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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莫思予 通讯
员 彭辉）对李林洲和陈素芬夫妇
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七夕。昨
日，由鼓楼区委宣传部、区委文明
办、西湖公园管理处主办的“福聚
西湖 缘度七夕”——2023 年“我
们的节日·七夕节”暨“节日感党
恩 共话新时代”主题活动在西湖
公园举办，夫妇二人第一次在工
作中过了“情人节”。

当晚，一群身着汉服的年轻
人提起裙摆，登上西湖画舫红船，
开启了别具韵味的七夕民俗之
旅。

“北宋开始，福州西湖从皇家
园林变成老百姓自由游览的公
园，许多青年男女在这里邂逅美
好，留下动人的爱情故事。”游船
过程中，西湖国山老干部理论宣
讲志愿服务队成员、文史民俗专
家李林洲将西湖往事娓娓道来。
据他介绍，过去在西湖谈情说爱，
俗称到西湖“拔草”，男女双方在
西湖约见，也是上一辈缔结良缘
的必备程序。

李林洲的讲述，勾起了鼓西
街道综合文化站站长陈素芬的回
忆：“我们正是因西湖而结缘的。”
多年前，两人相识于一场在西湖

举办的文化活动。相似的经历、
共同的爱好，让他们越走越近。
重温这段西湖之缘，别有一番感
触在心头。

退休至今，李林洲与陈素芬
在文化宣传的道路上相携前行。
昨日的这场活动，由陈素芬参与
策划组织，李林洲鼎力支持，他们

告诉记者：“今天很特殊，我们既
在工作中成人之美，也借此机会
共同过一个有意义的七夕。”

当晚的活动让参与者在泛舟

西湖的同时，尽情享受丰盛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餐”。在陈素
芬与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年轻人
们动手做福灯、绘团扇。竹编灯
笼被点亮，并贴上“福”字，暖暖的
灯光为画舫增添不少亮点；在细
腻灵动的勾勒中，扇面上“开”出
一朵朵花，古朴的团扇被赋予新
生……

正如李林洲与陈素芬所愿，
千年古典园林的节日浪漫氛围，
唤起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
喜爱。市民张春丽说：“今天我认
识了很多可爱的人，制作了有趣
的福灯。西湖公园的爱情故事，
还让我看到福州这座城市正变得
越来越美好。”

连日来，鼓楼区广泛开展
2023年“我们的节日·七夕节”暨

“节日感党恩 共话新时代”主题
活动。鼓楼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通过活动引导广大
群众深入了解七夕节的历史渊源
和风俗，加深对传统节日文化的
认同感，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接下来，鼓楼将继续挖掘传统节
日的特色文化内涵，搭建特色传
承载体，奏响家庭和睦、社会文明
的新乐章。

游西湖 听古今爱情故事
鼓楼举办“福聚西湖 缘度七夕”主题活动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
无数。昨日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
福州各地开启花样过节模式，展现
幸福百态。

坊巷街区
传统民俗演绎别样浪漫

昨日，我市五大历史文化街区
举办了一系列七夕传统习俗展示、
体验活动，尽显民俗浪漫。

当晚，在三坊七巷水榭戏台，
一场极具仪式感的七夕祭星仪式
举行，汉服爱好者们盛装出席，共
同乞巧、拜星。虽然下着雨，市民

们热情不减，在风雨廊玩起了传统
的七夕赛巧游戏，穿针引线俏七
夕、画花钿妆容体验、投壶取巧、压
花团扇等。

游览三坊七巷的最后一站，许
多市民游客选择在三坊七巷爱心
树下打卡拍照。“漫步坊巷里，连一
棵树都是爱你的形状。”市民陈甜
甜笑着说出爱心树的“热梗”。

同一天，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打造七夕奇妙夜，推出七夕上下杭
主题研学活动，邀请亲子在这一天
祭魁星，体验“乞巧”、制作茉莉香
包，开展“分豆结缘”等福州传统七

夕民俗研学体验。“和孩子一起过
七夕，也是个新奇的体验，让他也
感受一下福州传统文化的魅力。”
市民王尔滨说。

梁厝历史文化街区也在当天
推出“浪漫七夕 分豆结梁缘”活
动。

领证现场
听“前辈”分享幸福秘诀

“我们结婚啦！”七夕当日，马
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婚姻
登记小高峰。

今年七夕，马尾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组织“山盟海
誓，缘定今生”七夕
集体颁证活动，邀请
6 对新人代表和 1 对
金婚夫妇参与。

在浪漫的婚礼进
行曲中，集体颁证仪式
开始。新人们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许下誓言。“我
们相恋 3年，在日常生活中他对
我很包容。”“从我第一次看到她，
我就想保护她。”刚领到结婚证的
彭雅倩和郑旻桢幸福地说。

“夫妻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
包容，希望你们今后相互依赖、相
互理解、相互包容。”今年是倪秉炎
和李美英结婚的第52个年头，他们
现场为新人颁发了结婚证，还分享
了婚姻的保鲜秘诀，向大家传递正
确的婚姻观念和夫妻相处之道。

