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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一城之美，始于文明。鼓楼是一
个拥有厚重文明底蕴的城区，承载着
千年闽都文化的根与魂，连续 5届蝉
联“省级文明城区”，荣膺首批“省级
文明示范城区”称号。

漫步鼓楼，从坊巷到高楼，从一
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次次善举到一场
场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多姿多彩、常
新常为；对话群众，他们亮出的一张
张照片都定格着文明风景，交织出美
好而动人的幸福图景。

常为常新
从一个小区看文明创建
小广场旁大树成荫、绿植环绕，

一对母子挥动着球拍，羽毛球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弧线。

“咔嚓！”华大街道琴湖社区御景
台花园业委会主任廖秀花将这一幕
保存在手机相册里，“这是小区里的
新风景”。

御景台花园即将完成一场“手术
刀”式微改造。每两栋楼之间的一方
空地，是成功改造的亮点，也是曾经
争论的焦点。“原规划的绿化带，荒废
区域已是杂草丛生，居民对休闲场所
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廖秀花说。

绿化还是休闲？街道、社区、设
计单位与居民在多次探讨和研究中，
确定了“鱼与熊掌兼得”的微改造方
案。有的地方重新铺设透水砖打造
小广场，恢复适老设施、增加石桌石
椅；有的地方则保留绿化，种上方便
管养且不易孳生蚊虫的绿植。廖秀
花说：“现在有年轻人在这健身休闲、
老人家下楼散步聊天。”

微改造还体现在道路上。现在，
车辆停放有序，步行其中只觉身心舒
畅。平坦宽敞的路面下，雨污管网重
新铺设与分流、弱电缆线下地与规
整，强健了小区“筋骨”。

鼓楼的文明城市建设下足了绣
花功夫，从老旧小区改造等关键小事
抓起，将精细化、高效能管理延伸到
城区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完善‘网格+文明创建’工

作模式，依托每周四‘城市建管日’
‘一线处置’等机制，及时发现并破解
影响文明创建和群众生活出行问
题。”鼓楼区委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

5个创建督导组每周至少一次深
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窗口单
位、居民小区、综合体、老旧小区等21
类实地考察点开展文明创建督导，通
过现场“开单”、部门“接单”、动态“复
诊”，切实做到补短板、除盲点、促提
升。

全域联动、常态长效的文明创
建，改变着城区的颜值和气质，也把
文明意识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同心共创
从一位居民看文明培育
“为佳节为居民送上节日问候！”

鼓东街道树兜社区的市民代表高建

华近日在朋友圈晒出了一组照片，她
正带着团队参加中秋主题文艺汇演。

精神抖擞的高建华，很难让人想
象她已经76岁了。“退役不褪色，退休
不退党”就是她如今的写照。

温泉公园里第一支群众自发组
织的合唱队伍——“湖畔之声”已经
成立整整 20 年，高建华是团队领头
人。除了日常排练唱歌之外，她总是
带队到社区、养老院、开智学校、部队

参加公益演出，还教歌、教舞。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是高建华的

希望。“我还鼓励团队把孙子、孙女带
出来同台演出，少年强则中国强！”她
相信，坚持身体力行，总能带动一些
人。

“只要是公益，只管找我！只要
有需要，随时叫我！”高建华这么说，
也这么做。她成为树兜社区市民委
员会的一员，在烈日下给环卫工送清
凉，在风雨中维持路口秩序，还加入

“永传公益”爱心团队，“虽然我年纪
大了，但做起事来不输年轻人。”

像高建华这样的文明“代言人”，
还在持续涌现。着力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四德”建
设，鼓楼把选树学习宣传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作为推进
文明创建的有力抓手，累计评选各级
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64人次，293人次
入选各级“身边好人”。

道德是一种力量，好人是一面旗
帜，推动着每一位市民崇德向善、见
贤思齐。每周末“护河爱水、清洁家
园”行动、每月“居民恳谈日”，是“两
会一员”共建和谐家园的自觉行动；
200 余家文明单位示范带动下沉社
区，推进市容管理、小区环境、文明素
质全面提升；道路上人车礼让、井然
有序，社区内邻里互助、欢声笑语，商
圈里诚信经营、和谐消费……

文明城市人民建，文明行为处处
见。“德”与“礼”的力量，浸润在灵魂
里、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细微处。

新风润城
从一个节日看文明实践
揉面皮、包馅料，最后用模具塑

形，看着一个又一个精致小巧的冰皮
月饼“出炉”，乌塔社区居民黄茹和同
伴们笑开了花，成了画面里的主角。

镜头记录的是 11日安泰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与乌塔社区举办的

“月满中秋 情满两岸”主题活动。一
看到活动预告，黄茹就呼朋唤友，“我
也叫上住在社区里的台胞，同享‘团

圆’的喜悦。”
活动当天，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早早地准备好了材料，大家围坐在
一起，享受着制作过程中的乐趣。“活
动很热闹，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
化生活，深入了解中秋节的文化内
涵，也体会到了两岸文化的异同与魅
力。”黄茹说，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会有更多让居民欢乐和温暖的活动。

