農藥的監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瑤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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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之後，福州市民將可沿㠥棧道從市內的西湖步行直達閩江。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華大「泰國周」異域風情滿校

■華大「泰國文化周」上美麗
的迎賓少女。 香港文匯報

特約通訊員張斌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