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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看烟花看日出、郊区吸氧康
养、打卡网红地标……今年元旦
假期，福州旅游景区迎来客流小
高峰，不少市民游客追求跨年“仪
式感”，榕城文旅“活力全开”。记
者从市文旅局获悉，据测算，元旦
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179.73万
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6%；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0.75 亿 元 ，增 长
112.5%。

“仪式感跨年”成潮流
2023年 12月 31日晚，闽越水

镇灯火如昼，在现场游客齐声倒
数下，流星、瀑布、爱心、花树、飞
龙等形态各异的烟火响彻闽江
畔，层叠错落的烟火同流光溢彩
的水镇夜景交相辉映，大家一起
欢呼、许愿。

满城火树银花，给撩人的新
年夜色带来别样浪漫。来自杭州
的周然激动地说：“第一次跟这么
多人一起看烟花跨年，在烟花绽
放的时候我也许下对来年的期
许，仪式感满满。”

闽越水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百万烟花跨年季一直广受游
客好评，所以我们把它延续下
来。此次烟花秀连放3天，很多外
地游客特地奔着看烟花秀来跨
年，跨年夜有近4万人共赏美丽烟
花。”

“生活要有仪式感，跨年也要
有仪式感。”市民林女士早早规划
好了时间和路线，在跨年夜带着
从河北赶来的朋友从鼓山脚下走
古道，到白云顶迎接新年的第一
缕阳光 .“太震撼了，我和朋友都觉
得此行不亏。”林女士说。

除了看烟花、登山看日出，与
三五好友同玩桌游、听一场酣畅
淋漓的演唱会等多元化、个性化
的玩法，也成了不少游客的跨年
新选择。元旦假期，《泰勒·斯威
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福州限定
场启动和杨丞琳 LIKE A STAR
巡回演唱会福州站举办，掀起一
股音乐热潮。

“候鸟式旅游”达到高峰
随着人们出游半径扩大，选

择“北上滑雪、南下避寒”的游客
增多，“南北互跨”渐成文旅市场
的新动力，温暖、清新的福州因而
聚集了不少“过冬候鸟”。据携程
数据显示，福州元旦假期整体旅
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258%，客源主
要来自上海、北京、长沙等地。

福州市旅游协会会长韩鸣介
绍，国庆假期过后，就陆续有“候
鸟式”游客来到福州。他们以观
光为主，一般逗留 2天左右，元旦
期间则是“候鸟式”游客抵达福州
的高峰。

有着“天下福泉 人间金汤”
美誉的福州温泉，是“候鸟式”游
客来榕的重要目的。据同程旅行
数据显示，元旦假期福州成为全
国最热门的温泉旅游目的地之
一。

连日来，源脉温泉游人如织，

他们三五成群来到此处泡温泉，
温暖过冬。在亭台楼阁间围炉煮
茶，享生活之惬意；仰躺于露天汤
池中，身心全面放松；在庭院来一
场家庭版烧烤，亲子同乐……“来
这里泡温泉太舒服了，气候很宜
人。”来自北京的游客张岩说。

福建海峡源脉温泉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谢民告诉记者，立冬
后客流量持续增加，其中许多是
来自北方的游客，元旦期间日均
接待超1400人次。

此外，在冬日暖阳里来一场
拥抱自然的生态游，也成为游客

的热门选择。第十届中国（永泰）
李梅文化节活动在永泰举办，吸
引了众多市民游客下乡赏梅；闽
侯白沙“心的森泊”露营地的自助
烤肉、篝火晚会、露天电影等吸引
不少亲子家庭；爬鼓山看摩崖石
刻，到鼓岭在“冰雪之约”特色大
型冰雪主题点拍照打卡，元旦期
间鼓山风景区（含鼓岭）接待13.50
万人次。

“网红地标”热度不减
在各种新玩法涌现的同时，

福州老牌的旅游景区和新晋“网
红地标”热度不减。

在三坊七巷，“人从众”的名
场面正在上演，记者获悉，元旦期
间三坊七巷接待游客 37.87 万人
次。市民游客纷纷来到“爱心树”
拍照留念，在南后街赏“鸿音国
风”鼓上舞，看“朝元醒狮”送好
彩，在坊巷间探寻历史的过往。

