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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四，街头巷尾又一次响
起了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不少商户
开门营业，祈愿新的一年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市民游客纷纷进店，选购
心仪商品……榕城大地正升腾起满
满的烟火气。

春节，既是阖家团圆的节日，也
是放松休闲的长假。春节期间，我
市以假日为契机，推出一系列特色
节庆与文旅活动，营造欢乐祥和、喜
庆热闹的节日氛围，加快释放消费
潜力，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
向好态势。

热闹夜市添活力
特色美食琳琅满目，文创产品

独具匠心……春节期间，台江区多
处夜市人头攒动，众多市民游客前
来打卡。

走进位于义洲街道宁化路的
福见夜市，车轮饼、瓦缸茶、海蛎
饼等各种特色美食让人目不暇接，
仿佛来到一个“小吃王国”。据介
绍，以福文化为主题的义洲福见夜
市，分为福味、福创、福灯三大区
域，沿途的树木张灯结彩，举着潮
流霓虹灯牌，供市民游客拍照打
卡。夜幕降临时，150 多家商户集
体亮灯，一个充满时尚气息和市井
烟火气的夜市，在这灯火辉煌中
惊艳亮相。

“排队，一个个来！”晚上8点多，
位于祥坂地铁站D口附近的祥坂夜
市同样迎来了摩肩接踵的人潮。羊
肉串、生蚝、牛杂、烤肉、海鲜烧烤、
烤脑花、臭豆腐、凉皮、汉堡……千
米长的夜市美食长廊里各地美食争
奇斗艳。

据介绍，祥坂夜市集美食、潮
玩、文创、演出等业态于一体，接地
气的夜市和周边高大上的商圈碰撞
出奇妙的“化学反应”，丰富了假期
的夜生活。

据悉，台江区不断丰富夜间经
济消费业态，将大商圈与小集市巧
妙结合，激发消费新活力。喧嚣的
人潮、绚丽的灯光、摊位上升腾涌动
的热气，交织出一幅烟火气十足的
假期夜生活画卷。

“夜市里面不仅有好吃的，还有
好玩的，转了一圈，大人小孩都高
兴。”市民徐女士带着家人从街头逛
到街尾，出来后连连点赞。

国货潮品风正劲
身着汉服和马面裙，手持纸糊

龙灯，嘴里含着糖画……几样“装
备”一配齐，立马融入了三坊七巷的
新春画风。春节期间，来到人潮涌
动的三坊七巷寻找消费密码，只要
看看游客的装扮就能找到答案——
国货潮品。

在三坊七巷入口处，几家民族
风服饰店内满是挑选服装的游客。

“这几年马面裙很流行，看到别人穿
着民族服装拍美照，我也想试试。”
市民赵女士带着女儿在店内细细挑
选，买下两条红底金纹的马面裙配
成“亲子装”。

服装店对面，老字号百饼园内
也十分热闹。“今年我们推出‘五福
临门’‘福气满满’几种礼盒，里面有

小麻花、红年糕、芋头糕、红纸包、芝
麻酥等传统点心，很适合作为伴手
礼。”营业员说，外地游客比较喜欢
这样的包装，送人体面又能代表福
州特色，大年初一以来，每日销量都

是平时的五六倍。
在小饰品店里，18元一个的手

工纸龙灯一天能卖出上百个。“有
现成的，也有可以带回家自己制作
的，缠上 LED灯很应景。”店主何女

士说，因为价格实惠，有的小朋友
会买好几个花样，带回家慢慢体
验。

国货潮品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趋
势的变化，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
现。大众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不
断激发国货走向时尚流行中的 C
位，成为主流。“老字号上新、国货变
潮都给新年带来了新气象，这才是
中国人过年该有的样子！”市民陈先
生说。

影院迎来开门红
新春佳节，电影市场继续升

温。大年初三上午，记者在宝龙金
逸影城门口看见，许多市民在此等
候电影开场。影院逐渐成为合家欢
的好去处。

龙年“春节档”势头强劲，《飞
驰人生 2》《热辣滚烫》《熊出没·逆
转时空》《第二十条》等多部国产
影片在大年初一集中上映，类型涉
及家庭、喜剧、动画、科幻等，题材
丰富多样。其中，喜剧片占比较
大，在春节期间为观众们带来欢
声笑语。

“今天全家人一起看《热辣滚
烫》，春节档的电影很不错。”市民刘
女士说，主演贾玲的成长与蜕变深
深地打动了她，有时间还会来影院
二刷。

许多家长则选择带孩子看《熊
出没·逆转时空》，科幻与动画的结
合也受到不少年轻观众的喜爱。“平
时孩子上学，春节带他来影院看看
电影，放松放松。”邵先生告诉记者，
他想看的电影还有很多部，春节假
期还剩几天，他会来影院支持其他
几部影片。

