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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光号”和“长青号”停航后，沙
溪河道平静了数年。2021 年 7 月，为
发展三明夜间经济，丰富市民娱乐生
活，“明城号”游船开航，成为沙溪河的
新角色。去年，因汛期影响、冬季生意
冷清等原因，“明城号”暂时停航。

今年 3 月 22 日，三明文旅集团和
厦门轮船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三明
沙溪水上游”一期项目顺利推进，5月
1日，“明城号”复航，再次成为沙溪河
上的亮丽风景线。

吴艳担任三明市文旅集团总经理
助理，分管“三明沙溪水上游”项目。
在她看来，沙溪河水质好、水流平稳，
小城轻松惬意，这些正是厦门轮船公
司选择发展“三明沙溪水上游”项目的
重要因素。

携手带来了新变化。近期，“明城
号”船体两侧增加了全息投影，方便展
示城市标语或广告。同时，江滨东站的
码头布置了氛围灯，准备打造成市民打
卡点。此外，经营模式有所转变，结合

不同节点推出特价票。乘坐游船发朋
友圈宣传的游客，还能获得小礼品。

“三明游船发展的短板也不容忽
视。”吴艳认为，沙溪夜景工程还需
提升，夜景和游船要有互动，建议增
加类似于沙县水幕秀这样的视觉打卡
点。市区文旅市场平淡，引流方面较
薄弱，外地游客多分散到各县，留在
三明过夜的游客少，以本地人口和来
访亲友为客源主体，不足以支撑游船
运营。此外，要发展码头经济，让码
头成为一个可以与游船互动的打卡
点，形成水岸经济带。“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政府牵头，多部门联合出
力。”吴艳坦言。

“我们计划增加一艘大游船，与现
在的‘明城号’相互配合。”吴艳表示，
大游船的经营业态比较丰富，船上可
提供沙拉、水果、鸡尾酒等轻食，开展
派对、团建等，“考虑到油烟、异味问
题，船上暂无提供中餐的打算，期待通
过做活码头经济来满足游客的味蕾。”

5月19日是全国助残日。这几天，永安仁爱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主任万曲忙着筹备周末燕西街道吉山村“助残
出游”的各项事宜。

帮助残疾人敲开“幸福门”
万曲出生于1973年。2006年初，她加入三明地区第一

支民间志愿服务队——燕城爱心QQ群。2012年担任这支
280人的民间志愿服务队“队长”。2017年，带领团队注册

“永安市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如今，中心共有社工和
志愿者2000余名。助残，是他们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非常感谢万曲主任一直以来给我的帮助，鼓励我们
去参加省里免费的就业培训，现在，我有了一份客户服务
的工作，每个月能领到2000元至3000元的工资，心里很
踏实。”55岁的永安市市民黄兰凤感激地说。

黄兰凤患有重症肌无力，二级残疾，下肢无力，要坐
轮椅，行动不便。因为自卑，她长期不敢出门，朋友很少。

2018年，永安市残疾人联合会、燕城爱心协会联合
举办了一场轮椅马拉松比赛，黄兰凤报名参加。就此结识
了万曲等志愿者，也认识了不少残障朋友。平日里，一有
空闲，残友们相互鼓励、交流，约黄兰凤踏青出游。看看外
面的世界，黄兰凤变得开朗，爱笑了。多年来，在志愿者的
帮助下，黄兰凤完成了许多的“人生第一次”：第一次参观
永安博物馆、第一次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听讲座，第一次
近距离欣赏莲花山的风景……

2022年10月，福建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举办
第二期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班（云客服）。在万曲鼓
励下，黄兰凤参加了这次免费培训。不久，她通过考核，取
得阿里巴巴云客服工号位，直接上岗。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永安市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走
出家门，走上工作岗位。

就业帮扶，助残筑梦。2014年3月开始，万曲带领团
队策划组织了一个每月定期助残项目，每月定期帮扶20
户至30户残疾家庭，每月定期为他们送上爱心慰问品和
慰问金。2017年4月开始，她带领团队策划开展了每周的

“爱心超市”项目。2023年7月，她策划组织了“助农富民
乡间走，乡村振兴好帮手”助力老区村低保残疾家庭居家
就业项目。

用心延伸助残服务
从2021年11月起，永安仁爱社工承接了永安市民政

局的乡镇（街道）社工站服务项目、永安市残联的残疾人
居家托养服务项目。万曲带领社工、志愿者们每月为300
户残疾家庭服务。在完成项目规定指标之外，还延伸助残
服务，为残疾家庭加餐。

