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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闽都福州成为热门
旅游目的地。

游客们“打开”福州的方式越
来越丰富：可以走街串巷，感受闽
都文化的无穷魅力；可以泛舟内
河，欣赏山水城市的旖旎风光；可
以夜游福道，俯瞰现代都市的万家
灯火。除此之外，数字福州的发展
为市民游客“解锁”了新的“打开方
式”——元宇宙里“游”福州。在元
宇宙中，游客们可以“穿越”到历史
的长河中，和古人对话；也可以“潜
入”数字世界，沉浸在虚拟与现实
融合的场景中，争分夺秒进行寻宝
游戏。

三坊七巷
平行空间里听时空故事

暑期来临，到三坊七巷旅游的
游客络绎不绝。漫步坊巷间，白墙
黛瓦、绿荫交错，处处散发着历史
的气息。游客纷纷在景点前驻足
欣赏、拍照留念。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
代史。”想深度游览这个历史文化
街区，游客可举起手机，使用“福元
宇宙”APP，跟着“周小辉”在坊巷之
中穿行。

“周小辉”是“数说坊巷”AR导
览视听服务中的数字人，只见“他”
置身坊巷之间，用生动有趣的语
言、传神的面部表情和流畅的动
作，让游客在现实世界中体验到虚
拟世界的乐趣。

“2021年，三坊七巷文旅元宇
宙应运而生。经历持续的升级和
创新后，今年在原有12个典型虚拟
应用场景基础上添加了‘数说坊
巷’AR数字人导览视听服务，带给

游客沉浸式的元宇宙畅游体验。”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打开“福元
宇宙”APP，进入三坊七巷文旅场景
后，将摄像头对准三坊七巷内任意
一个特征明显的建筑，就能智能识
别进入三坊七巷元宇宙。

记者通过“福元宇宙”APP 进
入服务后，瞬间“穿越时空”，悠长
的巷陌中，街道两侧商铺出现了各
色虚拟的店招，油纸伞、红灯笼、舞
龙等元素点缀着街景，身着长袍的

“周小辉”向游客娓娓道出坊巷中
的故事。在“永和鱼丸”门口，“周
小辉”介绍起了鱼丸制作工艺，一
旁的卡通熊猫，正忙着打鱼丸、做
鱼丸、煮鱼丸……

在三坊七巷的“福元宇宙”里，
选择想去游览的目的地后，眼前就
会出现一条由玫瑰花瓣铺成的“花
路”，为你指引方向。

“太逼真了，浏览一圈，我已经

打卡了好几个名人故居。”从泉州
前来游玩的王先生跟着“周小辉”，
沿路游览打卡，“解锁”不一样的福
州。

闽江之心
虚拟世界中寻数字惊喜

入夜，福州市区热门打卡点
——闽江之心，轻拂的晚风吹散暑
气，引来消暑纳凉的市民游客。人
群中，记者用手机打开“福元宇宙”
APP，在虚拟世界中寻找藏在闽江
两岸的数字惊喜。

现实世界中，正在改造的中洲
岛不见灯火，可是屏幕中的元宇宙
世界，一簇簇烟花从楼顶腾空、绽
放，色彩斑斓，为这座异域风格的
建筑添彩。连接闽江两岸的解放
大桥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吉祥
物“数娃”雀跃地欢呼、奔跑，憨态
可掬，将记者的视线引至闽江北

岸。在这里，茉莉花、摩天轮、热气
球、舞龙舞狮等活泼的画面为茉莉
大街增添无限生机。

抬高手机，空中竟然悬着一块
大屏，这块大屏不间断地播放着数
字峰会的宣传片……“为什么你手
机拍出来的和我们不一样？这些
动画是什么？”一名路人看到记者
的屏幕，甚是惊喜，跃跃欲试。

