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福州怎么玩？这座城市的
有趣，不只在三坊七巷和烟台山等
知名景点，还存在于一条条充满烟
火气的小路中。

马路文化，像一座城市的招牌
菜，能让你品尝出这个地方特别的
味道。近年来，随着城市精细化治
理能力的提升，福州越来越多的小
路焕发生机，形成各自独特的风
格。“五一”假期，记者以游客的视
角，用脚步丈量，从马路街巷中挖
掘榕城的别样气质。

老街巷：
有古早味更有烟火气
老街巷的“老”，首先是古早

味，其次是面积小。
依土捞化、福信鱼丸、国水卤

味……鼓楼区庆城路是一条“老福
州”爱去的小路，长度不足 300米，
却开了近 20家小吃店。路的两侧
一边是医院，一边有鼓楼庆城长者
食堂学堂，囊括了福州人的一日三
餐和寻常生活。

上午8时许，记者来到庆城路，
不少店铺里已经坐满了人。食物的
香气伴着店主的叫卖声弥漫开来。
这条路上没有品牌餐饮店，也没有
网红餐厅，都是家常小店，五六张桌
椅就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但生活的
气息也因此浓郁。鱼丸、肉燕、鱼
滑、鼎边糊等味美价优的本土小吃

一家挨着一家，让人垂涎三尺。
林华光饼店已经开了 30 多

年。店主林华告诉记者，他家的光
饼是祖传手艺，最开始在鼓西路售
卖，后来拆迁搬来庆城路，已有十
多年了。不大的柜子里摆着各式
传统糕饼，如光饼、酸菜饼、紫菜
饼、猪肉饼等，尤其光饼是福州人
的童年回忆。“还有外地游客尝了
光饼，觉得不错，加了我们微信，让
快递送去。”林华的妻子说。

因为开在社区，这里的店铺从
早开到晚，辐射面很广，方圆几公
里都颇有名气。晚上 7时许，记者
走进回头客连江锅边店，店里顾客
满堂，还不停有人进来，熟练地喊
出“一碗锅边加油条”。“一般都是
附近居民来吃，大多都是老顾客。”
老板一边忙活一边告诉记者，生意
恰如店铺的名字“回头客”。

而在城市另一边的晋安区琯
尾街，热闹狭窄的长街和旧巷，聚
集着棚户、店面和老旧小区。除了
常见的光饼、炖罐等本土美味，也
汇集了东北麻辣烫、重庆小面等各
地特色美食。

有人品尝美味，有人在马路闲
逛感受人间烟火气，还有依伯依姆
们在空地上跳广场舞……在市井
坊间，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
置，没有网红打卡，没有高楼大厦，
生活才安逸。

新网红：
融合潮流也丰富业态
午后的台江区荷塘路，空气中

带着醇厚的咖啡香气。顺着人流，
穿行在这条绿意满满的小路，路边
的两家咖啡店是不少年轻人中意
的打卡地。

ORAN COFFEE是其中一家
咖啡店，背靠上海新村。在一众青
灰色的老小区楼房中，有些亮眼，
又十分和谐。很多人说它像上海
的社区咖啡馆。

近年来，咖啡文化在福州兴
起，而这条小路因为咖啡店的入
驻，变得年轻起来。不少市民游客
趁着天晴来打卡。一个下午，店主

“哈哈”手没停过，等餐的顾客们倒
是不急，有的自带桌椅，有的从店
内搬出户外椅，坐在树荫下享受悠
闲时光。

潮汕游客“蟹子”非常喜欢这
个“城市的浪漫角落”。“路边的老
人家和年轻人一起散步，风一吹，
叶子从树上飘下，空气中飘来咖啡
香，感觉超浪漫。”她说。

除了新潮流因地制宜融入城市
发展，科学规划也是促进街市繁荣的
必要条件。一个烟台山景区，一条地
铁1号线，带火了仓山区上藤路。

傍晚时分，从地铁 1号线上藤
站B口走出，一家家小店灶台上烧
着锅子，空气中有拌面混合的花生
酱香味，也有糟菜拌兴化粉的滋味

绵长。拌牛杂的荤香，被老酒和虾
油拽得老长。不仅如此，上藤路街
尾的商业综合体也为马路丰富了
业态，让这条颇具南洋风情的上藤
路，多了十分烟火气。

小路生态展现城市精神
小路虽小，体现的却是城市经

济的活力和韧劲。从老式街巷到
新晋网红小路，它们生气勃勃的魅
力在哪？

在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
满堂看来，迸发生机和活力的小
路，是充满生活气息、给予居民方
便的地方。“从方便市民生活，扩大
内需求角度出发，传统街坊式马路
生态要保留，另外在新建商品房小
区时，要注意打造传统街坊式马路
生态，不能立足于建‘打卡店’‘打
卡地’，而应立足于服务好当地居
民，营造舒适的社区感。”他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小路两
旁，既有众多值得惦记的本土美
食，也有各式新潮文化。在城市更
新的过程中，这一条条小路的基础
设施、绿化景观、业态布局也持续
微更新，不仅让所有人都跟上城市
发展的步伐，还提升了市民的生活
幸福感。

