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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丰银场古矿业遗址矿洞内，当年矿工火烧岩石取矿留下
的痕迹及采矿后留下的银窝还清晰可见，与银共生的各类金属矿
岩在手电筒的照耀下闪烁着不同色彩的光斑。

早在北宋初年，闽北、浙南、赣东的矿工沿浦城至宁德的矿脉
进入郭洋、芹溪这片荒芜之地私采银矿，官府发觉之后对此地加强
管理，于元祐年间，在此设宝瑞、宝丰银场。至靖康年间宝瑞银场
关闭并入宝丰银场。

“井下三千采矿工、井上一万过路客”，鼎盛时期，该银场白银
年产量最高可达四十四万两，高居当时各银场之首。其中，宝丰银
场矿产区分布于海拔 1499 米的圣银楼山脉，南起李墩镇芹溪村，
北至浦源镇西家濑村，全长四十里的范围内。

该矿场开采经历了宋、元、明，是当时（宋、元、明）六大银矿之
一。至明隆庆五年（1571 年），朝廷设立禁示碑，禁止私自采银。
至此，宝丰银场的银事告一段落。此后银场开采兴废无常，20 世
纪90年代，依然存在小规模采矿。

“矿渣和矿石随意堆放在山上，经过雨水冲刷，造成水源和土
壤污染。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村内溪中不见鱼，土地上农作物几乎
无法生长。”芹溪村老支书魏忠宝说。

时间指针回转到 2015 年，为守护绿水青山，在宝丰银场矿脉
未竭、铅锌银矿采矿权到期后，周宁县决定不再继续开采，进行矿
山修复治理。

为解决因采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周宁县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通过清理矿渣、废石，种树复绿等，从源头管控水源。同时，在
水源地加入碱片，对酸性水质进行中和；在山顶建设水质监测站，
修建蓄水池，引入矿山排出的地表水，每日对矿山排出的地表水水
质进行检测。

水质得到改善，受污染的土壤如何治理？
2023年秋天，芹溪村村口30亩菊花竞相开放，游客纷至沓来，

穿梭在花田中，赏花、拍照，感受古朴的乡间野趣。
“之前这块地因为受到污染，重金属含量高，基本种啥啥不

活。”魏忠宝说，2016年，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芹溪村村“两委”通
过流转受污染土地，种植麦草、向日葵等作物，调节土壤。经过几
年的调节，如今该区域土壤酸性得到一定改善。去年，芹溪村在这
块地上种植菊花，依托花卉产业的休闲、观光、生态修复等功能，在
调节土壤的同时，推动乡村旅游。

龙年春节即将到来，从福鼎市八尺门海湾
一路向海，来到店下镇巽城村海岸，搭乘节能
电动船舶，向海行驶约 3 海里，只见闽威长屿
养殖基地安装了一排排光伏板，养殖户逐箱撒
鱼食，鱼儿欢腾跳跃，展示着丰收的喜悦。鲈
鱼跃龙门，这和科技创新分不开。

福鼎依山傍海，境内丘陵起伏，大小溪流纵
横密布，咸淡水交汇处最适合鲈鱼生长，是闽东
重要的海水网箱养殖基地，也是全国最早对鲈
鱼育苗养殖进行大规模系统研究的地区和规模
最大的桐江鲈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基地。

“不同于现在，以前养殖鲈鱼都用野生苗
种，捕捞成本高、成活率低，收益也是‘看天吃
饭’。”渔民陈伯辉回忆道。优势很明显，但发
展瓶颈也摆在眼前。

改变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我国鲈鱼产
业发展尚属滞后时，落户福鼎的中国海鲈鱼育
种领域龙头企业——福建闽威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闽威实业”）率先行动，与国内权威
水产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雷霁霖对接，成功
掌握“花鲈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解
决亲鱼产卵、孵化和仔鱼、稚鱼的人工培育，实
现从一年一次产卵变为一年三次，填补了当时
全国鲈鱼育种领域的空白。

