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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燕晓）中秋节
和国庆节将至，为展现“非遗+国
潮”的独特魅力，昨日，“山海福
厝”国潮嘉年华活动在三坊七巷
启动，活动持续至 10月 7日。国
潮嘉年华以“国潮”形式创新演
绎传统文化，展现闽都文化时尚
力量。

“三坊七巷飘着肉燕香、响
着木槌声，大家都给我竖大拇
指。”昨日，《坊巷槌声》节目在
百年老铺同利肉燕门口上演。
同利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也当上了演员，现场表演打肉
燕，其他演员则在旁边跳着街
舞。

酷炫的舞狮节目《百狮报
禧》、新颖的情景互动剧《穿越
2024》、时髦的创意三弦秀……
南后街上，行进式国潮创新表演
精彩不断，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
极具国潮特色的文化盛宴。

《潮玩闽剧》把闽剧、摇滚乐
和街舞融合在一起，将现场氛围
推向高潮。一路跟着看表演的
市民陈羽丰说：“活动新颖，很适
合我们年轻人，国潮和非遗融合
得很巧妙，我期待后续的系列活
动。”

启动仪式上精心推出的《巾
帼韵》“三条簪”国风潮舞，通过
时尚国潮舞蹈展现福州传统妆
束技艺，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
中继续闪耀。“三条簪”非遗的爱
好者唐雨欣表示：“希望通过‘非
遗+国潮’的方式，让‘三条簪’被
更多的人知道。”

活动期间，三坊七巷、上下
杭、南公河口、朱紫坊、梁厝等街
区将开展福州“三条簪”国潮秀

快闪、“三条簪”妆造体验、美拍
打卡等活动，带领广大游客了解
福州传统妆束技艺，近距离感受
闽都国潮之美。

据介绍，此次“山海福厝”国
潮嘉年华系列活动由三坊七巷

“福厝潮有戏，闽式生活季”、朱
紫坊“福厝话朱紫，国潮游园
季”、上下杭“福厝月双杭，国潮
非遗季”、梁厝街区“福厝新潮
派，金秋露营季”系列活动组
成。重点推出福州传统非遗与
国潮结合的新玩法，如沉浸式街
区情景剧、非遗跨界国潮系列表
演、月满坊巷中秋拜月礼、国潮
非遗艺术夜、非遗橱窗秀、非遗

互动剧游等。
福州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

司文旅发展部副经理李竞欣介
绍，智慧坊巷还推出新潮玩法，
三坊七巷官方旅游小程序推出
线上“文旅地图”，融合三坊七
巷旅游景点、美食餐饮、线路攻
略等各类信息，以分类全景动
态的方式展现三坊七巷文旅消
费资源及其深厚的人文历史底
蕴。

此外，三坊七巷还联合鲸探
平台，于 9月 26日限量发行数字
藏品。该数字藏品将以“盲盒”
形式发售，集齐四款不同藏品，
即可解锁“坊巷”惊喜。

福州新区两岸融合社区
举办庆中秋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日前，由新投发展集团
携权属海瑜公寓公司举办的“月圆中秋、‘瑜’你同
乐”2024年中秋主题活动在福州新区两岸融合社
区——新投海瑜菁英社区（汀兰雅郡店）举办。柔
柔晚风吹拂下，500余名两岸企业人才代表和新区
干部职工欢聚一堂，喜迎中秋，共话团圆。

手工制作一盏小巧玲珑的“月球灯”，与直径
达 6米的“巨型月亮”合影，在趣味横生的游园活
动中放声欢笑……当天，一系列浪漫唯美的装置
布景和趣味十足的活动，成功吸引人们热情参与
并拍照留念。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没想到楼下会有这
么热闹的活动，而且还有最近很流行的游戏体验，
既有传统文化的节日氛围，又有新潮的年轻化布
置，感觉一下子就放松了。”在周边园区工作的丁
先生点赞道。

本次活动共设置超级月亮打卡、中秋猜灯谜、
黑神话·悟空、中秋游园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与体验活动，以同根同源的文化脉络，牵起两岸相
依相连的血脉亲缘，为两岸人才搭建共融共通共
情的交流平台。

下一步，福州新区将立足两岸合作交流重要
承载区建设，聚焦“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
融”，用好用活两岸融合社区、台胞职业资格一体
化服务站等平台，积极搭建两岸人才交流“桥梁”，
让台湾人才融入新区、爱上新区、安家新区，加快
打造台胞登陆第一幸福家园。

