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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是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
镇，保护梅花古镇的历史文化根脉，
做好古城保护带动旅游发展，一直
以来是省、市、区各级领导对梅花镇

的要求，也是每一个梅花人的期
待。来到梅花能看什么？记者带您
走进梅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近
看梅花掠影。

探春 古镇寻迹
——长乐梅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开馆侧记

本报记者 蒋雅琛 宋亦敏 余少林

梅花

梅花镇是个准半岛，枕山面海，
东濒台湾海峡，与白犬列岛海域相
连、与马祖列岛互望，北抵琅岐经济
区，与连江县壶江岛、定海古城、黄

岐半岛相对，西、南接长乐区文岭
镇。明代在此始建梅花千户所，梅
花也因此成为易守难攻的闽江口海
防要津、军事要塞。

关键词：雄镇闽江

接江连海的梅花，因海而生、拓海
而兴。乡民以海为田，操舟作业，辟港
通津，远拓海丝路。20世纪七八十年
代，作为长乐区唯一的纯渔业镇，梅花
镇水产品产值、产量均约占长乐总量

的80%，荣膺福建省十强渔业重镇。如
今，梅花镇不断促进传统渔业转型升
级，完善水产品捕捞规范化体系，有序
发展远洋渔业，全力打造一流的水产
品精深加工和预制菜生产基地。

关键词：向海而兴

为更好还原梅花风貌，当地在将
军山上大面积种植了梅花，现已植梅
林22亩，包含红梅、宫粉梅、白梅、绿萼

梅等名贵梅树共计 430株。每到梅花
盛开之时，这里便再现传说中的梅开
盛景。

关键词：古城植梅

作为千年古镇，梅花汇聚着众多古
迹遗址。不仅有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梅花古城墙、林位宫、乡约所、蔡
夫人庙；有被区人民政府列为清代古建

筑，并予以挂牌保护的刘氏书斋、城里
吴氏古民居；展览还根据历史记录还原
了在梅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长乐仓、千
户所衙门、和羹书院。

关键词：古迹今寻

梅花汇聚了一批颇具海洋气息的
梅花传统民间技艺。有入选“第六批福
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精美梅
花刺绣红裙手工技艺，工序复杂且为纯

手工打磨的船模制作，还有与渔业息息
相关的油帽制作、铁艺、纺线、织网，以
及精美的手工剪纸、梅花贝艺，更有由
梅花业余闽剧团演绎的闽剧等。

关键词：古艺荟萃

梅花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陈静
梅花古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底蕴深厚，这是

先辈留给梅花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它。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
导下，梅花镇深入践行“三问于民”工作法，成立梅花
古城保护开发委员会，不断探索古城保护与开发新
路径。修建梅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正是梅花古
城保护与开发的先行工作之一。未来，我们将以将
军山为中心，构建文旅产业发展新格局，将周边古
厝、古建筑串点成线，陆续开展修缮工作，全面助力
乡村振兴。

梅花镇乡贤代表 周长庚
从盐仓到武馆，再到如今的梅花古镇历史风貌

展示馆，这栋建筑的功能演变恰是梅花古镇变迁发
展的生动缩影。今天来到现场，我一个篇章一个篇
章地看，小镇的前世今生直观生动地展示在眼前，瞬
时很多乡愁记忆都涌上了心头，让我很受触动。同
时，我也深感展示馆提升改造的艰辛与不易。镇村
干部一次次“三问于民”，乡贤村民一个个献计献策，
策展人员一遍遍耐心修改，才成就了这座展示馆的
惊喜蜕变。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了
解梅花、爱上梅花，让梅花的深厚历史文化源远流
长，为人熟知。

台湾社区营造师 谢晓非
此次参观恰逢梅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开馆，下车

便感受到了惊喜。通过讲解，我得知梅花镇海洋文化丰
富，历史遗迹众多，还有梅花种植传统，当地政府正加大
力度将其打造成文化旅游目的地，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
性的成效。建议古镇要继续讲好历史故事，赋予古街古
巷更多文化内涵，使它更加鲜活。还可以在目前风貌的
基础上，提升改造更多闲置空间，为小镇居民提供更多
休憩、活动场所，不断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

