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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幕。高
考期间，各方力量聚力护航，万千家长贴心陪
考，为高中划上暖心的“句号”。

6 月 7 日一大早，闽东日报社及融媒体中
心记者便奔赴各考点直播开考当天情况，为关
注高考的市民朋友们实时刊播高考信息。在
视频中可以看到，考生和家长陆续来到考点做
准备，考生抓紧最后时间背书、看题，气氛紧
张。现场家长也演绎了“花式送考”，为考生送
上真挚的祝福。

花旗袍、红 T 恤、加油牌……在宁德一中
（初中部）考点外，一些家长身着旗袍或红色衣
服，手举加油牌，在考场外为考生加油助威。

@吉吉国王：又是一年高考季，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雨季：祝莘莘学子马到成功，高考顺
利，所愿皆如愿，所行皆坦途。

@暮秋：祝孩子们旗开得胜，前程似锦。
在考点等候的老师们也为考生寄语。“祝

今年的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同学
们经过十二年的寒窗苦读，今天到了最关键的
时刻，希望他们能冷静发挥，笔下生威，金榜题
名。”“希望同学们能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

@三阳小李：感谢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小郑有点凶：看到了熟悉的老师。
在众多视频中，“直击高考——妈妈的目光

里都是宠爱”和“直击高考——‘父亲写的散文
诗’”引发网友关注，令人感动。视频中，一位位
父母在开考前不断叮嘱鼓劲，为孩子带去力量。

@途哥：这是当父亲最骄傲的一天吧。
@一只瑜：泪目，当时第一天我爸送我去

的。
@知悉：我也是一位送考的母亲，非常理

解在场家长的心理。
@时光荒凉了承诺：愿孩子们都落笔生

花，吉星高照，金榜题名，鱼跃龙门。
其实早在开考前，学校和家长们就用各种

方式为学生排解压力。6 月 4 日晚，宁德五中
高考学子集体喊楼的视频在朋友圈广泛传播，

有一种青春叫高考，有一种祝福叫喊楼。
@果果妈：祝今年的考生都能考上理想

的大学。
@YULUAN:让孩子们释放下压力，也在

喊楼中获得力量。
@暮秋：加油孩子们，明年的这时候我家

俩孩子也要高考了，好激动。
“生态周宁”视频号发布了一则高考视频。

视频中，老师们寄语祝福。“祝周宁一中2023届
高三所有学子决战高考凯旋。”“我希望我的同
学们能轻松上阵，正常发挥，考出好成绩，考上
一所心仪的大学。”学生们也为自己加油打气，
并跳高头顶粽子，寓意“一举高中”。“同是风华正
茂，何甘他人之后，高考加油！”

@反过来是yWL：学长祝学弟学妹们金
榜题名。

@张振密勇往直前：祝周宁 2023 届所有
同学提笔如有神助，落笔谈笑风生。

在安心高考的背后，还有各界力量为学子
保驾护航。蕉城融媒体中心出品的“高考从不
是一个人的战斗”带给网友满满的感动。

视频中，除了有学生的努力，家长的付出，
老师的祝福，还有民警维护秩序，志愿者提供
服务，是他们默默地付出，换来平安顺利的考
场周边秩序。

“60 名警力，32 辆警摩，蕉城交警护航高
考学子安全到达。”

“‘警’随高考，为梦护航，蕉城公安祝莘莘
学子披荆斩棘，实现梦想。”

“我们（宁德市红十字会）会尽心尽力保护
好每一位学子，祝他们金榜题名。”

@三阳小李：向为高考护航的警察、志愿
者、老师、社会爱心单位与各界爱心人士致敬，
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

@思豪诗诺：努力的背后有家人的守护。
@陈大君：感谢这几天助力高考的交警。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愿努

力不被辜负，愿梦想终会开花。
□ 本报记者 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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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
自信自强”。在节日来临之际，福建省委宣传
部、省委讲师团推出“闽人智慧”系列人文纪
录片《智在匠心》（第一季），展现福建非遗的
巧夺天工，以及八闽工匠的坚守与创新。

系列人文纪录片《智在匠心》一共 10
集，每集聚焦一项国家级非遗艺术，主要讲
述八闽工匠大师以文化传承发展的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的正气锐气，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历史文脉，
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系列人文纪
录片第四集聚焦剪纸（柘荣剪纸）项目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感受一刀一剪
中柘荣剪纸艺术的质朴与灵秀。

视频通过袁秀莹的自述，穿插精美的剪

纸作品，介绍了她幼年时期对剪纸产生兴趣
的原因、剪纸创作的想法以及如何对剪纸这
一民间艺术的坚守与创新。视频里，袁秀莹
熟练地操作手中的剪刀，将红纸变成蝴蝶、绣
花、孩童等精美别致的艺术品。镜头近距离
展示剪纸作品的一毫一厘，框架里每一个小
人物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动作。袁秀莹说：“如
果没有投入心思，剪纸是没有骨头的，好像是
一个表面的东西。”她把从学校学到的美术融
到剪纸中投入自己的思想、意识，希望让剪纸
焕发出别样的生机。如今九十多岁高龄的
袁秀莹始终平静地守着方桌剪纸，她最大的
心愿便是让更多人爱上剪纸、学习剪纸使柘
荣剪纸艺术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纪录片在“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东
南卫视，“新福建”“海博TV”客户端，“福建日

