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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坊七巷赏闽剧之美，到上
下杭游非遗市集，去仓山浦下河
看龙舟竞渡……文化自信的风也
刮进了福州旅游市场，人们开始
探索国风文化、特色非遗。在传
统的游山玩水之外，“潮”起来的
闽都文化正成为福州旅游业新的
增长点。旅游业从业者在旅游线
路规划、旅游项目建设、旅游新产
品设计等方面，向厚重的闽都文
化寻求支持。

漫步三坊七巷，亭亭如盖的青
翠榕树，白墙黛瓦的明清古建让人
眼前一亮，每间古厝都带给人惊
喜。

昨日，记者循着悠扬的古琴
声，沿着安民巷往前走，中式山水
庭院民宿——安民半舍映入眼
帘。推开朱漆木门，便可看到不少
身着汉服、旗袍的游客正拿着福州
三宝之一的油纸伞摆造型拍照。

沉浸式的场景打造，国潮风格
的布局，引来很多年轻游客打卡、
入住。“大部分都是外地游客，特地
来体验传统文化。”民宿老板张宇
介绍，许多客人是带着自己对福
建、福州文化的理解来到这里的。
因此我们设置了香道、茶道、琴道、
花道等特色项目，让大家乐在其
中。

福州传统非遗项目也被搬到
景区，美景与艺术相映生辉，为游
客打造了一场沉浸式“非遗盛
宴”。

坊巷幽幽，丝竹声动。昨日下
午，《非遗循迹·古韵今风》沉浸式
小剧场在三坊七巷水榭戏台开演，
闽剧等传统表演，为游客呈现了一
场文化大餐。经典闽剧《荔枝换绛
桃》婉约的唱腔，让游客听得如痴
如醉。在游客方女士眼里，悠悠的
闽剧韵律回荡在水榭戏台之间，剧

中人物都好似从古代穿越而来。
“古厝里听闽剧，别有一番风味。”
方女士点赞。近年来，“闽剧进景
区，文化惠民生”演出已成常态，吸
引了许多海内外戏迷。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也在全
力打造“非遗一条街”，催热“新中
式”文化游。

走进福建供销福茶社，一楼展
示区摆满了浓郁国潮风格的福建
茶叶、茶器、茶食。上到二楼，供销
杂货铺里小人书、缝纫机、搪瓷杯、
老式电话等老物件琳琅满目，让人
仿若坐上时光机，回到了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

工作人员介绍，福建供销福茶
社以怀旧、国潮、多元的新式大众
茶馆面貌呈现，既体现“老供销时
代”的记忆情怀，更凸显年轻一代
对国潮风格的喜爱。

路边糖画、捏面人、手工灯等
传统手工艺引人驻足；特地赶来打
卡耳聋伯元宵、同利肉燕等闽都小
吃的游客得以一饱口福；在市非遗
展示馆，精美的软木画让来自浙江
的王先生惊叹不已，体感互动区里
不少游客排队体验咏春拳、儒家
拳、自然门等拳法……结合现代审
美和技术，“新中式”旅游展现闽都
人文风情魅力，深受游客喜爱。

目前，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已
累计入驻非遗业态 17家，涉及漆
器、木雕、佾舞等非遗类目，整合联
动上杭路、下杭路非遗业态，形成
聚集效应，为游客提供非遗一站式
游览体验。

“国潮风的涌起，归根结底是
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感的表现。所
以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和中
国船政文化城等具有浓郁地域文
化特色的景点很受游客喜欢。”市
旅游协会会长韩鸣认为，要让“国
潮”文化与主流的、创新的方式结
合，丰富文旅供给，让更多人成为

“国潮”消费的主力军。

近日，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内，大
四学生宋思懿抱着花束走在校园小
径上。粉色的鲜花与学士服下的马
面裙相互映衬，裙摆上烫金的印花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宋思懿并不是个
例。今年毕业季，多种国风毕业照走
红，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将国风元
素融入毕业照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美
好回忆。

学位服里的“东方韵”
临近毕业季，作为汉服爱好者的宋

思懿决定为自己打造一身特殊的毕业
行头，受古画中簪花郎的启发，她穿上
长衫、马面裙，在学士服外披上云肩，又
自己动手制作了一顶簪花学士帽。

这身“行头”一上身，再加上为自己
“量身定制”的汉服妆发，长发飘飘、眉
眼清秀的宋思懿更显温婉。拍毕业照
时，受到了周边朋友的赞赏。

虽然学位服自带披肩，但在宋思懿
看来，云肩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刚好
可以进行替换。她说：“搭上云肩的学
位服更具东方美，也希望肩上的‘繁花’
能为自己的未来带来好运。”