梅花古镇小小讲解员 林骆函
我们从小就听着梅花古镇的历史故事长大，一直

都知道家乡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但在看到展馆里，那
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化为实景展现在面前时，依然觉得
十分震撼。我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接下来，我也会
努力学习相关历史知识，积极参与宣讲活动，做好家
乡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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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古城梅花古城。。陈勋摄陈勋摄

修缮后的八一八西路修缮后的八一八西路。。连玉摄连玉摄

小小讲解员为参
观者讲解。
本报记者 蒋雅琛摄

展馆内展馆内，，展示梅花古城古迹展示梅花古城古迹。。周昊摄周昊摄

▲

【梅花新谈】

立春翌日，寒气未尽，一枝“梅花”在闽江
入海口迎风舒展，吐蕊探春，向远方游客发出
诚挚的邀请——

5日，由长乐区梅花镇与福州日报运营中
心共同打造的梅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正式
开馆。干群、乡贤、游客齐聚一堂，在这里展
开一段古镇寻迹之旅，沉浸式感受“千年古
城 雄镇闽江”的风采与魅力。

梅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面积约 400平
方米，设“雄镇闽江”“向海而兴”“古韵梅城”

“武术之乡”四大板块，以图文、视频等多媒体
手段生动呈现千年梅花盛景。

吱呀一声，随着木门推开，巨型壁画现于
眼前，一众参观者为之震撼。画卷之上，是历
史尘封的明代梅花全貌，一街一巷、一居一所
皆有考究，吸引大家走向历史深处，发现更多
惊喜。转身向左，参观者们正式步入展厅，一
步一景，风光无限：明代梅花古城墙、林位宫、
蔡夫人庙、乡约所等人文景观引人入胜；保家
卫国的林位将军、见证中琉文化交流历史的
蔡夫人、知名作家郁达夫等名人风采再现；船
模制作、红裙刺绣等传统非遗技艺精美绝伦
……

随后，众人从三楼出口走出展馆，来到修
缮一新的八一八西路，顿感历史与现实发生
了交叠。展览中的古城、古迹、古艺、古风在
新的时代有了新的演绎，小小讲解员正是带
领大家进一步探索的向导。童声回荡在古
镇，提醒着人们：历经千年，小城仍旧年轻。

梅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镇目前形成了
以古城为屏藩、从明代以来历代军民共守海疆
的海防文化；以明代郑和下西洋时舟泊梅花
港、拜谒妈祖娘娘的天后宫和以东海女神蔡夫
人促进中琉交流发展等为代表的海丝文化；由
梅花辟港通津、耕海牧渔的拼搏精神，清代后

期梅花士绅耆宿咸集共议、倡导订立乡规民约
孕育出的和睦友善传统，以及团结协作、互助
互利的梅壶友谊等构成的和羹文化。“这些文
化遗产，都是梅花镇特有的海洋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先辈留给梅花最宝贵的文化遗
产。”

传承弘扬梅花特色文化，近年来，梅花镇
深入践行“三问于民”工作法，不断探索古城
保护与开发新路径，成立梅花古城保护开发
委员会，将八一八西路恢复成石板路，并对闲
置的古民居进行盘活利用。“修建梅花古镇历
史风貌展示馆，正是梅花古城保护与开发的
先行工作之一。我们经过多方咨询考证、征
求意见，将民国时期长乐旧盐仓、原武术馆改
造提升为梅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希望将
来该展馆成为广大游客、参观者了解梅花古
镇的第一站，让大家认识梅花、爱上梅花。”梅
花镇相关负责人说。

将军山梅花绽放将军山梅花绽放。。陈勋摄陈勋摄

展馆内的梅花乡宴展示展馆内的梅花乡宴展示。。
连玉摄连玉摄

明代在此建设的守御千户所，
成就了梅花这个“百姓镇”。守御
千户所中的千余名屯军皆由泉州、
漳州调入，百姓也多由本邑各都迁

入，梅花也形成了多姓氏聚居的村
落。如今，梅花万余人口中出了
125个姓氏，放眼全国，如此规模已
是突出。

关键词：“百姓”梅花

游客在馆内参观。连玉摄

梅花古城梅花古城。。陈勋摄陈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