据电影票房专业机构数据显
示，初一当天，福州电影票房 991.98
万元，19.22万人次前往影院支持春
节档。

餐饮消费热度高
春节期间，福州餐饮消费热度

高涨，大小餐厅人气爆棚。
“A27 号请您用餐啦！“13 日 16

时30分，还没有到饭点，在吉庇路上

的老福洲门口，候餐的游客已经排
起长队，叫号声此起彼伏。

据该店负责人介绍，为了迎接
春节假期，门店提前调整布局，提
升店内就餐环境，并增加了座位，
但还是每天从中午开始就要排队
叫号。“春节期间可以用火爆来形
容，翻台率也高，销售额不错。”该
店负责人说，店里的佛跳墙、荔枝
肉、南煎肝等福州特色菜点单率最
高。

记者走访发现，在福州东百、万
宝、仓山万达等热门商圈餐饮消费
火爆，排队景象处处上演。

“这次来福州，我们吃了佛跳
墙、荔枝肉、鱼丸、肉燕、花生汤、芋
泥，这些福州特色美食都很美味，真
的被福州美食‘圈粉’了。”在澳门路
排队购买永泰葱饼的黄小姐告诉记
者，她是浙江人，听说福州美食很
多，专程来“逛吃”福州。

八方来客游无忧
“今年的客房又是爆满！外地

游客来了三坊七巷，一个个都不想
离开。”安民半舍文化酒店负责人范
丽珍笑着对记者说。

经营着三坊七巷内的民宿，范
丽珍对旅游市场的火热程度有着
最为直观的感受，“这两年旅游市
场回暖非常快，春节期间的客房早
早就订满了，福州的风景一天看不
完，大家都愿意在福州多留两天，
慢慢欣赏”。

范丽珍表示，住店的客人来自
五湖四海，酒店会贴心地为他们提
供管家服务，给他们送上精心准
备的旅游攻略，帮助他们畅游榕
城。

来自美国的麦克斯每隔几年
就会远渡重洋回福州探亲。今
年，他特地多安排了几天假期在
榕城好好逛逛，感受其中的变化
与风采。

“以前在农村待的时间比较多，
这几天游览了坊巷和鼓岭，还去了
闽清、永泰几个乡镇，深刻感受到家
乡的发展速度。”麦克斯说，相信福
州一定会越变越好！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记者日前从省财政厅获
悉，今年，省财政加强资金统筹，加快资金下达进度，
于日前下达补助资金10.74亿元，支持租赁住房、公租
房保障以及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群众居住条件改善。

该补助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资金分配、拨
付、使用等全流程实行动态监控。我省通过及早下
达补助资金，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加快推进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根据计划，2024年全省计划发展保障性租赁住

房2.65万套，缓解城市租赁住房供需矛盾，提升租赁
住房居住品质；发放租赁补贴 8868户，缓解公租房
供需矛盾；开展老旧小区改造1327个，改造楼栋1.31
万栋，改造面积2007.55万平方米，23.38万户居民居
住环境将得到有效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 通讯员 林
滢）13日上午，来自闽侯的陈女士一家
与姐姐一家共 9口人在上下杭拍摄全
家福。“我们两家难得在春节聚到一
起，拍张合影很有意义，感谢工会的福
利。”陈女士说。拍摄全家福是市总工
会今年春节给职工送上的温馨礼物之
一，共有 2000户职工通过线上抢券获
取免费拍摄机会，13日是拍摄首日。

除了上下杭，福州工人文化宫秋
龙园也迎来了不少等待拍摄全家福的
家庭。带着父母来拍全家福的福建省
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员金董宇
对记者说：“我平常工作很忙，能在过
年时和父母一起拍张全家福机会难
得。”还有一对等待拍摄的夫妻讲起了
外省方言。他们来自山东，丈夫主国
杰是福建省天辰耀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操作工。“我 2013年到福州工作以后，
与在家乡的爱人聚少离多。这次她来

福州过年，我就想带她到处逛一逛，拍
张难忘的全家福。”主国杰说。

负责在秋龙园拍照的摄影师名叫
汤益文。他告诉记者，自己接触摄影
21年，能够用特长服务职工感到非常
自豪。“这个点位共有200户职工预约，
今天第一天拍了 16户，从上午 10点拍
到下午5点，好在天公作美。最多的有
三代同堂 16人，我备了喜庆的春联和
玩偶给他们当道具，拍起来效果特别
好。看到职工朋友们一脸满足，我觉
得辛苦一点很值得。”