“我们在种业育苗方面实现了‘0’到‘1’的
突破，培育量从每批次两三百万尾变为 5000
万尾以上之后，我们持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
探索‘1’到‘100’的种业振兴。”闽威实业副总
经理汪晴说。

近几年，闽威实业又改扩建全国唯一
一家福建省花鲈水产良种场，开展“闽鲈1号”

“福闽1号”和“福鲈1号”F1代3项花鲈新品系
培育。2022年6月，该公司完成“福鲈1号”F1
代测产后，继续投入 F2 代苗种繁育，筛选出
300多万尾优质苗种，预计2025年6月完成测
产，进一步提高苗种的成活率和抗病率。

如何让鲈鱼游得更远，“游”入寻常百姓
家？闽威实业采取“公司＋基地＋养殖户”模

式，在平价供应人工鱼苗的同时，向养殖户输
出技术，签订成鱼回购协议，带动养殖户从粗
放式散养向高效精致渔业转变，确保鲈鱼产品
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省了成本，收益还更高。这种‘一条龙’
服务，着实省心。”细数好处的同时，陈伯辉算
了一笔账：去年他共养殖 6 口大网箱，每口大
网箱年产近 60 吨成品鱼，年纯收入可达三四
十万元。

规避了传统养殖的风险，越来越多渔民加
入到生态养殖大军。

在福鼎市佳阳畲族乡安仁海域，养殖户卓
国姨养殖了20万条鲈鱼，可以带来约340万元
的年收入。“养殖有技术，销售不发愁，致富更
有盼头了。”眼看鲈鱼肥美，卓国姨喜笑颜开。

目前，该公司共有 3 个养殖基地，构建起
包含鲈鱼发展规划、标准化生产流程、品牌建
设、知识产权维护、良种优化繁育、鱼病防控、
质量安全检测、产品加工等部分组成的鲈鱼产
业支撑体系，直接带动4860户渔民增收，鲈鱼
养殖成为福鼎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之一，
福鼎市被授予“中国鲈鱼之乡”称号。

与此同时，不断延长产业链，在全国首创
鱼松、鱼脯、鱼脆3款休闲食品精深加工技术，
成功研发“去刺鱼”系列、“调理海鲈鱼”系列、
胶原蛋白肽等新品，可加工预制菜、休闲食品
等 30 余种，产品进入全国各大水产品批发市
场、大型超市和电商平台。

“眼下，除了科研院校，在做鲈鱼新品种培
育的企业就我们一家，我们也在动员更多民营
企业加入，合力做大做强鲈鱼产业。”汪晴说。

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如今，闽威实
业又依托技术创新能力及品牌优势，进一步升
级产业，延长鲈鱼产业链条，在水产养殖和食
品加工技术产业上实现新突破，力争实现“一
个项目、百亿交易、千万税收、万人就业”，打造
福鼎特色乡村振兴新模式。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王婷婷 文/图

一口道出千古事，十指弄成百万
兵。万般妙计由在手，喜怒哀乐从一
人。在福安，有这样一个戏种，观众与戏
台之间的距离不到1米，仅需一人就能撑
起一场戏。

日前，福安市唯一的幔帐戏老艺人雷
伏团坐在家中板凳和记者聊天时，一边擦
拭布袋木偶，一边陷入了沉思。

“这些跟了我大半辈子的老伙计们，
从设计制作、学习唱腔动作到登台演出，
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现在我体力不如
从前了，老伙计们未来要交到谁的手里，
非遗该由谁来传承？”雷伏团说。

历史悠久 盛极一时

福安幔帐戏（即布袋木偶戏）于清朝
光绪五年(1879 年)从浙江平阳传入，民国
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十分流行。幔帐戏
在福安还有许多别名，如布袋戏、指头戏、
掌中戏、十不闲、扁担戏、厅堂戏等。这一
连串很有特色的名称，揭示了这一民间艺
术形式的基本特点。艺人表演时将布袋
状的小木偶分别套在双手的五个手指上
进行操作，根据剧情的需要，模拟所表演
的角色行当。

