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声感人，莫善于乐。音乐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岁月沉淀
下来的艺术瑰宝，凝结着中华民
族的独特智慧和文化精髓。在福
州，林浦安南伬、跃进太平鼓等充
满地方特色的传统音乐类非遗项
目，凭借独特的魅力，留下了辉煌
印记，但随着岁月的变迁，一度面
临青黄不接、濒临失传的困境。

迈进新时代，时光里的非遗
古乐如何奏出新韵律、焕发新光
彩？连日来，记者深入仓山多地
采访，探寻非遗古乐的传承与创
新之路，感受古老音乐的新时代
音色。

辉煌：
每遇节庆活动
非遗项目助阵

“咚咚咚……”刚走到仓山区
盖山镇跃进村，记者就听到了阵
阵铿锵激昂的鼓声，如闻战鼓。
原来，跃进太平鼓传承基地的队
员们正在进行日常训练，鼓者王
和杰手中的鼓槌上下翻飞，十余
人分列两侧，击打着大锣、小锣、
瓯锣、大钹、小钹等伴奏乐器，锣
鼓齐鸣，鼓声尤为高亢。

跃进太平鼓有“福州古典音
乐活化石”之誉，被列为福州第一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
目，跃进村步卓一带是其发源地。

“跃进太平鼓起源于后唐，兴
盛于宋代，在清代中叶极为盛行，
它与闽王王审知颇有渊源，相传
原来是军中指挥将士作战的战
鼓，后来演变为闽国宫廷鼓乐。”
市级非遗项目“跃进太平鼓”代表
性传承人王和杰告诉记者，太平
鼓最初在民间俗称“锣鼓板”，在
当地人的长期生活实践中，吸收
了闽剧的音乐元素与乐师的锣鼓
演奏技艺，最终演变成现在的太
平鼓。

跃进太平鼓的主体乐器是双
面蒙皮大鼓，相当于乐队的总指

挥，还有锣、钹等伴奏乐器，配有
琅琅上口、代代相传的绕口令似
的曲谱。曲声先是相对徐缓温
和，然后趋向紧凑，之后冲向高
潮，如疾风骤雨，令人精神抖擞。

鼎盛时期的太平鼓在当地有
多么受欢迎？“村里的老一辈都
说，太平鼓打到哪里，哪里就太
平。20世纪 50年代最辉煌时，村
里有多支太平鼓队，村民在田间
地头利用农闲时间练鼓。”王和杰
说，春节期间打太平鼓已成为村
里的固定节目，除夕辞旧岁、正月
迎新春、正月十一看新娘、正月十
五闹花灯等，都要用太平鼓助兴。

跃进村往东约 6公里的城门
镇林浦村一带，另一种古老民间
乐种安南伬（也称安南鼓）已流传
千年，被列入福建第二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林浦安南伬是福州唯一的
单门独一乐种，也是民间罕见的
中外结合乐种。”说起林浦安南
伬，代表性传承人程郁纲言语中
满是自豪。

相传南宋末年宋元战争，南

宋君臣一路抗元至林浦，宋端宗
赵罡在林浦称帝，随从乐师把古
越南国（时称安南国）“吹吹打打”
的异国音乐传授给了当地民间艺
人。安南伬传入林浦后，经与福
州本土音乐的融合和改良，演变
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林浦安南
伬。

“现在的安南伬广泛吸收了
福州闽剧音乐的琴串（幕间曲），
加强了管弦乐部分的演奏效果。”
程郁纲介绍，城门镇自古流传着

“安南鼓，响叮当，金玉满堂谷满
仓”的民谣。安南伬是当地民众
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经常
出现在本地庆丰收、迎嘉宾、各类
祭祀活动中，乃至福州的对外交
流活动中。1985年，日本长崎市
中日友好访华团来榕访问，林浦
安南伬乐队参加了联欢会演出，
获得高度赞誉；1994年 7月，林浦
安南伬乐队应邀为出席亚太地区
民间民族音乐研讨会的亚洲、太
平洋地区各国专家学者演奏传统
曲牌，引起了国际友人的浓厚兴
趣。

困境：
演出缺乏市场
队伍青黄不接

传统音乐生长在特定文化土
壤中，有着鲜明的地域性。随着
时代的变迁、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传统音乐生存的文化生态和地理
空间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个
不争的事实是，地方传统音乐类
非遗项目正面临困境，突出表现
在缺乏市场，且技艺掌握者老龄
化现象突出，年轻人认同感较弱、
不愿意学习。这些因素导致传统
民间乐种青黄不接、盛况难再。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个月
演出 20多场，现在一年的数量也
没有这么多，而且以非遗传承演
出展示为主。”程郁纲说，安南伬
节奏欢快，常用乐器涉及打击乐、
管弦乐、弹拨乐，包括高音鼓、大
锣、唢呐、逗管、二胡、椰胡、大小
三弦等，“一支安南伬表演队伍至