在硕士毕业生张一心的学位帽上，
记者看到，她用人造珍珠嵌了边，一端
粘满粉色系的布质小花，另一端粘上一
只五彩的镭射蝴蝶。

“在网上了解到‘新中式’学位帽流
行，我们宿舍便聚起来，一人做了一顶，
在拍毕业照时十分出片。”张一心说，这
顶簪花学位帽已经被她珍藏起来，它不
仅是毕业的留念，也是友谊的见证，“这
是我送给自己学生生涯的珍贵礼物。”

国潮风下的市场
国风毕业照的走红，也带火了相关

市场。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上看到，云
肩、马面裙、旗袍等服饰热度不断攀升，
不少汉服商家专门推出搭配学位服的

“汉服套装”，依学科分为多种颜色，以
便顾客挑选。

记者注意到，有不少店铺正在销售
成品学位帽，手工材料包的销量也十分

可观。此外，部分线下手工商铺也推出
DIY套餐。“学位帽一般一个小时就可
以完成，具体配色、配饰由顾客自行挑
选，按时长计费。”仓山一家手工商铺负
责人介绍。

除服装、配饰商家外，不少约拍、照
相馆也“上新”国风毕业照拍摄服务。

“我们是今年推出的‘簪花学士服’
系列。”仓山某照相馆相关负责人胡女
士告诉记者，他们在毕业照中融入汉
服、簪花元素，并依云肩颜色分科，价格
按具体需求而定，“最近拍这个系列的
人不少，除了毕业生，还有已毕业的人
特地来‘补拍’的。”

除了中西结合的簪花学位服走红，
英气十足的大明进士冠服也备受欢
迎。“我国明朝时，一旦金榜题名，新科
进士们就会在次日‘恩荣宴’上，身穿深
色蓝罗袍，头戴黑色进士巾，上簪翠叶
绒花，我便以此为灵感，拍摄了一组特
色毕业照。”毕业生小张表示，这套毕业
照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后，有不少网友向
他“取经”，了解明制服饰。

诠释了文化自信
一身特殊“礼服”，包含毕业生对青

春的特殊致敬与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毕业生的仪式感
穿搭，也是我们对未来的美好祝福。”张
一心说。

在汉服爱好者江清月看来，国风毕
业照的流行，某种程度上是多种文化的
碰撞和交融。“汉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其蕴含的雅韵与学位服的端
庄相得益彰，这仿佛是一场跨越时光的
对话，展现中西文化的完美交融。”

“国风毕业照的流行，是年轻人与
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福州外
语外贸学院校务中心宣传策划室相关
负责人孟利亚表示，学生们的国风毕业
照，诠释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我们
乐于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拥抱
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断碰撞和交融中推
陈出新，让传统文化‘潮’起来，拥有更
多的可能性。”

闽都文化“潮”旅游产业热
本报记者 燕晓

为青春留存一份中式浪漫
毕业照刮起国潮风

本报记者 宋亦敏

南后街上的快闪表演《十二婆姐送平安》让众多游客驻足。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上接1版）
“我的家乡在果洛州班玛县。”起身说话

的女孩名叫尼东拉毛。她举起一幅画作，云
端下如诗如画，“以前去放牧的时候要紧跟在
牛群后面，牛丢了要满山去找。从骑马放牧，
到后来骑摩托车放牧，再到现在有的人家用
上了无人机放牧，我的家乡更现代化了。”

“家里这些电器都有吧？”习近平总书记
指着画作问。“有！洗衣机、电视机，样样齐
全。”

“家里有多少头牦牛？”“五六十头。在牧
区人家里算是个中等规模。”

“你们会骑马吗？”听了这么一问，同学们
都笑着回答：“会！”

总书记亲切地说：“从牧区来到这里，生
活习惯会有一些改变，但你们的人生会有更
多的机会。”

高个头的男孩杨顶站起身来：“习爷爷
好，我的家乡是果洛州久治县。以前因为交
通运输条件差、冷藏技术差，牛羊肉不容易保
存。现在，日子大变样……”

广袤中国的沧桑巨变，发生在每一个山
脚、每一条河流、每一户人家。

把目光望向历史，能更深切感受到新中
国成立以来天翻地覆的改变。“思政课讲近代
史吗？”总书记询问。

师生们争相回答：“讲过！鸦片战争、辛
亥革命、南湖红船……”

