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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金鱼艺术作品”征集令
本届“点‘金’福鱼 创想未

来”——2024 年福州金鱼文创大
赛以文创赋能经济、产业融合创
新为目标，充分挖掘福州金鱼特
色文化，激发全民创意，开发系列
具有福州金鱼特色的文创产品和
福州传统工艺品，设置有福州传
统工艺品组和文创产品设计组，
总奖金超11万元。

即日起至5月23日，参赛者可
将作品发送至邮箱993748225@qq.
com，参赛作品图片需多角度、有
参照物、尽可能体现作品全貌；图
片电子文件为 JPG 格式，300dpi，
A4纸尺寸大小，不超过5M；参赛
作品须标注创作者姓名、作品名
称、类型、尺寸（长×宽×高）、设
计说明（200字内）、联系方式。更
多 赛 事 内 容 可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83762685。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昨日
上午，位于闽侯荆溪镇关中村的
潘氏金鱼产业园，迎来了一群特
殊的客人，他们不谈价格、不问行
情，只管举着相机、手机“咔嚓咔
嚓”拍照，甚至还会对着一缸金鱼
陷入沉思。

一问方知，这上百位客人来
自我市寿山石、木雕和脱胎漆器
行业协会。他们到金鱼产业园，
是参与“点‘金’福鱼 创想未
来”——2024 年福州金鱼文创大
赛及采风活动。

在布局合理、整齐划一的现
代化鱼池中，一尾尾精心养殖的
金鱼“游”出了全国年产值、品牌
影响力等六个第一。在这群艺术
家的视角下，福州金鱼还能“游”
出怎样的新姿态？

如果紧跟福州市脱胎漆器行
业协会副会长王长游的脚步，估
计半小时也走不出一个古法养殖
区。

采风活动中，他绕着十来口鱼
缸来回观察。“我都来过两三趟了，
每次都能从丰富的金鱼品种中获
取灵感。”去年，王长游被泰狮金鱼
飘逸的尾翼所吸引，创作出多幅
漆画。这次来访，他更关注福州
特产——兰寿金鱼，计划在画中勾
勒出它浑圆讨喜的一面。

“80后”脱胎漆器传承人叶聪
有志于在金鱼具体的“形”上精益
求精，追求写实与逼真。一年下
来，叶聪绘制了上百幅金鱼漆艺

作品，都快成了“鱼痴”。创作过
程中他攒下的不少困惑，都在这
场采风活动中得到解答。

“这尾兰寿很漂亮，但头瘤的
部分画得不够紧实，更像老年鱼
的状态。”“画得很细，这一抹黑斑
很有层次，贴合软鳞鱼类的特
征。”……现场，金鱼专家应邀对
叶聪的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虽然画了很久，但在鱼这
方面总归还是‘门外汉’，看鱼没

有他们这些天天跟金鱼打交道的
技术人员、专家厉害，还得多观
察、多学习，才能创作出形神兼备
的艺术作品。”叶聪说。

“福州金鱼一直都活在工艺
品上。”福州金鱼专家、市海洋与
渔业技术中心主任杨小强介绍，
福州金鱼寓意美好，其“个大、形
美、色艳”的特点得到了不少艺术
家的推崇，比如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郑益坤“气死猫”金鱼系列等，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相信金鱼
与工艺美术能碰撞出更多火花。”

现场的艺术家们还在思考，
如何让福州金鱼获得更多年轻人
的喜爱。“我们三大协会可以做些
金鱼文创产品，通过漆器、木头、
石头、陶瓷等，呈现不同形制、色
彩的福州金鱼。赢得年轻人的关
注，才能传承、发展好金鱼文化。”
寿山石雕刻艺术家陈为新说。

从采风、创作到展示，将福州

金鱼与传统工艺美术相结合，可
以说是“产业与艺术”的一次双向
奔赴，是地域品牌突围、传统艺术
突破上的一次创新性尝试，也是
一种跨界融合的新路径。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福州市
海洋与渔业局、福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共
同主办，此次大赛的获奖作品将
在一年一度的福州金鱼文化节上
集中亮相。

百名艺术家“拜师”小金鱼

艺术家近距离观察福州金鱼艺术家近距离观察福州金鱼。。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综合 3■编辑:姜福涛 见习编辑:傅亦静 美编:林莺 传真:83762670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2024年3月26日 星期二

“这条船‘吃水’挺深，不太寻
常，镜头放大再看看。”3月 20日 21
时 17分，尽管夜色已深，但福州市
水政监察支队执法监控平台的大
屏幕上，三江口及青洲大桥段闽江
江面情况依然清晰。在众多船只
中，值班员小叶看出一条船有“猫
腻”。镜头拉近一看，船舷一侧有
水流出，还有人员正在频繁作业，
基本可以判定是在盗采河砂。