“非常感谢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感谢万曲姐的帮
助，让我们减轻了家庭负担，孩子可以安心读大学。”永安
市贡川镇攀龙村村民、低保户涂琳琳（化名）感激地说。

涂琳琳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双侧股骨头坏死，导致身
体畸形，无法直立行走。她丈夫也是残疾，一家人生活十
分困难。2022年9月，万曲带领社工来到她家，为其打扫
卫生。得知涂琳琳的女儿在永安一中读高三，万曲当即表
示，希望能对接资助人，资助涂琳琳的女儿上学。

2023年6月，高考结束，涂琳琳的女儿考上了厦门集
美大学。很快，万曲联系了一位女企业家，每月资助涂琳
琳的女儿1000元。涂琳琳的女儿在学校很努力，有好消
息总会向万曲汇报。

除了助残助学，万曲还带领团队为困境“残疾+重疾”
家庭对接助医善款；为残疾家庭对接无偿服务的志愿者。

万曲说：“我们团队非常有凝聚力，这几年，多次帮残
障人士卖滞销的农产品，卖过芋头、西瓜、冬瓜、春笋、玉
米、红薯，每次把农产品发到群里，大家都积极接龙购买，
献一份爱心。”

19年来，万曲将闲暇时间投入公益事业，扶贫助学，
助残扶弱，传递着社会的温暖与关爱。她荣获“福建省最
美志愿者”“福建省首届五星级志愿者”“福建省最美家庭”

“永安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爱心公益永远在路上。万曲和她的团队将继续用实

际行动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用爱架起助残桥
●永安记者站 林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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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赶圩，装着7000多元钱的包不见了，这可是治
病买药的救命钱。幸亏沙县高砂派出所民警帮助，经过
1小时寻找，完璧归赵。

5月12日上午8时许，村民李大娘一走进高砂派出
所，急得要哭：“赶紧帮我找找，这可是救命钱啊！”值班民
警谢铨镗和辅警吴观友立即上前了解情况。原来，李大
娘和丈夫叶大爷到高砂赶圩卖笋干。卖完后，两人准备
去医院就医，这才发现随身携带的包不见了，包内有手
机、现金7300元、病历等物品。两人四处查找无果，慌忙
来求助。

经过细致调查，民警发现夫妻俩到达高砂集镇时，
身边并无那包。“当事人记错了，还是真丢了？”经过近
40分钟查找，依然没有一点眉目。“不着急，慢慢说。”民
警引导夫妻俩回忆。

“刚才下雨，我们在端溪村路口亭子里停下来避雨。”
李大娘突然想起一个细节。民警立即驱车赶到亭子——
一个黑色包包就在角落。经清点，包里有用口罩包着的
现金7300元，还有手机、病历、证件等物品。此时，距离
李大娘报案不足1小时。

“都在，东西都在！”见到包里的东西，李大娘握着民
警的手，不住道谢。

失而复得的救命钱
●陈 萃 黄倩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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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款款，滋润三明。1993年“水上乐园”开启沙溪

夜游的序幕，1997年沙溪河道迎来了第一艘游船“合福

号”，此后，“闽光号”“长青号”“明城号”游船相继启航。

这些游船承载着三明人民美好的水上记忆，也默默见证

着城市的发展。

5月1日，“明城号”游船复航，沙溪河上重现那道亮

丽的风景线，三明人民有关游船的记忆再次被唤醒。

1993年10月，“水上乐园”在三明
列东梅列大桥上游80米处开业，这是
一座钢制趸船，长32米，宽12.4米，高
10.4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楼高四
层，重约400吨，由三明市轻工工贸公
司与外资合资建成运营，沙溪夜游就
此开始。

1994年“5·2”洪灾，这船险些被冲
走。汛期“水上乐园”成了安全隐患，
1998年3月，“水上乐园”停业拆除。那
时，“合福号”游船成为沙溪“新星”。

“1997 年，市里到香港招商引资，
吸引了一位商人来三明投资，其中一
个项目就是游船。当时一共有20多艘
游船，大部分是小游艇，其中最大的一
艘可容纳54座，这就是‘合福号’。”林
明退休多年，1989 年在梅列区交通运
输局工作，2002年担任该局副局长，对
三明游船的发展印象深刻。