社区村居
家门口享文化大餐

昨日上午，鼓楼区洪山镇象山
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开展“传承好家
风 情浓七夕节”手工花束制作活
动。

活动中，随着工作人员的讲
解，大家开始动手制作花束，一朵
朵花寄托了对生活美好的祝愿。
看着手里的作品，居民陈女士满面
笑意地说：“活动很有意义，不仅让

大家体验了动手的乐趣，也让大家
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内涵，让中华
传统节日深入人心。”

在闽清县省璜镇，“国风七夕”
系列活动走进前峰村龙峰厝。现
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和家长穿着
中国传统服饰唱着歌，开展各种

“乞巧”“斗巧”活动，并体验DIY月
饼、手工扇面、手工串链等制作。

同一天，在罗源滨海玉石城，
“‘玉’见七夕·情满罗川——2023
年‘我们的节日·七夕节’”福州市
主场罗源专场暨“节日感党恩 共
话新时代”主题活动举行。

活动为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
沉浸式古典情歌、古风舞韵的视听
盛宴。现场同步开展“七夕游园
会”，游客可以体验“穿针乞巧”“七
夕巧果”“‘漆’巧团扇”等项目；还
有200多条灯谜，融合七夕民俗、文
明创城等内容，供游客前来猜谜赏
灯。

作为最具浪漫色彩的中国传统
节日之一，七夕的消费效应正在逐步
释放。今年七夕，尽管受到工作日与
暴雨的“双重打击”，却依然无法阻挡

“浪漫经济”在福州发酵。昨日，记者
走访各大商圈，发现多个店铺、品牌
开启促销模式，争相推出浪漫主题的
体验、促销类活动，吸引客群进店消
费，让“浪漫经济”释放更多活力。

线下氛围拉满
七夕套餐人气火爆

世欧广场的巨型爱心热气球，苏
宁广场的巨型玫瑰，东泰禾广场的巨
型蓝色爱心……七夕期间，福州各个
商场的节日氛围早已拉满，各商家也
纷纷将七夕主题礼盒和新品摆放在
最抢眼的位置。

浪漫的商场装置鼓足了氛围，也
拉动客流，激起了消费热情。

“与线上消费的便捷性相比，现
在实体店最大的优势就是线下体验
和现场服务，用主题活动吸引人流很
重要。”东百中心一家化妆品牌的导
购告诉记者。

七夕这几天，红火的餐饮市场也
充满了浪漫气息。“浪漫七夕情侣约
会双人餐”“烛光晚餐+红葡萄酒+巧
克力”……记者在大众点评APP上看
到，以“福州七夕约会餐厅”为关键词
进行搜索，相关结果已超过500条，大
大小小的餐厅都推出了七夕套餐。

“为了迎接七夕，我们8月初就开
始准备菜单和装饰布设了，上周所有
的桌位就约满了。”一家位于万科广
场的餐厅负责人告诉记者。

知名餐饮品牌海底捞同样人气
火爆，记者随机通过电话了解，下午6
时，多家门店的排队情况均已超过
200号。

花价涨幅有限
黄金成热门礼品

七夕佳节，送花是不少人的送礼
首选。记者发现，今年鲜花市场依然
火爆，但相比过去，今年七夕的鲜花
市场价格涨幅有限。

七夕当天，记者在朴朴APP上看
到，10枝没有包装的单头玫瑰售价不
到 20元，与平时价格基本持平，最贵

的玫瑰花束价格则为229元。
“今年七夕，花束销量大涨，同比

2022年的七夕增长超过一倍。”朴朴
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碎冰蓝玫瑰、
向日葵玫瑰花束人气最高。

“现在内卷得厉害，网上购花太
方便了，大部分客人都会提前询问比
价，只能多花点心思做包装。”一家花
店的负责人则告诉记者，收到的订单
多是10朵左右的小花束，按照花朵品
质与不同包装，售价从 138 元至 268
元不等。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曾经被认
为“土气”的黄金，正成为越来越多年
轻消费者的热门送礼选项。

昨夜，市民黄女士与陈先生走进
欢乐颂购物中心的一家金店选购黄
金饰品，两人选购了一款情侣对戒。

“黄金饰品更实用更保值。”两人告诉
记者。

“现在黄金的工艺越来越好，黄
金饰品也更精致漂亮，顾客选择的范
围也更广了。”一家连锁金店的导购
员告诉记者，近期黄金价格持续上
涨，七夕期间每克减15元的促销活动