在鼓楼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全会精神进基层 文明实
践润人心”主题活动如火如荼，游园
赏月、文艺汇演、便民服务等形式多
样的“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同
步进行，让更多人在共建中共享精神
富有、文化繁荣。

全区 8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点”上出彩，“线”上成景，
“面”上开花，让文明新风润泽幸福之
城——

在冶山，鼓楼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把文明实践与新思想“落户”于
武氏民居，让古厝焕发新的时代活
力；

在鼓西街道，“西湖文化圈”系列
红色文化活动用红色资源、红色精
神、红色文化，凝聚发展的红色合力；

在树兜幸福里，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与办事大厅、睦邻中心等场所融合
发 展 ，创 新 打 造“ 文 明 实 践 综 合
体”……

为实现文明实践工作从“有形覆
盖”转向“有效覆盖”，鼓楼还融合“冶
山博物馆”“元宇宙党建馆”“新华阅
读驿站”等特色阵地，聚焦文化传承、
德育建设、家风家训、全民阅读等主
题，构建点多面广、功能完备的“文明
实践服务圈”。

一城文明风，满目气象新。这是
一场没有终点的“幸福接力”，一段永
无止境的“自我提升”，鼓楼区将持续
聚焦文明城市创建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聚力示范城区精神文明建设融
合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不断
丰富现代化国际城市“最美窗口”的
风景和内涵。

6个赏月点、10条精品旅游线路、52场文旅活动、34场展览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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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茹（右2）
与邻居们一起制
作冰皮月饼。
（受访者供图）

市集、赏月、观演……中秋假期
来临，为方便市民和游客假期出游，
福州市结合中秋民俗特色，以“有福
之州 情满中秋”为主题，推出 6个赏
月点、10条精品旅游线路、52场文旅
活动、34场文博展览和文艺演出以及
系列旅游企业优惠措施，邀请广大市
民和游客话中秋、品节俗，共度团圆
佳节。

文旅主题活动丰富多彩
我市发挥对台优势，突出中秋团

圆、中秋赏月、国潮非遗、金秋丰收、
秋日温泉等主题，共举办52场特色文
旅主题活动。如9月13日~17日在三
坊七巷鄢家花厅举办福州“三条簪”
妆造文化活动；9月14日~10月7日在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举办“山海福
厝”国潮嘉年华；9月15日~17日在鼓
岭度假区举办月满中秋 鼓岭好“丰”
景——2024鼓岭中秋节特色文化活
动；9月 17日在下沙核心区演艺广场
区域举办“月满滨海，情满中秋”——
海滨团圆赏月盛宴等。

全市文化场馆、重点旅游景区在
中秋期间也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主
题活动。如 9月 15日在福州市文化
馆举办“雅韵中秋 花漾手作”传统习
俗体验活动；9月 15日~17日在福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举办“浓情
中秋·欢乐非遗”主题活动；9月 15日
~17日烟台山码头茉莉号游船举办茉
莉号游船中秋“打包月亮”活动；9月
15日~17日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举
办中秋「花晨月夕」——杭肆云集、

“非遗焕新·月满双杭”——上下杭中
秋主题活动；9月 15日~17日在烟台
山举办中秋奇妙游——盈满烟山，与
你有月、“林下神仙局”中式美学市集
等活动。

此外，为做热中秋假期文旅市
场，各县（市）区在中秋期间也奉上文
旅大餐。如 9月 14日在云上宦溪民
宿营地举办“山系生活·在晋安”文旅
民宿圈系列营销推广活动；9月 14日
在漂浮公园举办漂浮公园开幕仪式；
9月15日~17日在闽越水镇举办火舞
团圆夜；9月 15日~16日在梅花古城

举办“国盛家阖 月耀梅花”——2024
年梅花镇中秋乡宴活动；9月 15日~
17日在晋安湖公园举办“双节同庆·
福舟赏月夜”晋安湖公园嘉年华；9月
17日在西湖公园码头、温泉公园码头
举办“月映内河·共赏团圆夜”主题活
动；9月 17日在下沙 himiao海猫日记
户外场地举办下沙中秋露营夜：烧烤
赏月·乐动心弦；9月 17日在永阳古
街举办永阳古街中秋赏月系列活动
等。