“天天在高速上转，实在没
时间转厝（福州话意为回家）”

“电话都是讲安心，其实都没空
洗澡”……中秋佳节临近，近日，
一首福州话歌曲《平安回家》温
暖了无数货车驾驶员的心。这
首由福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
队原创的歌曲中，执法人员“跨
界”玩说唱，以独特“虾油味”深
情致敬货车驾驶员，并开展高速
交通安全知识宣传。

《平安回家》的作词、演唱由
4名执法人员共同完成。为了让
歌曲更加贴近听众，创作团队受
知名“福州话说唱歌手”万妮达
启发，巧妙融入福州方言说唱元
素，不仅让歌曲更接地气，更赋
予了它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

林楚钧是福州高速公路行
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凭借对
日常工作的满腔热情以及年轻
的心态，在歌曲创作中，他负责
福州话作词部分。“歌词创作不
仅要求押韵，还要与旋律紧密契
合。”林楚钧坦言，刚开始由于对
地道的福州方言掌握有限，在词
句的斟酌、标准发音等方面遇到

不少困难。
工作之余，林楚钧积极向闽

侯县福州方言文化研究学会副
会长张庆标求教。从歌词的润
色，到福州话的发音，林楚钧不
厌其烦细细打磨，力求让歌词更
加通俗、生动。经过一个多月创
作，歌词终于完美呈现。

“背井离乡去搏明天，车厢
里装满家的牵挂”“承载着家人

的期盼，平凡普通而努力生
活”……听完富有特色的方言说
唱，记者发现，歌词质朴、走心，
字里行间道出了货车驾驶员的
不易。能写出这样的歌曲，源自
执法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与货车
司机的深度交流。

“在日常执法工作中，我们
同许多货车司机有过接触，发现
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生

活四处奔波，常常忙时就吃一碗
泡面充饥，困了就找一张椅子简
单休息，很不容易，所以有感而
发，写出这些歌词。”负责普通话
部分作词的福州高速执法支队
大湖中队负责人林中楠说。

音乐创作，词与曲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如何创作出既符
合说唱潮流，又不失稳重的乐
曲，成为作词后面临的新难题。
林楚钧在与同事的日常交流中
发现，同事的孩子李昱程正在音
乐学院就读，便请他编曲，后又
邀请了国家一级作曲家、福建省
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主任林东
波作曲。

“主创团队与林东波老师多
次交流，不断完善，最终确定了
音乐风格，完成了作曲，实现歌
词与旋律相得益彰。”林楚钧说。

词与曲顺了，还得把歌唱
好。“经过日复一日地练习，我们
从第一次说唱‘打结’，到如今已
是一气呵成。”歌曲的演唱者、支
队执法人员林丹乐和俞洋立说，
现在只要旋律一起，他们就会情
不自禁唱起来。

“《平安回家》旨在通过音乐
的形式，搭建起执法人员与司乘
人员相互理解、尊重的桥梁，并
将高速执法人员的祝福与期盼
传递给货车司机，营造有序、平
安、健康的交通运输环境。”福州
高速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陈宝禄
说，希望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
都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
家。

据了解，这首充满“虾油味”
的歌曲已在中国交通报官方视
频号、福建发布视频号、福建交
通微信公众号、福州高速执法抖
音账号等平台发布，朗朗上口的
旋律及接地气的歌词，引起不少
货车司机共鸣。未来，这首歌将
在福州高速沿线的服务区内循
环播放，持续扩大影响，让安全
出行、规范装载深入人心。

少吃“三高”月饼 多吃些鸭肉木耳

秋季这样吃更健康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陈冰）中秋假

期，少不了与亲朋好友聚会叙旧，一起品味舌尖上
的中秋美食。那么，中秋佳节怎么吃才更健康？
吃月饼要警惕哪些误区？中秋适合吃什么？昨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妇幼保健
院营养科医生林晓婷。

中秋节吃月饼必不可少，但需要关注的是，月
饼是高油、高糖、高能量的“三高”食品，过量食用
会引起腹胀、消化不良、血糖升高等问题。尤其是
孕妇及儿童应适当进食，不能贪多，进食过多易出
现妊娠期糖尿病、孕期体重增长过快、儿童肥胖
等。有的市民朋友考虑到月饼吃不完，扔了又可
惜，会把月饼里的红枣、豆沙、蛋黄等馅料取出来
再利用，这是不可取的。如果把月饼的馅料拿来