据统计，昨日上下杭和秋龙园共
有 203户职工家庭前来拍照。全家福
拍摄活动持续至2月29日，分别在福州
工人文化宫秋龙园、上下杭、爱情岛、
三坊七巷朱紫坊中心广场、茶亭公园
荷香戏台、晋安湖公园、晋安生态公园
等 11个点位分时段进行，为每户家庭
送出2张精修全家福。

榕城升腾 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阮冠达 颜澜萍 钱嘉宜 陈君沂 任思言

我省下达10.74亿元补助资金
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春节期间国内外订单达160万个——

妙手翻花“中国龙”火出圈
本报记者 燕晓 实习生 傅亦静

景区周边餐馆生意火爆。本报记者 池远摄

带家人逛榕城 拍合影乐融融
市总工会为2000户职工家庭送上全家福

正值新春佳节，在三明市尤溪
县的纸翻花生产厂区，福州郭式纸
翻花第 16 代工艺传承人郭远峰和
他的团队迎来了最繁忙的生产旺
季。印浆、凿切、罩染、组装……经
过 20 多道制作工序，一条条栩栩
如生的“中国龙”诞生。这些“中国
龙”纸翻花将“飞”入寻常百姓家，
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送上龙年的祝
福。

“今年是龙年，我们特别定制
了一款‘中国龙’。纸翻花被拉开
时，其间彩条错落有致，与龙鳞十
分相似，摆动时玩法千变万化，状
似舞龙，寓意瑞龙腾空、‘龙’步青
云。”郭远峰兴奋地告诉记者，春
节期间，国内订单达到 60万个，国
际订单更是高达 100 万个，工人们
正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生产“中国
龙”纸翻花，以满足年货市场的需
求。

纸翻花的爆火并非偶然。“纸
翻花制作展示技艺”最早起源于清
康熙年间湖北天门市郭氏家族，至
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是手工制作、
手工展示、曲艺唱口“三者合一”的
综合性传统技艺。1912年，郭氏家
族第 12代祖传艺人郭正泰，从京城
移居福州，纸翻花在福州地区流传
开来。“制作纸翻花看似简单，实际
上对原材料的选择、制作技艺以及
工序等多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制
作一条纸翻花需要叠加 300 张纸，

经过 4个大步骤、20多个小工序才
能完成。”郭远峰说。

在保持传统的同时进行创新，
是纸翻花永葆活力的秘诀。郭远峰
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
编和创新，精简贯口并配以鼓点节
奏般的音乐，使得纸翻花技艺焕发
出新的生机。

去年 3 月，郭远峰一段魔性洗
脑的中国纸翻花口诀及表演在海外
爆火，被国外网友称为“舞动纸翻说
唱”。“两手拉，一顿一插，倒着变，叫
做彩虹桥。然后顶着变，叫做石拱

桥。对折一翻，它就能变，叫做芭蕉
扇……”视频中，郭远峰一边用手指
拨动纸翻花，一边流利地说着贯口，
色彩绚丽的纸翻花在短短 1分钟内
变出了20多种造型。

短短几日，相关视频在TikTok
上的浏览量超 15亿次，为纸翻花带
来了大量的国际订单。

站在流量的风口，郭远峰将老
手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不断创新
和挖掘，既保留纸翻花艺术性，又开
发其实用性，让这项非遗技艺更好
地融入生活。

“中国龙”只是纸翻花众多火
爆产品中的一个。郭远峰向记者
展示了其他颇受欢迎的纸翻花，如
墨西哥花球和幽灵形状的纸翻
花。他告诉记者，花球纸翻花在墨
西哥销量颇佳，年销量达 5000 万
个，常用于当地婚礼、派对等活动
的装饰；“幽灵”纸翻花主要出口到
欧美国家，作为节日装饰品备受欢
迎。

为了让纸翻花这项非遗技艺更
好传承下去，近年来，郭远峰将纸
翻花和贯口技艺带入校园、文化场
馆、街头和舞台，培训了一批小传
承人，还手把手地带出了不少徒
弟。与此同时，郭远峰积累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 400 多个固定客户，把
更多的技艺和贯口传授给这些经
销商，让纸翻花在庙会、景区大放
异彩。“纸翻花承载着许多人的童
年记忆，我希望通过推广和宣传，
将这项中国传统民间技艺发扬光
大。”郭远峰说。

福州特产颇受欢迎。本报记者 池远摄

郭远峰表演纸翻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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