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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
今日在上下杭开幕

本报讯（记者 燕晓）一年一度的民俗盛
会——2024年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今天在
上下杭开幕，民俗文化将惊艳亮相，邀全民同
乐共赏互动。活动将持续至23日。

本次民俗文化节特设两岸同福台湾民俗
展馆，用于展示台湾手作文创、台企品牌商
品、台湾少数民族服饰等。现场还设闽都有
福县（市）区民俗文化展馆，用于展示各县
（市）区的民俗特色，不仅有各地的本土民俗
好物，还有特色展演与技艺互动。

现场台湾少数民族团体表演、潮汕英歌
舞团体表演、武术表演专场、福州话歌曲专
场、电音三太子等12场主题表演将逐一亮相，
为大家带来一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文化盛
宴。同时，在下杭路主街和三捷河进行“福
俗·双杭巡游”“福俗·河上民俗”，开启陆上、水
上双线玩法，以多维视角呈现两岸民俗文化。

百饼园、彬德桥米时粿、耳聋伯元宵、福
清番薯丸、永泰葱饼、连江锅边……“舌尖上
的两岸”美食市集囊括各县（市）区的各式传
统美食，让市民游客吃喝玩乐不停歇。

活动期间，还有非遗民俗市集贯穿全程，
呈现优质的非遗技艺及产品。更有杭肆云集
文创市集，现场展示和销售台湾民俗技艺、手
工艺品和文创产品，带大家感受传统工艺美
学的魅力。市民游客还可在曾氏祠堂参观

“定格福俗”非遗民俗主题摄影展，赏近百幅
民俗摄影作品，从光影里看非遗。

此外，现场还有多项庙会互动活动市民
可免费参与并赢取庙会好礼，街头速写、乐器
表演、民谣弹唱等街头艺术也将闪现上下杭。

工会当“红娘”
为闽清青年职工牵线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21 日，“工会有
约·缘来是你”闽清青年职工交友活动在闽清
梅雄村橄榄湖创客小镇举行，近 100名单身
青年参加活动。

据悉，此次“工会有约·缘来是你”青年交
友沙龙结合雄江游活动，推出平衡木达人、雄
江美景拼图等一系列小活动，现场还增设风
筝主题摊位、茶歇品鉴、围炉煮茶体验区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互动环节，为全场男女嘉
宾营造了轻松浪漫的氛围。

“我们平时很难拓展自己的交际圈，感谢
工会娘家人为大家搭建了互相认识、学习交
流、发展友谊、播种爱情的平台，通过今天的
活动既可以认识新朋友，也可以放松身心。”
供电职工小黄说。

闽清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闽清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青年所需所盼，切
实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拓宽服务平
台、创新活动形式。

“圈内”交通出行更便捷

福州人Citywalk
“走”到延平
本报记者 冯雪珠

因市区坡多、建筑紧凑，具有浓厚的生活
气息，闽北山城南平市延平区最近在社交平
台“小红书”上火了，被网友称为福建版“小重
庆”。从福州站乘坐高铁到延平站只要半小
时，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福州人前往“打卡”，留
下一篇篇Citywalk攻略。日前，记者就参照
这些个性化游记，乘车前往延平，感受当地城
市氛围。

位于延平区江滨公园附近的“四鹤步行
街”是不少网友推荐的一条古旧商业街。步
行街很窄，开满了各种小吃、饮品店，两旁年
代久远的楼房，透出浓浓的复古气息。在步
行街起始处，吴记四鹤牛肉丸是出现在多篇
网友游记中的一家小店。

记者到达店内已是当天下午2点多，但还
是有不少客人。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家网友
力荐的小店菜单上只有牛肉丸和牛肉筋丸。
站在锅前忙活的老板娘对像记者这种在网友
指引下来到店里的顾客已经见怪不怪了：“来
我们店的外地游客不少，也有从福州来的。”

在延平，网友“蒸鸭梨儿”的经验之谈是
“沿着闽江一带Citywalk”，因为走出立体街
道，来到江边，对福州人来说，亲切的感觉就
来了。

在网友力荐的另一景点——九峰索桥
上，一名热心的老市民向记者科普：“你看，眼
前的江是不是像一个‘Y’字形？九峰索桥下
的江，我们一般叫西溪，那边那条叫建溪，两
江相会成闽江，所以延平是闽江干流的源
头。”九峰索桥横跨西溪，下游就是两江交汇
处，闽江之源。放眼望去，比起下游在福州奔
腾的闽江，延平的闽江更加平缓。

西溪的一边是热闹的城区，“南平市长乐
商会”的招牌就挂在江边延寿楼外墙；另一边
是九峰山，“全方位推进延平‘二次创业’，奋
力打造福州都市圈门户城市”的巨幅标语，彰
显着延平的雄心。