“黑夜成了非法采砂活动的
‘掩护’。殊不知，这也为我们提供
了‘天时’。”执法队员小徐麻利地
穿上救生衣，和身边的同事做好了
驾艇出击准备。

“方向青洲大桥全速前进，目标
1区27号水域！”执法艇上的执法人
员凭借着经验，按照调度指挥中心
值班人员指引的方向，迅速驶离码
头朝着目标船舶进发。执法艇荷载
5人，为尽快抵达现场，船速只增不
减。12分钟的航行后，执法艇在马
尾附近水域逼近目标船舶。

已被监控“盯死”的目标船舶
也没闲着：60多米长的船舶一边尽

力往上游逃窜，一边拼命地往闽江
倾泻河砂。

“这种形势下，销毁证据是常
有的，但逃不了的。”指挥中心的工
作人员信心十足，不时向水上执法
人员发出目标船舶位置信息，调整
执法艇航向。

找到合适的角度后，执法艇迅
速靠近目标船。“停船检查，我们是
福州水政监察支队执法人员！”为防
止嫌疑人抛弃作案工具，制止其将
盗采的砂子泻入江中，两名执法人
员跳上目标船舶后进入驾驶室大声
喝止。在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合下，
违法船舶被控制住，人赃俱获。

工作收尾已至21日2时。拖着
疲惫的身躯，小叶、小徐和当晚参加
行动的伙伴们才回到峡南执法点。

“虽然现在盗采砂案件减少，
但是高压打击盗采砂的态势不能
松，否则很容易反弹。”休息了三个
小时后，迎着初升的朝阳，几名执
法人员开始了白天的常规江面巡
查。

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乌龙江及三江口水域仍然
存在违法盗采河砂的情况，但多为

“零星”和“游击”状态。“根据闽江
涨落潮情况，我们在青洲大桥、乌
龙江大桥等咽喉水道设点执勤，采
取抛船设卡24小时驻守方式，打击
非法采砂。一旦发现违法行为，执
法力量就快速出动。”小叶说。

砂石是保证闽江防洪与通航

安全、维护闽江优良生态的基石，
盗采砂石会损毁堤坝、改变河床，
引发海水倒灌，对水生态、水环境
和水安全影响很大。2020年以来，
闽江下游水域打击违法采砂行为
成效显著。“早些年，涉及河砂的案
件全市一年将近 200起。2023年，
福州市水政监察支队立案查处的
涉河砂案件共 10起。”有 20多年执

法经验的老魏说，“原来从事盗采
砂的人员中有黑恶势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后，盗采河砂案件少了很
多。现在，全市推广机制砂，用鹅
卵石、岩石加工的机制砂成了河砂
的替代品，也是盗采砂案件减少的
原因之一。”

近年来，市水利局高度重视河
湖安全工作，投入近百万元打造数
字化水政执法监控平台，构筑立体
执法监管体系，让盗采河砂的船只
无处遁形。在市水政监察支队的
指挥中心，记者看到分布在“两江
四岸”敏感水域的超远视距监控探
头，紧盯着往来的船只。

“原来只能靠群众举报或通过
执法艇巡查才能发现违法行为，现
在有这些监控探头提供实时画面，
我们能第一时间发现可疑对象，让
执法效率提升好几倍。”老魏说，过
去一些违法分子也会向我们“举
报”，目的是把执法人员支走，他们
好在另一处作案。“有了数字监控
平台，违法分子‘调虎离山’的企图
再难得逞。”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
员 陈秋霞 陈堡）阳光明媚的3月，
闽侯大湖乡坂头村的高山竹林里，
风味独特的苦笋迎来一众采收
人。清明前后的挖笋期，苦笋可为
村民带来 10万元至 15万元收入。
目光投向大湖乡，27 个村都有苦
笋，全乡春季卖苦笋的收入会接近
百万元。

常见的苦笋身材“苗条”，大湖
乡的苦笋则以个大、味浓而闻名。
苦笋不仅口感脆嫩、色泽洁白，而
且带有清香，可以炒、烧、凉拌。《本

草纲目》记载了苦笋的功效，包括
治疗失眠、清热降火等，因此它在
省内广受欢迎。

苦笋好吃，但挖笋的过程却不
容易。24日，记者来到坂头村，和
村民一起体验“夺笋”。通往竹林
的路小且崎岖，只能步行前往，湿
滑的地方需要紧紧抓住周围的植
物才能避免滑倒。

村民手持锄头、背着挎包，小
心翼翼地在密林中穿行。他们不
仅要避开地上的障碍物，还要仔细
寻找被泥土、枯叶、荆棘覆盖的苦

笋。一旦发现笋尖，便迅速用锄头
刨开周围的泥土，露出苦笋根部，
在距离根部约 3 厘米处将苦笋切
断，以免损伤到连接笋的竹根，确
保竹子生长不受影响。挖笋的村
民手法娴熟，仿佛与这片山林有着
天然的默契。