习近平总书记颔首赞许：“要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
点，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故事，讲好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故事，讲好中华民
族共同体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把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离开教室时，总书记注意到坐在第一排
的“小眼镜”。

“眼镜有多少度？”
“一个350度，一个300度。”
“你们班戴眼镜的多了一点。孩子们要

注意保护好眼睛，加强体育锻炼。”
广场上，人山人海。师生们簇拥着总书记，

如高原正午的阳光般热情。
“坚持全国一盘棋，相互帮助，特别是沿

海地区要帮助西部地区，发达地区要帮助欠
发达地区，都要找准角色。这其中，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教育对口帮扶，要把孩子们培养好，
这有深远的意义。”

此情此景，有的孩子听着就落下泪来。
总书记亲切地望着师生们：

“要珍惜这样的好条件。要立志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努
力为自己赢得人生出彩的机会。”

19日下午抵达宁夏。当天，习近平总书记
就关切询问了闽宁镇的近况。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牵头负责
闽宁协作对口帮扶。从“干沙滩”到“金沙
滩”，从“移民吊庄”建闽宁村到发展振兴成为
闽宁镇，20多年过去了，总书记一直挂念着那
里的乡亲们。

“真正触动我对扶贫下那么大的决心，除
了自己的经历，就是看了西海固。”

“听说现在建设得很好，也有了特色产
业。过去这么艰苦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出葡
萄美酒的地方，令人感慨和欣慰啊！”

古刹
“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

青海，联藏络疆，邻甘通川。自古便是多
元文化交融、民族沟通交流的要道。

西宁，地处壮美的达坂山和拉脊山之
间。聆听过唐蕃古道上的驼铃声，见证过历
史风云的宏觉寺，就坐落在古城西宁的城中
区。

寺前院落，宏觉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
噶尔哇·阿旺桑波敬献哈达，僧人们提香炉、
持宝伞，迎接习近平总书记。

宏觉寺这座千年古刹，在增进历代中央
政府与藏传佛教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
纽带作用，也见证了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
关心推动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光辉历史。

历经沧桑，弦歌不辍。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常设于宏觉寺的青

海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展陈。
“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把新时代党的

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做得更好。”
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

观，一座古寺映照出历史演进和变迁的规
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好这份珍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作出新贡献。”

走出大殿，僧人们捧着哈达，欢送总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
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奋斗。希
望青海藏传佛教界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
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青海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到了位于果洛腹地达日县的查朗
寺。

查朗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后果洛草
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承载着宗教界人士和
信教群众对党的拥戴之情。70多年来，查朗
寺始终弘扬光荣传统，把爱国爱教作为立寺
之本。

“这对做好民族工作、宗教工作还是有启
发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加强
对宗教界思想政治引领。”

家园
“社会治理的重心应该放在基层”

社区，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

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多民族聚
居的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

70多年来，各民族联系的广度、深度前所
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
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互嵌式的社会结构
下，如何有序运行、和睦相处？百姓日子过得
怎么样？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的便民服务厅、
社区卫生站、爱心超市，二楼的“才艺堂”、舞
蹈室，总书记挨个屋子看。

便民服务厅内，社区工作人员紧忙活。
有的做社保，有的沟通妇联的事，有的正处理
老兵热线，有的刚入户家访回来。

老家在哪里，学什么专业，在社区干了多
久，收入怎么样，属于什么用工性质，下一步
有什么打算……习近平总书记问得格外细。

“现在社区工作，和过去比怎么样？”
“中央发了减负文件之后，社区填报的表

格少了，工作更聚焦了。”
“社会治理的重心应该放在基层，城市里

社区为老百姓服务最直接。”总书记亲切地
说，“一个社区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看到社区
的队伍比较稳定，工作热情很高，我还是比较
放心的。社区党组织是党联系基层群众的神
经末梢。社区党组织建好建强了，社区工作
就有了主心骨。”

“才艺堂”里剪纸、刺绣、纳鞋垫，舞蹈室
里的民族歌舞节奏欢快。一静一动，勾勒了
社区老年人的美好生活。

“社区要总结经验、创新思路，把为居民
群众的服务做深做细做到位，努力越做越
好。让退休居民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
要老有所为。”

走在社区，阳光、绿道、楼房，处处是生
机。汉、回、满、蒙、藏等各族群众在这里和睦
相处。

居民赵守成，将总书记迎进家门。
“这都是回族的食品吧？”习近平总书记

指着客厅茶几问。
“这是馓子，这是油香……”
屋里的气氛很是轻松。
从就业到收入，从医保到教育，总书记同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家常。
赵守成的孙子上五年级，一堆奖状里最