潮起东南，江海奔腾。福州
首个大型户外沉浸式实景歌舞剧
《江海奔腾》亮相“闽江之心”，打
造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为观
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艺术体验。茉
莉大街、青年广场、爱情岛艺术展
演荟萃，多场文艺活动让来旅游
的湖南小伙王宇轩目不暇接，“我
订的民宿就在附近，每天玩完回
来就能看演出看展览，很棒的体
验。”

曾上榜携程福建热门旅游目
的地第一名的“人气黑马”烟台
山，在元旦依然受到游客热捧。
夜幕降临，别开生面的跨年音乐
会在街头开启，多种曲风点燃气
氛，沉浸于音浪与绚烂的灯光，让
不少游客大呼“好嗨”。又一年，
烟台山的银杏叶黄“透”了，第四
届烟台山银杏节如约而至，这抹
限定的“银杏黄”吸引不少游客，

“石厝大教堂”仍然是拍照留念的
网红打卡点……

“福州是一个很美好的城市，
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来自苏州
的一家三口对福州赞不绝口。

聆听先辈故事
感受忠义文化
长乐象屿村忠义文化系列展馆、
过屿山忠义文化园揭幕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1日，忠义文化系
列展馆剪彩仪式、过屿山忠义文化园开园仪
式在长乐区猴屿乡象屿村举办，众多群众齐
聚一堂，共同聆听先辈忠义故事，感受热血爱
国精神。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法》正式实施，猴屿乡结合象屿村的忠义文化，
收集先辈故事，提炼爱国精神，建设象屿村抗
战文化馆、抗战文化廊、过屿山忠义文化园
等，重点突出猴屿华侨的爱国事迹，打造爱国
爱乡文化名片。”猴屿乡党委书记林俊成说。

据了解，象屿村自古以来便是忠义名村，
在这片传奇的土地上，聚居着一支“江州义门
陈”后裔。“义门陈”第二十世孙、象屿村始祖、
元末名将陈友定在与朱元璋决战时被俘，劝
降不从，英勇就义，被追封为英烈侯。

世代义胆，满门忠烈。这里有着我国最
早的海防设施——南岸炮台，在 1884年中法
马江海战中，陈新田任北岸炮台台长，袁泰和
任南岸炮台台长，他们率部南北夹击，联手痛
击侵略者。

忠义的精神赓续传承，象屿人在国家有
难时挺身而出。抗战初期，不足 100户的村
子，就有78人参军报国。

据悉，元旦期间，猴屿乡还推出文化猴屿
爱国侨乡健步行等系列活动，为群众带来形
式不同、内容丰富的精神盛宴。

元旦假期迎来返程高峰

福州交警全力排堵保畅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1日，元旦假期进

入最后一天，返程高峰也随之到来。当天，福
州交警出动千余名警力，在全市各进出城及景
区、商场路段疏导交通，确保市民正常出行。

1日上午，记者来到福州南收费站，已有
多名交警在此执勤。一辆大客车驶过收费站
后，他们立刻上前拦住车辆，检查司机证件及
车上乘客安全带使用情况。部分乘客未正确
系安全带，交警立刻将他们召集到车下，进行
批评教育，要求他们重视交通安全。

中午，收费站前的车流也渐渐增加，部分
车道上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见此情形，等候
在一旁的交警迅速骑上摩托车，赶到拥堵车
道，指挥车辆前往其他车道通行，收费站前的
交通也迅速恢复畅通。

“我们在市区各个重要节点均布置了警
力，现场疏导交通，排堵保畅，保障城市交通
有序运转，市民返程顺利。”现场，正在执勤的
民警林祥铿说。

跨年狂欢 莫忘文明
本报讯（记者 燕晓）元旦假期，福州不少

商圈广场跨年氛围浓厚，但个别游客存在一
些不文明的行为，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和
旅游环境。

2023年 12月 31日晚，记者来到苏宁广
场，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游客聚集，手拿五颜
六色的气球，随着欢乐的音乐和闪耀的灯光
一起唱歌，附近的小吃摊生意也随之火爆。
但美好场景的背后，却是垃圾满地，有破掉的
气球、吃剩的小吃食盒、奶茶杯以及卫生纸
等，甚至还有游客爬树拍摄。这些行为不仅
破坏了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还影响其他游
客的出行体验。

市委文明办提醒，文明旅游既是公民个
人素养的体现，也是城市文明的窗口。在享
受美好游玩体验的同时，要做一个文明游客，
让文明旅游的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
员 林晋如）1日下午，为期两天的