文化艺术展演好戏连台
中秋、国庆期间，文艺院团、文化

馆、重点景区等也将为市民游客带来
闽剧、评话、伬艺、歌舞、沉浸式演出
等。9月 14日在福州评话伬艺传习
所推出“月是故乡明”福州评话经典
书目展演季；9月 15日在福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我们的节
日·中秋”闽乐悠悠迎中秋；9月在三
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每周六至周日
推出“坊巷循迹·吾宗之光”情景短剧
和“坊巷循迹·苹婆之歌”沉浸式小剧
场，每周二至周五推出“月落坊巷·水
榭悠悠”“月落坊巷·古厝悠远”小剧
场；9月每周二、四、六、日晚上在下杭
路广场戏亭推出“寻梦古厝”国风演
绎秀等。

图书馆、美术馆、画院、非遗展示
馆、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等文博场
馆还开设特色文博展览。其中，9月~
11月在福州市博物馆推出“看见微笑
——古青州地区造像艺术特展”；在
黄巷21号推出“瀛海相守——船政历
史中的台湾记忆展”；8月24日~11月
12 日在闽侯县博物馆推出“流金溢
彩 国粹新颜——当代景泰蓝精品艺
术展”等。

到这里赏月打卡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福州赏月之地各有风采，但要赏
福州城里的月光，最具意境的必然是
在三坊七巷的一方古厝中，飞檐高墙
上的皓月。中秋期间，三坊七巷还推
出国潮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传统习俗
与时代新潮交互，演绎出不一样的中

秋韵味。
●鼓岭旅游度假区

带上家人，捎上茶点，登上鼓岭
观景台，一同“举杯邀明月”，尽观榕
城华美夜色，共享中秋之乐。在柱里
露营地林地间、湖畔边漫步赏月、露
营野餐。
●“闽江之心”

闽江夜色之美，闻名榕城，中秋
赏月绝佳地，闽江当然占一位。当夜
幕降临，明月升空，华光璀璨，乘着

“茉莉号”，泛舟江上，品一杯茉莉花
茶，月色与七彩灯光倒映水中，江面
流光溢彩，天上宫阙莫过于此。下了
游船后，沿着“闽江之心”漫步，吹吹
江风，看着天上明月，仿佛感受到千
百年前古人抬头望月的情绪与乡愁。
●下沙海滨度假村

面朝大海，身上有海风轻拂，头
顶有月光倾泻，海上碧波万顷，在月
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下沙海滨度假
村就是体验“海上升明月”的最佳地

点。下沙海滨度假村还推出海滨团
圆赏月盛宴等活动，品美食，赏明月，
听潮起潮落。
●镇海楼

镇海楼是福州古城的最高楼，也
是赏月的好去处。华灯初上，登上镇
海楼，西可望西湖，南可看“两山”，福
州城区的夜色尽收眼底。
●贵安溪山温泉度假村

暮色降临后的溪山温泉，被月光
赋予浪漫的外衣。中秋期间，溪山温
泉推出“当中秋遇上宋潮”活动，可体
验听歌游园、非遗手作、宋韵雅集、竹
筏游江、品茗赏月。

“赏月”主题旅游线路
●泛舟赏月

线路一：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闽江之心”-“茉莉号”游船/闽江夜
游

线路二：福建博物院-福州西湖
●登高赏月

线路一：鼓山登山古道-十八景
眺望台/鼓岭旅游度假区

线路二：永泰青云山-中国云顶
景区
●露营赏月

线路一：昙石山特色历史文化街
区-旗山湖公园

线路二：福州烟台山-梁厝特色
历史文化街区
●海滨赏月

线路一：罗星塔-琅岐龙鼓度假
村-红光湖公园

线路二：文武砂王母礁-下沙海
滨度假村
●古厝赏月

线路一：乌山-三坊七巷（严复故
居、二梅书屋、小黄楼、水榭戏台等）-
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

线路二：闽都民俗园-闽越水镇

文旅优惠促销红包不断
为促进假期文旅消费，9 月 14

日~10 月 7 日福州市文旅局联合同
程旅行推出福州文旅产品优惠套
餐和大额红包补贴福利，发放不少
于 100 万元同程平台消费红包。此
外，三坊七巷国潮生活馆、三坊七
巷国潮旅拍、闽江游、苍霞码头-烟
台山码头水上巴士、最忆船政、源
脉温泉园、贵安温泉、贵安欢乐世
界、闽菜文化博物馆、聚春园大酒
店、福州大饭店、松有泉温泉康养
馆、福龙泉澡堂等推出景区门票、
套餐、客房、餐饮、伴手礼等优惠，
将“宠粉”进行到底，邀请游客赴一
场高性价比之旅。

更多活动、展演及优惠信息请关
注“遇见福州”微信公众号，产品优惠
仅供参考，具体价格、优惠时间等，敬
请以各景区提供为准。

文明路上 鼓楼很美
——从居民手机里的照片看鼓楼文明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莫思予 通讯员 彭辉

▶居民们漫步在
福道上。

本报记者 池远摄

闽江夜景。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三坊七巷内的“三条簪”潮流快闪秀。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