报”“福建发布”微信公号等同步推出，腾讯、
优酷、爱奇艺等平台也陆续播出，在网络上得
到广泛传播，网友也纷纷点赞、评论、转发。

@星竹：剪纸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能在民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离不
开剪纸传承人的坚守，为传承人点赞！

@曹唔南：视频里展示了剪纸过程，
一把小剪刀在纸上游走，随着剪下的纸屑
不停飘落，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诞生，

不禁感叹民间艺术的魅力。
@游到海里：这系列人文纪录片展示

了八闽工匠大师对文化的传承，让我感受
到一代人的坚持。

@安N阿：袁秀莹对剪纸坚守的初心
值得我们学习。

@和月亮有个约：优秀的传统文化不
可放弃，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代共
进步。 □ 见习记者 陈祎凝

6月9日是第16个国际档案日。在这
个特殊的节日到来前，6月6日，闽东日报
社融媒体中心捐赠珍贵影像资料仪式在
宁德市档案馆举行，标志着由闽东日报社
融媒体中心策划制作的《闽人智慧·百工
记忆》将以数字资料的形式存入宁德市档
案馆，成为馆藏档案的一部分。

档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记录，也
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一直以来，闽东日报
社融媒体中心致力于以文字、声音、影像
等多元形式传播“闽东之光”、讲好闽东故
事、弘扬闽东精神，这些精心制作的新媒
体作品真实记录了宁德经济社会发展变

化，因此成为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
此次捐赠入馆的档案《闽人智慧·百

工记忆》是闽东日报社融媒体中心于2020
年 9 月推出的一档以探寻闽东传统手艺、
新兴制造业、工匠精神为主要内容，向外
界展示闽东人的闽人智慧栏目，上线至今
已制作推送近500件以海报形式为主的新
媒体作品。

在《畲族“双音”》中，畲族姑娘唱响了
我国畲族山歌仅存的二声部山歌，悠扬的
歌声仿佛穿透海报传到耳畔；在《福安洋西
火笼》中，洋西村手艺人用巧手取竹编笼，
内置陶钵，放入炭火后，可取暖御寒，结实

而美观；在《大黄鱼宴》中，闽东名厨烹制各
式大黄鱼美食，擦亮我市首个美食烹饪类

“国字号”名片；在《新能源山地轨道运输
机》中，新农机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主体及
配件采用青拓集团生产的不锈钢新材料，
彰显我市锂电新能源和不锈钢新材料两大
主导产业在新领域的创新应用……

据了解，《闽人智慧·百工记忆》制作
团队除了有闽东日报社融媒体中心采编
人员，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专业摄影师、
普通摄影爱好者。这些韵味十足的照片
配以简练的文字、精美的设计，经闽东日
报社新媒体平台发布后在网络上得到广

泛传播，其中部分作品被学习强国、人民
日报客户端、央视频、新华网客户端等主
流媒体转载，全网点击量超千万次。

闽东日报社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闽人智慧·百工记忆》的制作传播
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参与、全民阅读、
全民共享”的文化活动，透过这些档案信
息，广大网友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闽东的过
去，认识闽东的现在。未来，将继续面向
社会广泛征集优秀摄影作品，进一步深挖
闽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现闽东干群
奋力谱写“宁德篇章”的新形象。

□ 本报记者 龚键荣

网友@陆贞锦海南+福建：圆瑛大师是从福建
宁德走出来的、有着划时代影响的一代高僧。他以

“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与“爱国一事，人之天职”精
神，爱国爱民、救国救民，是我辈学习的方向。

网友@诚心：佛界之光，民族之光，爱国楷模。
网友@牛笑容6d：大师所著的《楞严经讲义》，

一直拜读。感恩大师。
圆瑛大师一生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

界和平。“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
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
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1939
年，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在
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坚贞不屈，
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新中
国成立后，大师当选为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1953年，大师临终之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
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
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圆瑛大师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今年2
月28日，《福建日报》理论周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

《“圆瑛文化”的历史蕴涵》一文，详尽地描述了“圆瑛
文化”的由来，以及如何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指出的“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向前进。文章经网络转发
后，同样也引起了许多新生代年轻人的广泛关注。

网友@中兴小蔡：原来在我们家乡就有着这样
的名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kitty猫pink猪：小时候老师带我们春游
去参观过圆瑛故居，当时还很破败，听说现在改造得
很好了，有空一定再去看看。

正如网友们所说，如今走进大师故里平湖镇端
上村，映入眼帘的不仅有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更有
圆瑛大师在此留下的文化余脉，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创建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当中。在大师爱国
爱乡思想的熏陶下，当下的端上村正全力探索创意
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为当地农民创造增收新业态
和新岗位，同时深度发掘生态循环产品、衍生产业及
种植和加工体验项目，打造农耕文化展示区，引导越
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田园生活、品读禅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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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远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
感时诗”。今年是一代爱国高僧圆瑛大师诞辰145周
年，也是圆瑛大师圆寂70周年。今年9月底，在他的家
乡古田县，将举办一场大规模的“圆瑛大师与宗教中国
化论坛”活动。不久前，古田县融媒体中心视频号将此
前制作的大型纪录片《千年临水情》中相关圆瑛大师的
内容剪辑为短片《爱国高僧圆瑛》，在视频号上发布，再
次引发了家乡群众对这位爱国高僧的追思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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