“文锦杯”福建罗源乒乓球公开赛
在罗源县九大中心体育馆精彩收
拍。

据悉，“文锦杯”福建罗源乒
乓球公开赛是罗源县举办的第一
届省级标准乒乓球比赛，比赛不

仅网罗了省内的高手，还吸引了
江苏、广东等地的顶级选手，共有
16支队伍80人参赛。

“文锦杯”福建罗源乒乓球公
开赛是2024年罗源县“庆元旦 迎
新春”文体旅系列活动的第一
项。在元旦、春节期间，罗源县将
举办系列活动 45场，其中文化文

艺活动 36场、体育活动 9场，包含
闽剧惠民巡演、元宵焰火晚会、畲
族文化交流及乒乓球、足球、羽毛
球比赛等，鼓浓春节氛围、激活假
日经济，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积极健
康的节日氛围，让群众在家门口
共享文化盛宴。

“文锦杯”福建罗源乒乓球公开赛落幕

花式跨年 要的就是“仪式感”
本报记者 燕晓

“智慧+”开启幸福养老新模式
——闽侯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带来的启示

本报记者 谭湘竹 陈君沂

三坊七巷文艺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三坊七巷文艺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市民在万宝商圈跨年。本报记者 池远摄

““文锦杯文锦杯””福建罗源乒乓球公开赛举行福建罗源乒乓球公开赛举行。。黄益辉摄黄益辉摄

“街岛”共舞 生趣盎然

“闽江之心”茉莉大街
夜景再升级

本报讯（记者 孙漫）“金光闪闪”的栋栋楼
体、棵棵绿树洒下的点点“星河”、大屏幕上变
换的新年祝福语……新年第一天，来“闽江之
心”茉莉大街打卡的市民，都收到了诚意满满
的崭新“问候”。记者从福州城投集团获悉，经
过多轮调试，茉莉大街夜景灯光已完成升级改
造，新年正式揭开面纱。

据了解，此次灯光装置布置范围从解放
大桥桥头西侧街口，一直延伸至侯德榜广
场。在福州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
记者领略了升级后的亮眼街景：在暖黄光线
的包裹下，中洲岛的光影如水般柔顺，闪烁、
变换；在街区漫步，立体停车楼的外立面，也
成了一面灯光秀“大屏”，雪花、烟花、礼物盒
等图案，送上新年的祝愿。五一南路路口处，
100米左右的通道上，烟雾与激光交织，更把

“闽江之心”点缀得流光溢彩。
不少市民拍照留念的街区中部立体停车

楼外立面灯光夜景大屏，使用了激光投影。
此次元旦假期播放的新年动画、相遇茉莉大
街主题视频等，就很好地烘托了节日氛围。

记者了解到，“闽江之心”茉莉大街的新
夜景已实现每天常态化亮灯，从19时持续至
22时，让更多市民游客共享“愈夜愈美丽”的
城市会客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60 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突破 2.8亿，养老服务被看
作朝阳产业，但目前养老机构普遍
存在人流量少、服务单一、市场化
程度低等问题。怎样破解这些难
题，实现养老产业良性发展？为推
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近日在闽侯
县政府、县民政局指导下，闽侯县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甘蔗街道滨
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以

“智慧养老，科技引领”为主题，进
行了全新提升与改造。其中一些
探索和尝试或许可以为养老产
业发展带来启示。

智慧一：
积“福”花“福”增加人流

走近滨江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一个装满电热
水壶、沐浴露等日用品的展示
柜映入眼帘。“这是中心的积
分礼品兑换区，老人们可以使
用积福卡里的‘福’积分来这里兑
换礼品。”闽侯县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施理光告诉记者，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面向全县的老年
群体，老人们可以通过报名参加
中心组织的志愿活动、公益活动
等来获得“福”积分。

“很多老人会来上老年大学开
设的课程，这是获得积分的另一个
途经。”施理光说，闽侯县以老年人
个性化需求为导向，提供多元化养
老服务，为全县老年人提供学技
能、学艺术、学手工的机会和途径，
指导中心开展声乐、手工、书法等
免费课程，老人们只要来中心上
课，就能获得相应积分。

“参加志愿活动是增长积分

最快、获得单项积分最高的一种
方式。”家住甘蔗街道的老人林先
生告诉记者，他平日就喜欢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推行积分制后还
能兑换礼品，这让他的积极性更
高了。“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能让我
们有一种价值感，而现在还能兑
换积分，积分又能兑换电器、日用
品等，让我很有动力，同时让我们
重新有了被社会需要的感觉。”林
先生说。