福安幔帐戏的音乐曲调和唱腔与平
讲戏相同，唱词和道白则用本地方言,也
可以用普通话，到畲村表演则改用畲语,
因此非常大众化，深受群众的喜爱。幔帐
戏的演出设备非常简陋，一张普通的小方
桌再加一个幔帐足矣。所有的设备,包括

乐器、布袋木偶只要一个箱子就全部装
下,一条扁担就挑起一个“戏班”。

幔帐戏的演出剧目大多采自明清白
话章回小说和短篇小说，如《说唐》《说
岳》《白蛇传》《水浒传》《七侠五义》《陈三
娘》《锦香亭》等，一般艺人都能表演十多
本戏，每本表演两三个小时。这些剧目
主要由艺人代代口口相传和艺人在表演
中不断加工创作而来。主题内容一般通
过侠义情仇的演绎、忠奸善恶的博弈，来
宣教忠孝、仁义和惩恶扬善等，在给观众
灌输善与恶概念的同时，又具有较强的
娱乐性。

“当时全福安大概有 20 多个幔帐戏
艺人，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年
代，请师傅来村里演一场幔帐戏成了农
村家庭过年过节最期待的娱乐活动。”雷
伏团说。

苦练技艺 倾心演绎

2023年九月九重阳节，在福安市区七
圣宫的幔帐戏演出现场，台上的雷伏团用
方言卖力演出，唱腔丝滑转换，有说有
唱。台下观众听得津津有味，全程面带笑
意，不时拍手叫好。

幔帐戏是一出独角戏，集吹、拉、弹、
唱于一体，全靠艺人一个人在后台手、脚、
口并用。有着四十多年演出经验的雷伏
团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演出形式，大家看
得越入迷，他演得越起劲。

“还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时，大人在

生产队打工一天大约只有 6 毛钱，而幔
帐戏演出一晚就能赚 6 块钱，是普通工
人的 10 倍。”雷伏团说，1977 年，中学毕
业后，雷伏团便拜幔帐戏大师龚家唐为
师，一心学艺，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幔
帐戏艺人。

龚家唐对这个小弟子的培养十分用
心，把所有的剧目都传授给雷伏团。

“那时候还要帮助家里干农活，只要
到农闲时我就跟随师傅学习。70 多个剧
目，不分早晚，有时间就背诵，剧情首先
要烂熟于心。还有最重要的手部动作，
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姿态，必须全部掌
握。”雷伏团说。

三年的时间，雷伏团摸索出大部分角
色的特点，凭借着手指、手掌和手腕上的
技巧，将各色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
1983年起，雷伏团开始独立从事幔帐戏演
艺，活跃在闽东和浙南的广大乡村、各大
文化活动上。每年约 50 多场演出，场场
观众爆满。

“给我一张桌子，我便能给你一出
戏。”雷伏团说，发展到今天，福安仅剩自
己一位幔帐戏艺人，身上已承载了太多
责任。

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怎么让幔帐戏传承下去，成了雷伏团
这些年来不断努力的方向。为此，雷伏团
不断整理、挖掘、恢复幔帐戏传统剧本，还
以本地风土人情、农村新人新事为素材，
自己编排了数十个节目，获省、市级各类
荣誉。

2016年，雷伏团开始主持幔帐戏非遗
项目的申报，2017年，该项目列入福安市级
非遗项目，2022 年，列入宁德市级非遗项
目。目前正在进行省级非遗项目的申报。

2018 年初，福安市曲艺协会成立，雷
伏团出任协会副主席，并负责协会幔帐戏
艺术传承中心的工作，坚持组织开展幔帐
戏进校园、进村居、上舞台等各种非遗展
演活动。同年，福安市理论宣讲文艺轻骑
兵成立，雷伏团作为队伍成员，经常参加
各种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疫情防控期
间还编排了以抗疫内容为主的剧目，成效
显著，也扩大了幔帐戏的影响力。