闽江之心的“福元宇宙”是为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而构建的。峰
会之后，除了打卡活动，多数项目
被保留下来。市民游客下载“福元
宇宙”APP进入“闽江之心AR游园
会”，用手机对准闽江之心区域内
建筑进行实景扫描便可体验。

严复故里
穿越历史与大师“对话”

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阳岐村
内，严复故里元宇宙研学项目将于

下月全面对外开放。
与其他研学项目不同，严复故

里元宇宙研学项目增加了行前的
课程，让孩子们在行前对研学主题
有大致的了解。

“孩子们首先需要通过行前课
程进入VR空间，创建数字身份，与
严复的友人跨时空对话，预游严复
故里。”项目负责人介绍，随后的行
中课程，研学小精灵将带领孩子们
在严复故里，通过AR科技体验严
复从少年成长到荣归故里的经历，
感受这位“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传
奇一生。

“地图迷踪”交互中寻找地图
碎片，“荣耀舰长”交互中用知识
击败敌方战舰，“寻找消失的译
著”交互中寻找严复的代表译著
《天演论》……严复故里元宇宙研
学项目还设置了丰富有趣的体验
场景。在最后，孩子们还可以利
用 AI 描绘自己心目中的严复，每
人将获得一张专属的严复肖像
卡。

“孩子们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交
互体验，可以深入了解了严复在历
史上的学术成就与爱国情怀，使得
历史的场景和人物更加生动鲜活，
比传统的讲解方式更具吸引力。”
项目负责人表示，启动严复故里元
宇宙研学项目的初衷是希望借助
现代科技的力量，在不破坏古厝的
前提下对严复故居进行数字化的
升级和展示，讲好“严校长的故
事”。未来，严复故里元宇宙研学
课程将继续积极探索新质生产力
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具体应用，有望
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智能化进程
中的重要节点。

福州种植荔枝的历史悠久。
北宋蔡襄说：“福州种植荔枝最
多，延迄原野。”如今行走在福州，
依然可寻觅到不少百年荔枝树的
身影。进入七月，福州迎来荔枝
收获的季节。众多古荔枝树上陆
续挂满果实，与蓝天白云一起送
来丰收的喜悦。

三坊七巷二梅书屋的花厅
前，生长着一棵树龄约300年的古
荔枝树，昨日记者在坊巷内看到，
这株老树长势良好，结满荔枝。
从高处俯瞰，别有韵味。

二梅书屋中的这株古荔枝
树，核小如丁香，色泽红艳，汁多
味甜，如今仍枝繁叶茂，长势较
好。工作人员说，每年七八月份，
这株荔枝树都照常开花、结果。

入夏后，三坊七巷光禄吟台
旁的古荔枝树也挂上红彤彤的果
实。

据普查，福州城区尚存古荔
枝树百余株。福州保留了相当规
模的古荔枝，其实并非偶然。老
树挂新果，不仅是因为树木有顽
强的生命力，更得益于福州对古
树名木的有力保护。

新店古城遗址公园内，6棵百
年荔枝树郁郁葱葱，枝叶在清风
吹动下“翩然起舞”。3年前，公园

改造过程中，古树保护巡查队伍
发现建筑垃圾对树木造成了影
响。“当时，我们发现树木落叶比
较严重。”市园林中心绿化处高级
工程师刘向国说，古树周围被水
泥大面积覆盖，会影响树木的呼
吸和生长。

园林部门即刻组织专家制定
保护方案，将树冠垂直投影范围
内铺装的水泥打掉，围栏区进一
步扩大，还在古树树干四周铺设
利于古树健康生长的覆盖物。从
第一次现场踏勘到最终落实方
案，园林专家到现场勘查了8次。

“荔枝树的抗逆性较差，古荔
枝树能够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就地
保护，来之不易。这也是很多人
共同努力的结果。”刘向国说，园
林部门设立审批处严格审查涉及
古树保护区域的工程项目，只要
是古树，一般都会建议为其“让