小路虽小，却能一样展现这座
城市的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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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雅道，闲夏赶集。昨日下
午，第二期雅道集正式开启“夏日
版本”。市集摊主、八方来客以时
尚的姿态和假日的热情，为古老的
雅道巷注入全新活力。据了解，该
活动将持续至4日，由鼓楼区委、区
政府指导，鼓楼区委宣传部、鼓楼
区文体旅局、省艺术品行业协会主
办，鼓楼区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南街街道与福州集珍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承办。

寻一个难得一见的物件
框架结构的 3D打印银饰，充

满建筑美学的工业感和未来感；由
枯木和老树皮漆成的茶具，让朽木
亦可雕……雅道集上，各式各样难
得一见的物件，充斥了人们的视
野。

第二期雅道集与元宵节时的
第一期相比，规模扩大了近一倍。
主办方定向招募了全国各地的 70
多名品牌主理人、独立设计师与手
作人，共同打造集闲情韵味与博雅
习俗于一身的东方美学市集。

“这折纸形状的居然是勺子？”
现场，不少人对“Linkunit”的设计
发出惊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框
架、楼梯、结构、等高线、桥梁等建
筑中的空间语言，渗透进了银饰、
石杯、勺子等物件里。它们融合数
字化设计心得与建模技术，突破了
手工的工艺限制，由 3D打印生成
精准的自由形态。

家里有“矿”是什么体验？在
“原石盒子”摊位，矿物标本及艺术
类摆件造型各异、晶莹剔透，兼具
科普性、可玩性及展示性。比如，
矿石标本里有 100种不同矿物，满
满的宝藏感，每一颗矿石都蕴藏着
海量知识。在“采矿工厂”摆件中，
矿物通过打磨、雕琢，与木头创意
搭配，还原了矿洞场景。

从生活美学、创意设计，到文

玩器物、服装饰品，个性化的表达
让市集充满新奇的体验。“这些原
创品牌，满足了年轻人对个性化、
高品质的追求。”来福州旅游的小
谢很惊喜，他表示在生活节奏快的
当下，一场像雅道集这样的艺术市
集，可以让人们暂时忘掉焦虑、释
放压力。

听一段独一无二的故事
为了这场充满东方美的复古

盛宴，不同领域的品牌主理人、艺
术家、独立设计师和手作达人远道
而来，响应福州鼓楼的“雅道之
约”。其中既有熟悉的面孔，也有
新朋友的加入。

“迷你版戏服太可爱了！”看到
游客感兴趣，“栖玺里·时光”主理
人陈果向大家介绍：“这是越剧戏
服，很多年轻人在追的陈丽君、李
云霄，唱的就是越剧。”陈果来自越
剧诞生地——浙江嵊州东王村，自
称“80后留守青年”。在当地的越
剧博物馆边上，陈果租下一间老房
子，设计手工艺品的同时传播越剧
文化。这次来榕参加市集，就是为
了让非遗文化“走出去”。

一个名为“忞”的摊位吸引了
记者的注意，蓝白色调的植物染色
钩针包清新而自然。“忞，即用心做
文化内容，不仅传承一种染色技
艺，更是用心表达。”工作室合伙人
贾玥说，“忞”也有自强不息之意，
植物染钩针系列产品是为了支持
退休女性再就业而推出的，每一件
产品都源于一名心灵手巧的妈妈。

市集上，每个物品背后都可能
有一段独一无二的故事。徜徉在
雅道巷的榕荫之下，市民游客有的
与主理人聊天，也有的与三五知己
喝咖啡、品甜品。“五一”假期，不必
远离城市寻找诗和远方，市中心的
雅道集又一次带来了全新体验与
情怀感动。

做一件意义不凡的事情
琴箫之音幽幽，香气清芬馥

郁。除了夏日市集，“雅道清欢
——东南拾趣集”“和声共鸣——
东南慈善音乐会”等活动同步举

办，让这个“五一”假期更有意义。
1 日至 5 日，SAC 东南艺术中

心特邀民乐演奏家、香道师、花道
师、资深茶人、中式服装设计师等
艺术家，围绕“乐、香、花、茶、裳”中
式五艺，呈现出独特的东方美学空
间。在体验了一番听曲、闻香、赏
花、品茶的宋人风雅后，一名游客
评价：“茶为媒、器论道、展会友，这
场活动是东方美学理想之境的具
象体现。”

清幽古朴的空间中，民谣歌手
的表演更能拨人心弦。每晚，独立
音乐人、流行音乐人、戏曲艺术家
联袂送上温暖醇厚的民谣，并免费
向公众开放。

这是此次雅道集的特别活动，

由 SAC东南艺术中心联合福建省
商盟公益基金会、公益音乐人张
健共同策划举办，以另一种方式
彰显艺术与爱心。张健表示，希
望通过音乐的力量筹集善款，资
助偏远山区的孩子，为他们打开
艺术之门。