“推行‘福满闽侯、积福养老’
积分兑换制后，来照料中心参与

活动、上课的老人越来越多，中心
的人流量逐步变大。”施理光说，自
2023年12月15日照料中心的智慧
康养平台更新起，短短几天，已有
30名老人在“福满闽侯、积福养老”
平台录入信息开始积累“福”积
分。“希望通过这一模式与制度，
可以吸引更多周边老年人前来，
助力打响照料中心的知名度，充
分利用照料中心的助老资源、智
能物联的设施设备、智慧康养的
信息平台，为更多老年人提供生
活和医疗保障。”

智慧二：
异业联盟 三方共赢

近年来，各省市积极引入专

业的第三方养老运营机构，但目
前养老院仍存在入住率普遍不高
的问题，难以盈利。对于企业而
言，只有达到一定盈利才能走得
更远，才能为养老事业不断注入
活力。实现盈利这一关卡该如何
突破？在“福满闽侯、积福养老”
模式上，记者看到了闽侯县民政
局的巧思。

“老人在中心积累的‘福’积
分，除了可以兑换礼品，还可以当
成钱来用。”闽侯县民政局局长黄
少龙介绍，在县政府的支持与引导

下，照料中心已经与沙炫美业及中
医理疗馆、家政公司、餐馆等爱心
商家建立异业联盟，老人们日常去
这些异业联盟的商家消费时，可以
使用积分兑换免费服务的次数，同
时日常消费中还可以享受敬老折
扣价。

“中心通过政府搭建平台，利
用‘积分兑换制’为这些企业引流，
增加他们的营业收入。同时，这些
爱心商家在增加人流及营收的同
时，对中心平台的引流给予一定利
润回报，为照料中心提供市场化营
收支持，帮助我们更好地完善助老
爱老服务体系，建立有效的市场化
模式。”黄少龙说，“异业联盟”的建
立，打造了三方共赢新局面，既方

便了老人享受企业的服务，又为企
业引流，同时“反哺”居家照料中
心。“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加入联盟，
我们目前正努力推动中心和一些
大型商超谈合作，期待他们也加入
进来，充分调动全县助老爱老的氛
围。”

智慧三：
科技加持 服务升级

“张爷爷，请您将双手拇指
放在仪器的感应区。”在照料中
心大厅的智能体检机器人前，护

理员拿着一个小巧的仪器，耐心
地引导老人进行心电检测。和传
统的做心电图不同，在智能机器
人上，两个大拇指分别放在无线
金属薄片上，就可以进行心电检
测。

这台袖珍仪器，只是照料中心
智能体检机器人的一部分。新“上
岗”的机器人是一台集基础体征检
测、24小时线上问诊、互联网医院
于一体的“聪明人”。在护士协助
下，老人可以通过机器人进行心
电、血氧等基础检测，还可以 24小
时连线互联网医院的主任与副主
任医生，进行线上诊疗。

在甘蔗街道滨江社区居家养
老照料中心，处处可见“智慧”的痕

迹：睡眠监测垫、SOS报警器、能提
醒按时老人吃药的智能药盒……
老人的房间内设施齐全，老人的体
征数据和呼叫信号也能实时传到
智能照护大屏上，便于护理人员及
时发现与追踪。

同时，中心的智能照护信息平
台会对入住老人的护理等级、健康
情况、居家服务类型占比、服务对
象年龄占比等信息进行统计，这些
数据更直观地反映了老人们对不
同服务的需求量，为中心日后完善
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量提供

方向。
除此之外，闽侯县居家

养老信息服务中心内的全
县居家养老大数据平台还
记录 8683 个政府购买居家
养老服务老人的信息，是全
省规模最大的居家养老项
目。

近期，针对居家老年人
安全意识薄弱，居住环境存在

安全隐患的问题，闽侯县委、县政
府要求居家养老信息服务中心为
服务对象提供“六助一护”服务全
覆盖的同时，要对老人居住场所
的用水、用火、用电、房屋结构安
全等情况进行检查，防患于未然，
确保老年人居住环境安全。“此举
为闽侯县首创，2023 年 11 月初已
完成入户排查 8683 户，报告存在
不同程度安全隐患有 106 户。”黄
少龙说，发现安全隐患后，能马上
解决的，工作人员会当场解决；不
能马上解决的，会第一时间报告
给所在乡镇和社区，同时将安全
隐患图片和情况上传信息平台，
对情况持续追踪，直到隐患被消
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