“那时候大家很喜欢游船项目，就

连白天也有游船，还有游客自驾的‘鸭
子船’，好热闹！”林明回忆，20世纪90
年代，三明没什么娱乐项目，所以“合
福号”颇受欢迎。不过，当时沙溪两岸
景观比较一般，到了夜晚，闪烁灯光的
大多是广告牌，夜景也没什么看头。

由于发展需要，2002年10月，“闽
光号”游船上线，几个月后，“长青号”
游船启航，慢慢地，“合福号”游船淡出
人们的视野。

“闽光号”游船项目由梅列区政
府、梅列区交通运输局、三钢等多个单
位共同投资，共计180万元。“因为三钢
投资比例最高，所以叫‘闽光号’。”林
明介绍，这也是迄今为止三明最大的
游船，“共两层，外加船顶上一个平台，
有 178 个客座，船上的服务人员就有
20人。”

为运营好“闽光号”，当时还成立
了三明市游船管理中心，他们带来了

外地游客，管理也规范，“闽光号”开始
线路经营，从列东大桥码头出发，行至
城关大桥折返，在中山临时码头停靠，
直至徐碧铁路大桥返航至起点。

在许多三明人的记忆里，“闽光
号”最初很风光，一度成为网红打卡
点。那时沙溪两岸夜景有了不小的变
化，再加上船上提供餐饮，有导游介
绍，清风徐来，水波粼粼，两岸霓虹灯
闪烁，令人心旷神怡，夜游相当惬意。

游船受欢迎，竞争也随之而来。
2003 年 8 月，私人投资的“长青号”游
船来了，这艘游船仅一层，客座80个。
为避免冲突，‘闽光号’与‘长青号’实
行错峰出行。

林明提到，“闽光号”和“长青号”
一直运营至2015年。此后，由于游船生
意冷淡、汛期影响，以及列东大桥改造
扩建等原因，这两艘游船停航，2018年
均退出历史舞台。

沙溪河上的“明星游船”

5月9日晚7时，随着最后一位游
客登船，“明城号”游船缓缓划开水面，
从列东大桥码头一路向南出发。

驾船的师傅名叫詹平，50 多岁。
“我曾是‘闽光号’的驾驶员，之前的船
长就是我父亲。”

詹平出生于尤溪县西滨镇，一家
四代都和船打交道。2003 年，尤溪海
事局联系到詹平的父亲詹永国，表明

“长青号”需要一个船长，问他愿不愿
意接这份工作。当时尤溪水量受水口
电站影响，货船出行常常受限，詹永国
就答应来三明。

“那时‘长青号’还叫‘惠泉号’，给
惠泉公司打广告，大约 2005 年才改
名。”詹永国说。

这对父子见证了三明游船的辉煌
时期。

詹永平开游船头几年，忙不过来
时，儿子詹平偶尔来顶班。詹平说，那
时坐游船的人很多，一晚上开三趟是
常有的事，有时甚至一座难求。

“‘闽光号’游船比较大，长 30 多
米，宽6米左右，高两层，船上有娱乐设
施，可以点餐、唱歌，还能办酒席。”詹
平提到，那时候有人在游船上办小型
婚宴、生日宴。

詹永国回忆：“当时‘闽光号’票价
10元，‘长青号’票价8元，一个月每艘
船卖票20多万元。有时一晚上开航4
趟，还有游客要求加航。”有一个晚上，

“长青号”船票销售总额超万元，老板

很高兴，下班后还请工作人员在游船
上娱乐一下。

之所以后来去了“闽光号”，是因
为“长青号”每年只开航9个月，詹永国
觉得太空闲。“和‘闽光号’相比，‘长青
号’才一层，体型不算大，但也比现在
的‘明城号’大得多，船上有4个包间，
可以办宴请。”詹永国说。

2008 年 ， 詹 永 国 离 开 “ 闽 光
号”。随后，儿子接班，成为“闽光
号”的驾驶员。“闽光号”停航后，
詹平又接任“明城号”船长，詹永国
也偶尔来替班。

这些年，沙溪夜景更美了。“去年儿
子有事，我来顶班，看到桥底下有水泉
喷出，而且灯光效果不错，挺好的。”

这对父子见证了辉煌时期

沙溪游船归来重启

沙溪夕照 （林 平 摄）

2008年9月29日，斑竹电站船闸试航，“闽光号”过船闸。
（三明市交通局 供图）

1993 年“水
上 乐 园 ”开 业
（三明市档案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