在雅道巷打造全省首个东方
美学艺术市集，是鼓楼区建设国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
举措之一。“第二期雅道集推出延
续而又有所变化的体验活动，是在
第一期成功经验之后的更上层
楼。雅道集将继续致力于福州在
地文化的生动表达、年轻人的心之
所向及传统美学的情感化展示。”
主办方表示。

一场近在咫尺的诗意之旅
——东方美学艺术市集雅道集第二期开启

本报记者 莫思予 通讯员 彭辉

到南后街
看省博动物标本

在闽越水镇“穿越盛唐”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五一”期间，闽

越水镇推出“幻唐奇妙游”，用精彩纷呈的唐
风主题活动，再现盛唐繁荣景象与人文风
貌。据悉，1日当天闽越水镇客流量达 3万
余人次。

“五一”期间，全天有近百场唐风演艺在
闽越水镇轮番上演，其中最盛大的当属沉浸
式穿越秀《大唐东游记》，只见身着盛装的唐
皇与嫔妃巡游四方，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盛
唐繁华气象。

漫步熙熙攘攘的唐风街巷，如同行走在
历史长河。“感觉来到了‘梦里水乡’，不虚此
行！”泉州游客郑先生在看过《寻梦·千年闽
越》实景秀后表示。

闽清乡村旅游季启动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记者昨日获悉，

“五一”假期，闽清县乡村旅游季暨茉莉音乐
嘉年华活动在塔庄镇流星光年营地启动，奉
献一场多元音乐交汇碰撞的听觉盛宴。

据悉，本次活动以茉莉花元素为主线，
以多元素融合、多场景展现、多活动串联的
形式，带游客领略闽清清韵山水的魅力。

1日至4日，塔庄镇流星光年营地草坪举
办“潮流音乐·唱响山谷”茉莉音乐嘉年华，
给游客带来“星空+音乐+烧烤+啤酒+露营”
的多重享受，有嘉宾、乐队演唱原创民谣，并
设置口袋精酿啤酒和内蒙古美食体验区。

河狸的精巧巢穴、林麝的锋利獠牙、东
非黑白疣猴的温馨家庭、成语“一丘之貉”中
的神秘貉，还有东北虎和棕熊……1日，福建
博物院馆藏动物标本展在南后街77号举办，
吸引不少父母带孩子前往观赏。展览将持
续至15日。

本报记者 燕晓 池远 摄影报道

游 客
在 集 市 上
挑 选 特 色
手工扇。

本报记者
池远摄

雅道集
开市，引来
不少客流。

本报记者
池远摄

雅道集上有许多精美的手工艺品。本报记者 池远摄

山利村的民宿栖隐岛居内，游客正在喝
茶休闲。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网红直播带火
福清东壁岛

本报讯（记者 钱嘉宜 通讯员 陈盼兰）
“现在十余间民宿都约满了。游客以福州本
地居多，最远的有从杭州来的……”2日，福
清龙田镇山利村栖隐岛居民宿负责人周文忠
一边忙着给游客准备午饭，一边告诉记者。

今年 2月，在龙田镇东壁岛举行的全球
网红直播岛项目推介会上，这座位于福清的
海岛被推到了台前——20多名中外网络主
播共同推介，抖音播放量达364.2万次。

“趁着这个热度，我们也在小红书、抖音
等多个网络平台开通了账号，并邀请网红推
介，客流量大增，现在周末和节假日都是满客
状态。”周文忠说。

东壁岛位于龙田镇东面，面积近 3平方
公里。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视其为海疆东面
的壁垒屏障，故称“东壁”。岛上有海滨、茶
腰、山利、厝场 4个行政村，常住人口 1200多
人，拥有全省最大的花蛤育苗基地，九使山、
滨海栈道、古民居等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有

“海上仙山”的美誉。
岛北部的山利村有着规模庞大、保存完

整的古民居群，187座石屋为闽东海岛地区
传统民居群的活标本。村“两委”制定了“不
大拆大建”“不得随意拆迁旧有房屋”等村规
民约。山利村先后入选第一批省传统村落名
录、第五批省历史文化名村名单。

2023年，东壁岛第一个民宿——栖隐岛
居落户山利村，在全球网红直播岛推介会的
流量加持下，栖隐岛居“一炮而红”，迎来了一
波波客流。

民宿产业崛起只是当地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期，山利村还修建公园、小道，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原先，山利村通往海滨沙
滩有一段必经之路叫野猫弄，路面泥泞，树木
倒伏，无法通行。返乡青年利用废弃海蛎壳
铺设道路，增设了帐篷等，成为游客热衷打卡
的网红景点之一。”山利村党支部书记余淑琴
说。

热门景点逛过了，跟随本报记者挖掘不一样的福州——

“宝藏”小路 滋味十足
本报记者 林榕昇 燕晓

庆城路上的卤味店是许多庆城路上的卤味店是许多““老福州老福州””的心头好的心头好。。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暖摄陈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