少需要 10 人，现在村里仅剩 7 人
掌握这些技艺，且年龄在 50岁到
72岁之间，经常请外援才能组队
演出。”

程郁纲从16岁开始学习安南
伬，参加演出50多年，10多种乐器
样样精通，还能听音记谱。出于
骨子里的热爱，他整理谱写的安
南伬乐谱多达 90多首，还经常从
市场上收藏一些安南伬乐器。在
他的收藏室里，二胡、椰胡、逗管
等乐器样样皆备，摆放得整整齐
齐。但他的这份热爱有点孤独，

“演出没有市场，年轻人不愿意
学，接力棒无人可接，很担心安南
伬以后真的成为历史。”程郁纲感
叹道。

跃进太平鼓一度也面临这样
的尴尬。王和杰说，20世纪 50年
代之前，太平鼓曾一度流传到步
卓村边的北园、山南岭、程巷等村
落，当地村民纷纷学习太平鼓，组
建本村的太平鼓乐队。但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推进，多个自然村完
成征迁，周边地区的太平鼓乐队
相继解散，“目前仅剩我们跃进村
一支完整的鼓队，队员以老人为
主，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了”。

突围：
古乐走进校园
焕发新的生机

面对青黄不接、濒临失传等
困境，如何推动地方传统音乐类
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在
新时代激发其新的生命力？这个
问题亟待破解，非遗传承人正在
积极探索解题之道。

非遗进校园便是举措之一。
从 2012年开始，程郁纲每周都会
来到林浦小学，给对安南伬感兴
趣的中高年级学生开展指导训
练，让林浦安南伬的种子在孩子
们心中生根发芽。“2021年以来，
我们濂江村‘两委’干部系统梳理
出安南伬的历史脉络，采取定期
开展表演活动、推动非遗安南伬
进校园等方式，让古老音乐活起
来。最多的时候，有100多名学生

报了安南伬的兴趣课。”程郁纲
说。

安南伬进校园前一年，跃进
太平鼓走进了郭宅中心小学，王
和杰带着队员一起给孩子们传授
太平鼓技艺。如今，学习太平鼓
已成为郭宅中心小学的一大特
色，该校编排了适合少年儿童传
习的“太平鼓舞”，学校还被评为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传承
学校”。

在跃进太平鼓队员眼中，“80
后”的王和杰是一个“能折腾、会
折腾”的队长。从小学习太平鼓
的他，“十八般鼓艺”样样精通，除
了跃进太平鼓代表性传承人身份
外，他还是跃进村党委书记、村主
任，以及仓山区“非遗进校园”项
目的指导老师。“除了学校之外，
驻榕某部队最近也找上门来，邀
请我借鉴太平鼓，给他们编排战
鼓。”王和杰说。

为了留住乡愁记忆，让非遗
太平鼓文化在新时代“火起来”，
王和杰改变太平鼓不传外村人的
规定，积极为鼓队吸收新鲜“血
液”。在他的大力推动下，队员们
积极培养自家孩子对太平鼓的兴
趣。“我家孩子，有时吃饭时都忍
不住用筷子敲击碗沿，这是平时
练习太平鼓形成的肌肉记忆。”王
和杰笑着说。

“以前太平鼓队都是七八十
岁的老人，但现在以年轻人为主，
平均年龄 35岁左右，其中有几个
还是学生，年龄最小的 16岁。”队
员王寻告诉记者，正是在王队长
的推动下，队伍一改旧貌，变得年
轻有活力。

这支年轻的太平鼓队，定期
开展训练，主动“走出去”，参加闽
台陈靖姑民俗文化节等各类民俗
公益活动。今年元宵节，跃进太
平鼓队还走上街头，在烟台山参
加仓山区组织的庆元宵系列民俗
表演活动，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演出视频在抖音发布后，吸
引众多网友转发、点赞。

跃进太平鼓的传承获得越来
越多的认可。今年2月，仓山区跃
进太平鼓协会登记成立。在 6月
10日举行的 2024年福州市“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
动上，仓山区跃进太平鼓传承基
地成功入选福州市第九批非遗项
目传承示范基地。这些都为其创
新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