路”，就地保护。
呵护荔枝树是福州古树保护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市园林中
心多举措推进古树名木保护工
作。今年，《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加大古树名
木保护工作力度。同时，市园林
中心打造城市绿化养护监管系
统，记录古树名木生长状态、病虫
害问题、周围环境变化等信息，并
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巡查队伍定期
巡查市区内的古树名木，工作人
员会结合线下巡查结果，指导管
护责任单位持续做好各项养护工
作，呵护古树名木健康生长。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林晋如）“这桃子又大又红！”“坐着
小火车摘桃子，太好玩啦！”盛夏的
寿桥村，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味
道。16日，罗源西兰乡举办“桃之
邀邀·水蜜桃丰收采摘节”，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蜜桃的乐
趣。同时开展的“和美乡村·多彩
罗源”书画写生笔会，也吸引了众
多书画爱好者前来采风创作。

过去的寿桥村主要发展石板
材产业，切割石板材产生的污水让
溪流泛白。2017年以来，寿桥村转
变发展思路，引入农文旅项目，发
展绿色经济。从“石材村”到“桃花
源”，昔日荒地变成桃林、溪水恢复
清澈。

“寿桥村共有果园 100 多亩，
主要种植水蜜桃，结合养殖鸡、
鸭、鹅等家禽，让桃园更富生态

美 ，实 现 了 桃 子 和 家 禽‘ 双 丰
收’。”寿桥村驻村第一书记缪存
建介绍，采摘节“以桃为媒，以节
为缘”，展现和宣传寿桥村秀美的
自然风光和美味水蜜桃，打响“西
兰乡寿桥村桃园采摘节”“寿桥水
蜜桃”特色农业品牌，为特色农产
品销售搭建平台、为全域旅游扩
大影响。

现场一款名为“畲谷甘泉”的
矿泉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产地
正是罗源县西兰乡寿桥村。“这几
年村里的环境恢复，空气清新，水
质也好了，矿泉水来自于寿桥村
附近的一处清泉，经过国家权威
机构检测，属于弱碱性水，口感特
别好。”寿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邓书斌介绍，寿桥村距离
矿泉水的水源地很近，具有地理
优势，于是和一家公司进行积极

对接，最终将工厂建在寿桥村岭
尾店，该项目不仅能为村集体带
来收入，还为村民在家门口提供

了就业岗位。
近年来，西兰乡围绕乡村振兴

发展，打造了桃香寿桥、古韵洋坪、

红色磹石、畲风许洋、七境山庄等
乡村旅游点，开通了福州至西兰旅
游专线，积极探索文旅融合、产业
富民的发展之路，将“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

“西兰隧道即将动工建设，我
们将以此为契机，强化招商引资，
引进大项目、好项目，促进西兰高
质量发展。同时推进乡村旅游，推
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把乡村文旅‘软实力’转化为
乡村振兴‘驱动力’。”西兰乡党委
书记林云说，这次的水蜜桃采摘节
将成为农文旅产业联动发展的重
要纽带，西兰乡将持续挖掘文旅经
济发展潜力，发挥西兰区位优势，
建设绿色生态、产业融合、特色鲜
明的美丽乡村，打好特色农业牌，
激活现有各类优势资源，书写乡村
振兴新篇章。

“惠容·妇女微家”
开展志愿服务三百余场

本报讯（记者 朱榕）近日，晋安区鼓山
镇“惠容·妇女微家”志愿者携手社会爱心人
士，又一次来到以志愿队命名的惠容微家河
——鼓山镇陈厝河。

高温下，志愿者们手持垃圾袋和夹子，
细心地搜寻绿化带里的垃圾，捞出河边的漂
浮物。很快，汗水就浸透了志愿者的衣服，
他们的脸和脖子也被晒得发红。

志愿者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巡护陈
厝河，1公里多的河道内外，每一处变化他们
都了然于心。经过惠容微家志愿服务队的
精心维护，陈厝河成为鼓山镇远近闻名的景
观河。在河边公园，时常能看到纳凉休憩者
的身影。