从福州到延平，来场说走就走的跨市域
Citywalk，足迹延伸的背后是越发便捷的交
通在支撑。“铁路 12306”APP上显示，从福州
乘坐G322到延平站只需要 34分钟，每天从
福州到延平的直达列车有数十趟，一些时间
段几乎每隔几分钟就发一班车，发车频次堪
比公交。未来，随着福州都市圈建设加快，

“圈内”交通出行更加便捷，或许“圈内”City-
walk会更加普遍。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林文
婧 通讯员 黄佳文 林荣亮 曾
心 洪映）元宵节将至，在我市各
地，一系列庆元宵活动已火热开
展，将节庆氛围拉满。

“游海神”祈好运
特色民俗庆佳节

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是
欢度元宵佳节的传统习俗，而在
全国海洋大县连江县黄岐半岛，

民众的过节方式是“游海神”。
海神是马祖澳两岸渔民共同

信仰的庇护神。“游海神”始于明
朝，是黄岐半岛庆祝元宵节独具
特色的传统民俗，也是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每年正月十一到正
月十七，村民们会热热闹闹地游
街供奉，祈求风调雨顺、百业兴
旺。

20日晚，“游海神 闹元宵”活
动在黄岐半岛举行。渔民们将海

神头像灯和八仙灯、一百零八将
灯、二十四孝花篮灯等各式花灯
从妈祖天后宫抬出。从入夜至次
日凌晨，上百米长的“游海神”队
伍形似灯河，穿梭在大街小巷，吸
引不少游客围观。

在海神灯的引领下，家家户
户依次跟上巡游人潮，所到之处
锣鼓喧天、鞭炮齐响。巡游中，
伴着腰鼓、扇舞、大头舞等民俗
表演，一盏盏花灯中的人物故
事、山水风光，以及“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渔业丰收”“阖家幸
福”等祝福寄语，都展现着浓厚
的海洋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尊
重自然、尊重海洋的态度，向海
神祈求新一年风调雨顺，庇护渔
民出海平安、渔业丰收，也寄托
着我们对海神的感恩敬畏之心
以及对眼前幸福生活的珍视。”
村民林禹说。

据了解，黄岐半岛每年正月
初四、初五就开始制作海神头像
和花灯，正月十一凌晨安置在妈
祖天后宫内，经“开眼”后抬出巡
游，元宵节当天达到高潮。直到
正月十七涨潮时，在笙歌鼓乐中
点焚彩灯，一年一度的游神活动
才结束。

黄岐镇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游海神”活动融入“福”文化
理念，已由过去单一的祈福演变
成一项综合性的民俗文化活动，
成为弘扬邻里团结、融洽邻里亲
情的纽带，这也意味着数百年前
的传说演变成黄岐半岛独具特色
的海洋文化。

烟花秀点亮夜空
精彩晚会唱乡情

21 日晚，罗源县“春暖回家
路 月是故乡明”元宵焰火晚会在
滨海新城音乐喷泉广场精彩上
演，吸引了成千上万居民和游客
的目光。当晚的活动现场人山人
海，漫天绚烂的烟花在罗源湾夜
空激情绽放，为全县人民及广大
游客送上美好祝福。

“举头明月照罗源 ，念念乡
音，梦萦魂牵……”本次晚会的
亮点之一是罗源籍中国音乐学
院大学生王燕、丁柳匀领衔演出
的罗源城市形象宣传歌曲《明月
照罗源》，将罗源的美丽风光和
深厚文化底蕴通过旋律传达给
听众。晚会围绕“回家的路”“在
家的情”“家乡的彩”“离家的盼”
四个篇章展开，生动展现了新时

代罗源人民的幸福生活和蓬勃
活力，营造出喜庆和谐的节日氛
围。

随着晚会落下帷幕，一场持
续30分钟的烟花秀将罗源湾的夜
空照得分外明亮。烟花秀以“火
树银花、迎福闹春”为主题，五彩
缤纷的烟花与江滨路沿街的花灯
相互辉映，让观众沉醉在这份美
好之中。

此次元宵焰火晚会，不只是
一场光与影的视觉盛宴，更是一
次罗源文化的深度展示。它让更
多人来到罗源，感受到这里的活
力与独特魅力。

家长孩子齐上阵
“花样踩街”闹元宵
21日，罗源县第二实验幼儿

园开展“金龙迎春 亲子同乐”花
式闹元宵活动，萌娃们通过舞龙
舞狮、猜灯谜、搓元宵等传统方
式，亲身体验元宵习俗。

现场，家长和孩子还齐上阵，
效仿福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肩头坪”进行了别开生面
的“花样踩街”，孩子们扮成“萌仔
龙”坐在家长肩头，喜气洋洋地把
新春祝福送进附近社区。

在百姓舞台前看文艺演出，为
新的一年喝彩；到游园会上猜灯
谜，感受传统习俗；在热闹的市集
上制作灯笼，寄托对亲朋的牵挂
……21 日，“齐乐‘榕’龙 喜乐元
宵”2024年“我们的节日·元宵”福
州市主场鼓楼区专场暨“节日感党
恩 共话新时代”主题活动，在福建
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百姓大舞台举
行。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交
融中，市民群众一同体验传统文
化，感受文明之风。