“跃进太平鼓不仅是一项非
遗，更是一种文化传承。村民们
很珍惜这项非遗，为了留下文化
记忆，我们村里的一条新建道路，
经大家商议，决定用‘太平鼓’命
名，提出申请后很快获得了批
复。”王和杰深有感触地说，接下
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准备筹
建太平鼓文化长廊，展现太平鼓
的历史传承，积极申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让这一宝贵的
非遗文化代代相传。

王和杰王和杰（（左四左四））带领队员在太平鼓传承带领队员在太平鼓传承
基地进行日常训练基地进行日常训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玉和摄林玉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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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连江北翼福州现代物流城，盈
利来智能化洗涤产业园项目现场，
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们架设
钢架、打桩，每道工序都在有条不
紊推进。“物流城发展劲头很足，项
目建成投产后，我们的前景一定会
很好。”项目负责人黄碧云畅想着
产业园正式运营后的火热画面。

正当黄碧云感慨之时，老熟人
又来了。“没有他们，这时我还在跑

‘窗口’，还好他们总能想在前头！”
见到来访者，黄碧云赶忙迎上去。

所来之人是福州现代物流城
指挥部项目建设组组长赵勇一
行。这次他专门带队前来现场，协
调解决项目用电、给水、排水、边坡
挡墙等问题。

昨日虽不是烈日当空，但沟通
1个小时后，大家的衣服都被汗水
湿透。“在营商环境面前，没有哪一
名干部是旁观者、局外人，大家都
有着明确的任务意识和服务意
识。”赵勇是一名有着 20余年项目
建设经验的老将，常常带着组员

“泡”工地、跑项目、抓进度，皮肤早

已被晒得黝黑，“不怕下雨，不怕高
温，就怕项目没进展、服务不到
位。”

“我们提高服务效能，帮助企
业提增经济效益。”连江县委副书

记、福州现代物流城开发建设（连
江）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林吓清
说。高效解决入驻企业各类难题
堵点，有力服务保障项目建设，是
连江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体现，

也是福州现代物流城“三个一”工
作法的具体举措。

“三个一”，也就是企业需求第
一时间了解、企业诉求一天内反馈、
企业问题在一线现场解决。“‘三个
一’工作法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坚定了信心。”黄碧云举例说，就在
两个月前，在物流城“项目管家”的
陪同下，她一天之内领到了土地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
10个证件，实现“拿地即开工”。“多
亏了‘项目管家+量身定制审批清
单’服务模式，项目工期至少缩短半
年，我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投产，抢
抓发展机遇。”她说。

在“三个一”工作法催化下，全
流程全链条“一对一”的服务贯穿
始终。行走在现代物流城，不难看
出，在营商环境的催化下，这座“未
来之城”的经络和肌理正在逐一长
出、逐步完善，焕发前所未有的生
命力。目前，这里已落地京东、新
希望、民天、鼎菱等19个产业项目，
已开工建设 33个项目、总投资 280

亿元，朝着枢纽作用突出、产城融
合发展的现代新城大步迈进，助力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大企业、好项目接连落子，除
了有物流城的区位优势、战略机
遇、政策效应外，还有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我们时
刻把企业满意度作为营商环境建
设的‘金标准’，努力创一流环境，
迎八方客来。”林吓清告诉记者，接
下来，将认真落实市里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的要求，加快完善综合配
套，不断创新服务举措，全力保障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让这
座千亿产业新城加速崛起。

“连江的确是一块创业干事的
热土。”临别之际，黄碧云再次表
示，盈利来产业园从项目报批到正
式动建，一直受惠于连江对于初创
企业的扶持政策和贴心靠前的服
务。连江用“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我负责
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服
务理念。

我负责阳光雨露 你负责茁壮成长
——福州现代物流城建设背后的“三个一”工作法

本报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陈斐

今年前5个月福建民营企业
进出口总值4985.8亿元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 通讯员 廖华丹）
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 5个月，福建省民营
企业进出口总值 4985.8 亿元，同比增长
11.1%，占同期福建省整体进出口的60.7%，比
重较去年同期提高3.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3638.7亿元，同比增长 12.6%；进口 1347.1亿
元，同比增长 7.4%。民营企业作为福建省外
贸主力军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外贸高质量发
展步伐不断加快。

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发轫地之一，福建省
近年来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深入实
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在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方面出硬招实招，护航民营企业
扬帆出海。乘着政策的东风，我省民营企业
抢抓机遇、加速出海。今年前 5个月，我省有
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达 2.34万家，较去年
同期增加1801家。