谢惠容是晋安区鼓山镇连潘村人，曾任
鼓山镇妇联副主席，深耕公益事业近三十
年。她任连潘村村主任期间，废除了外嫁女
儿不能享受村里分红补贴的旧俗，组建连潘
巾帼志愿服务队，带领连潘妇女跑步、爬山、
做慈善。这支队伍一年年壮大，越来越多妇
女被吸引，投身公益活动，践行绿色文明的
生活理念。由她组建的连潘女子龙舟队，是
光明港龙舟赛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22年福州市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
园”行动以来，谢惠容以“惠容·妇女微家”为
阵地，组织开展了300余场志愿服务活动，足
迹遍布鳝溪风景区、鼓山风景区和福州的大
小河湖。

今年 5月 17日，晋安区举行了惠容微家
河揭牌仪式，陈厝河成为全市唯一以妇女微
家命名的河道，鼓励她们继续投身幸福河湖
建设。

谢惠容表示，做公益是一件快乐的事，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今后将携手更多巾帼志
愿者，为保护环境、守护家园贡献力量，让群
众乐享河边的幸福。

无偿献血传递爱心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昨日上午，在福

建二建大厦前广场，鼓楼区华大街道办事
处、屏山社区、福州城投集团所属省二建集
团（以下简称“福建二建集团”）联合举办“国
企勇担当·热血传爱心”团体无偿献血活动，
现场共有 76人参与献血，累计献血 11200毫
升，大家用实际行动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活动现场，献血志愿者们在医护人员指
导下，进行健康征询以及血型、血液检测等
程序，检测合格后，他们依次进入采血车抽
血。

志愿者中有的是首次挽起袖子的“新生
力量”，有的是常年坚持献血的“爱心使
者”。福建二建集团安全管理部负责人、公
益达人陈伟已坚持无偿献血10多年，还长期
关注白血病患儿群体。“一开始献血就是为
了帮助更多的人，后来渐渐成了习惯，献血
也督促我保持健康。”陈伟说，希望能有更多
人加入献血队伍。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展板，宣传无偿献血
的意义及相关知识。

元宇宙里游福州
本报记者 蒋雅琛 林晗

罗源西兰乡举办水蜜桃丰收采摘节

桃子坐小火车出山

老荔有所依 逢夏挂新果
本报记者 唐蔚嫱

数 字 人
“周小辉”为
游客讲解三
坊七巷里的
故事。（百宝
图供图）

▲百年老树上摘下的荔枝色泽
鲜艳、汁多味甜。本报记者 包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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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竹山风景区
开放观光电梯

本报讯（记者 钱嘉宜 通讯员 陈岚）日
前，记者从福清石竹山风景区获悉，由“垂直
电梯＋扶梯”组成的观光电梯正式开放。未
来，游客可以更加轻松地欣赏到秀丽的石竹
山风景。

据悉，观光电梯位于狮岩堂一侧，由总高
33.6米的垂直电梯、22.25米长的精致连廊以
及 40米长的自动扶梯构成。垂直电梯单次
可承载 20名乘客，仅需 5秒即可抵达连廊。
乘客经由连廊走到自动扶梯处，即可直达山
顶。

电梯票价为 40元/人，包含乘坐观光车
和电梯的费用，1.1米以下儿童免费，游客可
以在进山口售票处购票。

“建设观光电梯主要是为了满足索道改
造期间游客的登山需求，优化游客上下山通
行效率，有效缓解旅游高峰期的客流压力。”
福建省福清石竹梦乡索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建清说。

20世纪90年代，石竹山景区兴建了一条
上山索道，距今已经使用超过 30年。考虑到
年代久远，设备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石竹山
景区今年启动索道改造项目，计划 2025年投
用。

记者还了解到，随着福厦高铁福清西站的
开通，石竹山景区凭借地理位置优势，成为全
国范围内首个实现高铁直达的自然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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