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挖笋？
村民刘大姐向记者传授“绝招”：竹
叶鲜绿、叶片茂密的竹林通常苦笋
较多，反之较少。因此，挖笋前，她
都会先观察竹子的长势。刘大姐告
诉记者，不同竹林中苦笋成熟的时

间不尽相同，大竹子根深，苦笋长得
晚但个头较大，小竹子根浅，苦笋长
得早一些但个头较小。此外，气候
也会对苦笋的生长产生影响，温度
低则成熟晚。今年，坂头村的苦笋
成熟较早，截至目前已挖了三四次。

据了解，每年只有清明前后一
个月左右的挖笋期，坂头村一年就

能出售 130多担苦笋（一担合 50公
斤），能为整个村的村民增收 10万
元至 15万元。“苦笋都是纯手工挖
出，村民会摆摊卖给村里的游客，
也会有人来村里收购。”大湖乡相
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湖乡每年
春季卖苦笋的收入都接近百万元，
苦笋为村民们带来了“甜”生活。

民天食品开设
福建红曲酒体验馆

本报讯（记者 冯雪珠）掘金特色酒市场，
老字号民天又有新动作。24日，民天福建红
曲酒体验馆开业庆典在上下杭举行，计划打
造一个全新的“福酒”文化传播阵地。

据了解，2021年福建省商务厅响应省委
省政府打造“茶酒两红”文化符号，以优质闽
酒为抓手，着力构建“福酒”公共品牌，把“福
酒”作为八闽文化宣传的重要载体。

中华老字号品牌民天涉足酿酒业有近百
年历史，近年来在坚守调味品市场之外，积极
做大酿酒板块，掘金地方特色酒市场，成为首
批福酒品牌授权商。民天食品工业园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民天福建红曲酒体
验馆开业，将推动特色“福品”销售，与行业共
同构建价值清晰、形象统一、品质可靠的“福
酒”公共品牌。

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
下个月好戏连台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下个月，爱尔兰国
家舞蹈团踢踏舞剧《舞之韵》、家庭音乐剧《恐
龙复活了》及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获
奖剧目《热血当歌》将亮相福州大学城文化艺
术中心。

4月11日上演的爱尔兰国家舞蹈团踢踏
舞剧《舞之韵》是一场国家级的演出，也是世
界三大顶级爱尔兰踢踏舞之一，融合了爱尔
兰传统音乐与民族风格的舞蹈，被誉为“当代
最具爱尔兰民族风格的经典舞剧”。

家庭音乐剧《恐龙复活了》将于4月15日
上演。该剧由国际化专业团队历时两年筹备
打造，制作团队规模超100人，有20名专业演
员参与制作。观众可以在剧场感受超4米高
的“巨大恐龙”在舞台上“活”起来的震撼。

4月18日、19日亮相的舞剧《热血当歌》荣
获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该剧讲述了20
世纪30年代，在遭受种种挫折之后，田汉、聂耳
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用文艺为劳苦大众和抗
日救亡发声，最终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

冷凝合香不燃也香
独特技艺与众分享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由台江区文
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台江区博物馆、台江区
文化馆承办的“香约古厝”冷凝合香研习所系
列活动第一期在侯德榜故居举行。本次系列
活动邀请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冷凝
合香制作技艺传承人陈卫平担任导师。

活动伊始，陈卫平分享了中国传统香学的
历史沿革，并详细介绍了冷凝合香的独特制作
工艺。在陈卫平手把手的指导下，学员们体验
制作冷凝合香生肖香佩。主办方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活动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让大家
在实践中零距离感受冷凝合香的独特魅力，增
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据介绍，冷凝合香与常见的熏燃香不同，
不燃也香，其散发出的复合香气特征明显、辨
识度高，以“色比金石、香胜芝兰”而著称。

砂盗捕手巡查记
本报记者 谭湘竹

挖出苦笋 尝到甜头
清明前后，大湖乡民可从林下获得近100万元收益

执法人员在运砂船上检查执法人员在运砂船上检查。。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关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榕城羊蹄甲 花开美如画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近日，福州开启升
温模式，羊蹄甲提前吐露芬芳。

25日，记者在工业路博美诗邦小区附近
看到，沿街羊蹄甲竞相开放，路过的市民纷纷
举起手机拍摄春花，现场欢笑声不断。

“前几天就开了一些，今天完全绽放，就赶
紧来拍照了。”市民林女士说，“我家住在附近，
因为喜欢拍花，每年都来。记得很清楚，去年
工业路羊蹄甲开花时间是4月上旬。今年气温
明显比去年高，最近艳阳高照，羊蹄甲开花时
间比去年早了十来天，能提前赏花很开心。”

近期，温泉支路和上下杭附近，粉白相间
的羊蹄甲在风中摇曳生姿，一派生机盎然的
景象。

温泉支路两侧羊蹄甲进入盛花期温泉支路两侧羊蹄甲进入盛花期，，整整
条路仿佛花的海洋条路仿佛花的海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包华摄包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