成为难得的优惠，吸引了不少消费
者。“今晚的客人有平时的四五倍，其
中有80%成交。”晚上10时许，虽已经
过了平日的营业时间，但导购员依然
忙着接待客人。

反向营销别出心裁
单身消费亦受热捧

七夕催热了浪漫经济，也有不少
商家“反向营销”，制定针对单身人士
的消费方案。

近日，饮品商家古茗与青蛙王子
联名，推出了“有茗的古家寡人”套
餐。联名套餐不仅有主题包装袋和
贴纸，还有一款印有“古呱之王”字样
的小王冠，逗趣可爱。

“别的饮品店都是做情侣套餐，
就他们不一样。”市民陈虹通过小程
序下单了一杯饮料，她告诉记者，在
一众情侣产品中，这种另辟蹊径关注
单身群体的销售策略让她更有消费
热情。

事实上，单身群体也是很大一部
分的消费人群，越来越多商家正尝试
在浪漫消费之外，寻找更多消费热

点，不再局限于“双人”的促销模式，
正受到更多消费者欢迎。

“趁着七夕都是情侣出来吃饭，
大桌不用排队，我们今天特地组织了

同事聚会。”昨日，趁着商家与平台齐
齐放出优惠券让利，市民杜蔚约上了
8名同事，前往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
的一家火锅店聚餐。

花价涨幅有限，黄金成热门礼品，单身消费崛起

七夕“浪漫经济”呈现新趋势
本报记者 吴桦真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七夕佳
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
内网红餐厅、饰品店、大型商超等
进行了拉网式检查，多措并举护航
市民消费环境。

七夕期间，巧克力、糖果、
糕点是热销产品，这些食品安
不安全？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商超
内该类食品开展监督抽检，同
时，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
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在某首饰店内，执法人员重点

检查了店内是否明码标价，是否索
要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和检验合
格报告、是否存在销售假冒伪劣产
品及三无产品等行为，提醒经营者
依法明码标价、诚信经营。此外，
针对鲜花、化妆品等经营单位，执
法人员也进行了重点抽查，规范市
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同时，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甜蜜陷
阱”，在选购商品时不要只注重款
式跟商家宣传，要警惕节日消费陷
阱，擦亮双眼，理性购物。

男女青年身穿汉服在西湖公园共度七夕。本报记者 池远摄

“花样”七夕展现幸福百态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 蒋雅琛 莫思予 燕晓 通讯员 丁林怡 冯小妹

七夕热销品安全可靠吗
鼓楼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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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戴茉莉 共分蚕豆
首届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
在榕结营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 通讯员 饶麦淇）
昨日，首届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在福州
结营，25名两岸特教青年代表依依惜别。

结营当天正好是七夕，活动主办方向台
青赠送了蚕豆和茉莉花。“七夕分蚕豆在福州
习俗里代表分豆结缘，寓意邻里和谐，朋友源
深。而茉莉与‘莫离’谐音，送君茉莉，请君莫
离。我们希望这份礼物可以让台青们感受到
我们福州的浓浓情谊。”阳光学院儿童发展与
教育学院教师苏婧娴说。

当天，两岸青年在西湖边共戴茉莉、共分
蚕豆，蚕豆的酥香和茉莉的清香让参与活动
的青年们感受独特的民俗氛围，共叙深情厚
谊。

据悉，本次两岸融合特教人才研学营为
第十一届海青节系列活动，共为期5天，紧扣

“心无碍，教有方”主题，以搭建两岸特殊教育
融合发展先行先试平台为核心，其间举办了
学术交流研讨会、两岸夜话、两岸家校协同工
作融合交流等活动。

公交夫妻档：
小关怀里的独家浪漫
本报记者 朱榕 通讯员 杨胜兰

七夕是牛郎织女一年一会的日子。有这
样一对公交夫妻档，常年在路上跑车，大部分
时间只能隔着车厢两两相望。今年七夕，他
们虽无法花前月下，但也有属于二人的独家
浪漫。

昨日上午，康驰新巴士二公司 109路车
长狄世林一早在场站内检查维修车辆。艳阳
下，公交车外皮被晒得发烫，打开发动机舱
盖，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汗水很快便将工装浸
湿。

中午 1时，通勤快线 12车长吉亚格运行
公交车返回福新公交总站。看到妻子的车
辆缓缓驶入场站，狄世林放下手中的工作，
没有前往休息区，而是快步走进车厢，与妻
子一起清扫车厢卫生、检查车内是否有乘客
落下的失物，并仔细查看车辆关键部位状
态。

“她对车厢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每个边角
缝隙都要照顾到。”狄世林说，每次有空碰在
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帮妻子打扫车厢，这个习
惯已经保持了3年。狄世林每天还会抽空准
备一壶凉白开，在妻子回场站后，第一时间跑
到车厢为她将杯内的水加满。这些朴实但浪
漫的小举动让吉亚格心里甜丝丝的，脸上也
漾满了笑意。

今年是他们结婚的第11年，也是一起在
公交行业并肩作战的第3年。“加满一杯水只
需要10秒钟，清洁一次车厢只需要5分钟，平
时工作忙，这些小小的关怀，就是属于我们的
独家浪漫。”狄世林说。

两岸青年共戴茉莉，共分蚕豆。
（活动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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