耀眼的是年级跑步第一名。总书记肯定道：
“孩子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社区居民听说总书记来了，都聚在了社
区广场上。

总书记来到居民群众中间，亲切地向大
家问好，现场气氛格外热烈。

“民族团结非常重要，我们五十六个民族
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五十六个民
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
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共同奋斗，一起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些年，山高路远、严寒酷暑，习近平
总书记一次又一次深入民族地区。

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总书记盯紧了
民族地区、民族群众。2016年在宁夏考察，他
曾“就地取材”比喻道：“就像六盘山是当年红
军长征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一样，让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
须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征途漫漫，而今迈步从头越。青海、宁夏
这些地区的担子仍然不轻。

在青海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海 45个县市区，有 42
个脱贫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个任务
要始终抓在手里，决不能出现成规模的返
贫。在乡村振兴任务中整体推动。”

“安民可与为义”。做民族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格外强调为民情怀：“要多办一些顺民
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
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

去年 12月的积石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的进度，总书记一直放在心上。这次来，他叮
嘱要继续做好积石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发展
“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给资源
富集的民族地区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无限
机遇。

党的二十大后，每到各地调研，习近平
总书记都在谋划部署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篇
章怎么去谱写。把握战略定位、结合本地特
点，既展所长，又聚合力。

这次对青海，总书记在汇报会上提出了
四点要求，事关产业、生态、民生、民族，环环
相扣、统筹兼顾。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中国
发展到今天面临的一个大课题。对青海而
言，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浩荡东去，哺育
中华民族。三江源生态攸关民族安危。

听闻当地致力于“把青藏高原建设成为
生态文明的高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就
是你们最大的贡献。重中之重是把三江源这
个‘中华水塔’守护好，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
水源涵养能力。”

青海正着力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清洁
能源、盐湖化工、生态旅游、有机农畜、数字经
济、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齐头并进。亘
古的高原，借风光之势，将绿电外送范围拓展
到15个省份。

汇报会上，总书记进一步明确青海产业
“四地”建设方向：“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
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2016年到青海考察时，他专程去了趟盐
湖，提出明确要求。这一次，当地负责同志汇
报了新进展，依托储量居全国第一的盐湖钾、
镁、锂资源，支撑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全
国钾肥77%是青海提供的。

总书记强调：“要着眼全国发展大局，充
分考虑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不是什么都
能做的，要有选择性地有所作为。必须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基础。
来宁夏调研，距离上一次正好4年。年年

都有新的成绩单。
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了去年的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12.4%”。总书记问道：“主要的
增长点是什么？”

“新材料、新能源占大头。煤制油产量居
全国首位，煤制烯烃产能占全国 1/5；新材料
连续 3年实现 30%以上增长。还建成我国西
部算力和互联网交换‘双中心’。”

宁夏葡萄酒“畅销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习近平总书记询问：“出口多还是内销多？”

“内销多，国内市场为主，也在积极拓展
国际市场。”

总书记勉励他们说：“要深入思考如何才
能在竞争中持续发展。品牌塑造需要久久为
功。一定不要有浮躁心理，脚踏实地去积累，
酒好不怕巷子深。”

地处黄河“几字弯”，鎏金的九曲黄河给
宁夏浇灌出千里沃野，这里却同时也遭遇着
缺水难题。

区里提起“与同处黄河流域的四川阿坝
签订跨省区水权交易”，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事
饶有兴致，鼓励他们积极探索、规范推进。

“黄河宁夏段水质连续保持Ⅱ类进出，这
个不容易，保持了 7年！”宁夏生态还比较脆
弱，发展中既要谋民生之利，也要保护好生
态。总书记语气坚定：“生态保护永远在路
上，就像隔三差五要洗洗澡、扫扫地、擦擦桌
子。生态保护哪能一劳永逸！”

团结依靠人，发展依靠人。每到一地，
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很关注党员干部的工作状
态，也会有的放矢地勉励和提醒。

全党正在进行的这一次党纪学习教育，
离收官只有一个多月时间。“真抓实学、善始
善终。”“安心工作、放手干事。”习近平总书记
言简意赅指出：“要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引领形成正气充盈的社会生态。任何时候
都有手电筒照不到的地方。新时代全面从
严治党大见成效，还要一以贯之、坚定不移
抓下去。”

（新华社西宁/银川6月22日电）

“五十六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