同时，我省民营企业不断向“新”向“质”蓄
力发展，不断自主创新，擦亮外贸发展成色。
今年前5个月，我省民营企业出口的自主品牌
占比达23.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新兴制造
领域，民营企业出口“新三样”产品总值428亿
元，占同期全省同类产品出口的92.6%，出口高
端装备总值8.7亿元，同比增长78.5%。

赵勇（中）带队在盈利来智能化洗涤产业园项目现场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林文婧摄

传承不绝求创新 古调今弹有新声
——探寻福州非遗乐种的突围之路

本报记者 林玉和 王玉萍

林浦安南林浦安南伬伬代表性传承人程郁纲代表性传承人程郁纲
展示演奏技艺展示演奏技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玉萍摄王玉萍摄

（上接1版）
不只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行走在福州，

能看到基层服务点的服务模式也在不断翻
新。“e福州”便民服务终端将政务服务延伸到
市民的“家门口”，打造了“24小时不打烊”和

“15分钟便民服务圈”的“一站式”便民政务服
务体系，实现户政业务、公积金提取、医保登
记等107个高频事项自助办理。目前，全市已
在人流密集场所布设410台便民服务终端，惠
及200多万人次。

近年来，福州积极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
转型升级，以数字赋能、协同改革、创新优化
为重点，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全面撬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改革。如今，
福州市在线预审、在线办理事项占比已达
99%。

在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布的
《2023年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
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中，福州首次进入“非
常高”组别，迈入全国第一梯队。其中，福州
市“马上就办”引领政务服务“加速跑”创新模
式被列为典型示范，在线办理成熟度、办事指
南准确度两个单项指标入选全国重点城市领
先地区（前10名），被列为全国标杆。

数字·印记
日升月落，潮涨潮息，榕城的“十二时辰”

始终与“数字”相伴相生，不断碰撞出新火花、
演绎出新故事：

子时（23:00~1:00），仓山区中天社区的居
民刚刚入眠，移动充电机器人“小聪”已经在
岗位上铆足干劲，为新能源汽车提供便捷、高
效的智能充电服务。

丑时（1:00~3:00），晋安区的榕城小福数
字能源示范站也在全力“发电”，实现“充电一
秒一公里”，成为福州打造“超充之城”的生动
缩影。

寅时（3:00~5:00），在仓山区连江南路，24
小时在岗的“智慧管家”让建总大厦的专业管
护时刻在线。

卯时（5:00~7:00），在永泰县晟源纺织智
能制造产业园，引入数据化绿色智慧纺纱管
理系统建设“黑灯工厂”，可以做到 24小时不
间断无人生产，实现生产、管理、服务全局调
整优化。

辰时（7:00~9:00），鼓楼区阳光乌山荣域
小区居民王女士来到智慧垃圾分类投放点，
刷脸开启投递口后，将一袋厨余垃圾丢进去，
AI破袋一体机进行破袋、分拣。

巳时（9:00~11:00），鼓楼区冶山春秋园
内，玩家小杨“解锁”AR元宇宙剧本游，化身

“冶山守护者”，在多个景点完成任务。
午时（11:00~13:00），在滨海新城工作的

林小姐试乘“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不
仅能自动识别红绿灯、避让障碍物，行驶起来
也很稳当。

未时（13:00~15:00），外地游客黄女士来
到地铁 1号线南门兜站，将随身携带的 28英
寸行李箱存进自助智能寄存柜，欢快地走出
地铁站，到附近景区“轻松逛”。

申时（15:00~17:00），位于仓山区阳岐村
的严复故居迎来一群小朋友，他们在研学小
精灵的解说中沉浸式感悟严复精神的内涵，
寓教于乐，学习历史知识。

酉时（17:00~19:00），太阳正要落山，热爱
健身的市民王女士在福山郊野公园通过智慧
步道系统，以运动打卡的方式换取绿色能量，
解锁智能座椅的手机充电功能。

戌时（19:00~21:00），延安中学采用了AI
学智慧教学平台，学生们在家使用特殊的笔
和本子作答，系统不仅会计时，还能自动读取
和批改，减少了老师在批改作业上花费的时
间，让他们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中。

亥时（21:00~23:00），在金山派出所，以自
主研发的“e体+窗口业务便民服务系统”为
基础设立的 24小时自助办证区，解决了群众

“上班没空办、下班无处办”的难题。
这便是数字福州的“十二时辰”，有生活

的烟火气，亦有前沿的科技感，让我们看到数
字之光点亮万家灯火、照亮坊巷古厝、透视生
活变迁，那也是市民与时代共舞的跃动。

数字，昂扬向上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