雷伏团还在抖音平台分享自己的幔
帐戏日常，欢迎广大群众加入学习幔帐戏
的队伍，其用户名“走天下”就是近些年弘
扬幔帐戏历程的生动诠释。

想去哪里去哪里，哪里要演哪里演。
在雷伏团的坚持下，福安市更加重视这项
非遗的传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表达了想
要学习的意愿。

“老祖宗的技艺不能丢，还需要靠年
轻人来接力。”雷伏团说。
□ 本报记者 缪星 通讯员 雷津慧 文/图

重峦叠嶂，空谷幽深，在周宁县西南部圣银峰山麓，隐藏
着一处千年古银矿遗址——宝丰银矿。

而位于圣银峰脚下的芹溪村曾是矿工和商贩的聚居地。
该村与古银矿共生共荣，有着“中国古银矿第一村”称号。近
年来，芹溪村因地制宜，通过遗址保护、文旅开发探索绿色发
展的新模式，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努力推动古银文化与生
态旅游资源深度融合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动能。

矿山生态修复成效凸显，芹溪村的发展也
迎来新生。

走进周宁古银矿遗址陈列展，游客们顺着
银矿发展脉络，或专注浏览文献资料，或驻足
观赏展品，感受深厚的古银矿文化。

为传承和发扬古银矿文化，芹溪村将遗址
保护和文旅开发有机结合，投资 200 多万元，
修缮宝丰公馆遗址，建设周宁古银矿遗址陈列
展，对周宁古银矿文化进行“活态”展示。

开馆以来，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
这里，银矿的开采、冶炼等生产过程一目了然，
我们可以详细了解周宁银矿历史，还能通过视
频、游戏体验采矿过程，孩子也能学到很多知
识。”游客李娟说。

据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多次
组织地质队到宝丰银场古矿业遗址进行调查，

揭开了宝丰银场的神秘面纱。此后，周宁县通
过调查、申报、保护等措施，对宝丰银场古矿业
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使沉睡的古银矿得以与
世人相见。

宝丰银场古矿业遗址遗迹保存得十分完整，
遗存丰富，分布范围达12.68平方公里。目前，已
发现冶炼遗址及矿工的生活区遗迹40多处，探知
矿洞数量345个，其中206个位于芹溪村。

2019年10月7日，周宁县宝丰银场古矿业
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这是福建省迄今为止唯一被列
为“国保”级的古代矿业遗址，同年 12 月被福
建省自然资源厅设为省级矿山公园。

芹溪村依托独特的古银矿资源，坚持“生
态修复+文旅融合”，将“文化优势”“生态优势”
转化为文旅“发展胜势”，以“古”兴“业”，引入

文旅产业，打通“两山”转换通道。
亲子游乐、古村探秘、农事体验、金线莲户

外种植、黑兔养殖……一个个生态休闲、户外
拓展等新业态、新产业，在千年矿山脚下日渐
兴起，成为推动芹溪村旅游发展的新引擎。
2022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万元。

“今年，我们还制定了绿化计划，对村口、
萌宠乐园、广场等地进行绿化美化，不断提升
村庄‘颜值’。”省委政法委派驻芹溪村第一书
记陈建福介绍。

接下来，芹溪村将继续推进宝丰银矿遗址
保护，依托古银矿资源禀赋，开展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白银古道提升、“两山”理论实践教育
研学基地建设等项目，将生态环境修复和文旅
开发相结合，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陈容 通讯员 魏知秋

福鼎：创新赋能 鱼跃龙门

““福鲈福鲈11号号””养殖养殖

一个人的戏班 四十六载“坚与守”

雷伏团向小朋友展示木偶雷伏团向小朋友展示木偶

芹溪村芹溪村 刘志玮刘志玮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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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疗伤”

以“古”兴“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