活动由市委文明办、鼓楼区文
明委、鼓楼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主办，鼓楼区委宣传部、区委文明
办、东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

张灯结彩，鼓乐铿锵，一个个节
目用充满想象力的肢体语言、层次
丰富的文艺表演，抒发对幸福生活
的赞美和热爱。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三坊
七巷连接着福州的过去与今天。
由福建省民间文化志愿者艺术团
带来的原创节目《走三坊看七巷》
是当天活动的一大看点。和着悠
扬的旋律，身着传统服饰的舞者们
登场。除了优美舞姿、情景表演，
油纸伞、福州小吃等闽都元素一一
亮相。

“都说‘七溜八溜，不离福州’，
我们通过小小的舞台展现三坊七
巷中的生活工作场景，希望让更多
人知道福州的百年古街、千年巷
陌、古风遗韵。”艺术团代表时韶红
说。

除了《走三坊看七巷》，从舞蹈
表演《龙腾虎跃庆元宵》《花茶窖
香》，到器乐表演《茉莉花》，都在用
丰富多彩的形式演绎着福州百姓心
目中的“福”文化。

过年是阖家团聚的好日子，而
今天团圆的“甜”，更需要我们牢记
历史的“苦”。

“那八十多年前的一幕，就像昨
天一样历历在目……”福建省福州
实验小学带来朗诵《青春中国》，缅
怀血与泪写成的历史，喊出了“只要
有青年，就有希冀”的豪情壮志。该
校党群办副主任叶榕锋表示，这首
充满力量与希望的诗歌，展现了新
时代好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以
及对祖国的热爱。

当天的舞台上还穿插了互动问
答环节，在寓教于乐中普及节日习
俗、非遗文化、科学知识，活动参与
者争相回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一只鸟儿没有毛，却在空中
随风摇，打一中国传统玩具。”“风
筝！”现场的文明实践集市上，18
个摊位依次排开，游园赶集的市民
群众漫步其间，吃元宵、赏花灯、猜
灯谜，一派热闹红火。

“元宵节习俗的形成有一个较
长的过程，根源于民间开灯祈福古
俗，经过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
许多富有特色的文化习俗。”鼓楼
区委文明办志愿服务科负责人林
玮婧介绍。

文明实践集市上有非遗技艺、
国潮文创、醒狮灯笼DIY等展示，
还提供心理健康科普、文明宣传、
便民义诊等服务，更有针对社区青
少年教育打造的“鼓嘟嘟少年宫”
研学项目推介，让市民群众在“一

刻钟幸福圈”中享受暖心服务，获
得感十足。

临近元宵，希望亲朋好友团圆
相伴，也是人们不变的话题。

本次活动还举办了元宵亲
子游园会。“灯谜宵宵乐”“福
到碗里来”等互动项目，既有
沉浸式体验，也有关卡挑战，吸
引不少市民结伴参与。

看着老人们提着花灯，孩子
们领取精美礼品，鼓楼区东街街
道旗汛口社区居民王兰兰表示，
今年的春节、元宵节活动很给力，
仪式感、氛围感拉满了。她说：

“大家在玩乐中接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熏陶，节日氛围热气腾腾，
百姓生活蒸蒸日上，这就是过年
的获得感。”

一边是文明单位与志愿
者代表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
文明实践集市，展现新气象；
一边是文明观赏、有序排队的
礼让行为，彰显新风尚。

“大家在玩乐中接福运、
享年味，体验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的生活方式，感觉节日氛围
非常和谐。”从上海返乡的张
文晶为活动点赞。

围绕元宵节，鼓楼还将推
出一系列“热辣滚烫”的惠民
文旅活动——

“龙舟白马 西湖入画”
2024 鼓楼区新春内河游活动
将于 24日在西湖内河游码头
开展，邀请更多市民游客体验

鼓楼内河生态保护成果，畅享
鼓楼山水独特魅力；“雅道赠
春”首届雅道集市将于23日至
27日在雅道巷开市，呈现非遗
展演、互动体验、街头表演
等。此外，元宵灯会、“乐猜灯
谜，欢闹元宵”等文化惠民活
动正蓬勃开展。

下阶段，鼓楼区将深入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
个结合”，深挖闽都文化内涵，
以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为
契机，开展节庆民俗展示、非
遗互动体验、文化文艺演出等
文明实践活动，提升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焕发时
代新活力。

市 民 参 与
“福”到碗里来互
动游戏。

本报记者
池远摄

群众在现
场猜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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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里的“福”文化

节日里的获得感

节日里的新风尚

《龙腾虎跃
庆元宵》节目热
闹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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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新风中 欢乐闹元宵
“我们的节日·元宵”福州市主场鼓楼区专场活动举办

本报记者 莫思予 通讯员 彭辉

游海神看晚会“花式”庆佳节

连江黄岐半岛“游海神”。（连融媒供图）

我们的节日·元宵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