“二次开发”，除了摄取热量外，几乎没有其他营养
价值。

月饼里碳水化合物含量高，可以相应减少米
饭、馒头、饼等主食。同时，月饼含糖，可以减去一
天的甜食和甜饮料，配着淡茶吃月饼，如此可避免
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总量。

常言道“贴足秋膘好过冬”。林晓婷提醒，秋
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养生的季节，在享受美食的
同时，更应该注重饮食的合理搭配和健康需求，大
家不妨多吃些鸭肉、鲤鱼、木耳、山药等。

中秋第一肉：鸭肉。秋季的饮食更应偏向清
热、润燥、生津、养阴，鸭肉的滋补性质为清补、凉
补，非常适合用于初秋滋补，被誉为“秋天第一
肉”。

中秋第一鲜：鲤鱼。鲤鱼能除湿开胃、利水消
肿。做鲤鱼时可以适当加一些能除湿的食材，比
如陈皮、冬瓜、葱白等。赤豆鲤鱼汤是一道能缓解
肾炎水肿的经典食疗方。

中秋第一菌：木耳。木耳味甘、性平，具有益
气、润肺、补脑、轻身、凉血等功效。木耳有“血管
清道夫”之称，秋天多吃点木耳，一方面有利于排
毒通便，另一方面有凉血、增加食欲之效。

创新演绎传统文化 展现闽都时尚力量

国潮嘉年华启动

高速行政执法人员创作福州话歌曲为货车司机送祝福——

佳节来临 平安回家
本报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吴国棋 陈秋霞 余圣建

林丹乐（右）和俞洋立认真练习演唱。通讯员 陈秋霞摄

“山海福厝”国潮嘉年华启动仪式在三坊七巷举行。
本报记者 原浩摄 ▲活 动 现 场

带来了“三条簪”
妆照体验。

本报记者
原浩摄

面粉、猪油混合后擀制摊平
做皮，包入肥肉、白糖、花生、芝
麻等馅料，在炉内烤制后香气扑
鼻……昨日上午 9点，位于长乐
区营前街道营前社区解放路 46
号的营前供销合作社饼厂内，前
来购买礼饼的顾客络绎不绝。

制饼传承人、供销社退休职
工陈孝贤告诉记者，月初，营前
礼饼便迎来了客流高峰，每天都
能卖出百余份。近几年来，长乐
的各种饼店多了起来，但仍旧有
不少顾客眷恋这口“老味道”，时
常前来光顾。

“我是特地从鼓楼下来买饼
的，前两年来长乐玩的时候无意

中发现了这个饼厂，非常软糯好
吃！是别处买不到的口味。”手
提几袋礼饼的王依伯说，这次，
他特地带上两个好友趁中秋前
夕“错峰”买饼，顺便到长乐来一
场“微旅行”。

光顾的顾客中，还有不少是
为外地亲友“代购”的本地人。
村民陈依姆为在美国的姐姐买
了 100多元的礼饼，光邮费就花
了300余元。“中秋吃礼饼是我们
长乐的传统，也是姐姐一直惦记
的家乡美味。”陈依姆说。

远销海外的营前礼饼，究竟
有何魅力？陈孝贤说，这源于饼
中浓浓的“人情味”。

礼饼是长乐人做寿、添丁、
嫁女、乔迁、祭祀、走亲访友的必
备礼品之一，几乎贯穿每个长乐
人的一生，是不少长乐游子魂牵
梦萦的家乡味道。

“逢年过节，不少在外省打
拼的长乐人都会定一些营前礼
饼，作为礼物分发给企业驻地的
朋友，也有很多华侨华裔带着礼
饼‘出海’，让营前礼饼蜚声海
外。”陈孝贤介绍。

为了让这份“家乡味道”保
持原汁原味，在这个讲究速成的
年代，营前供销合作社饼厂依然
坚持传统配方、严格选料，采用
手工制作的方式制作礼饼。与

机器制作的礼饼相比，这样的手
工礼饼，香味更纯正浓郁。为保
证礼饼的口感，陈孝贤每次都是
小批量制作，少量多次，让礼饼
维持新鲜出炉的状态。

营前供销社饼厂始建于
1956年，是长乐礼饼加工企业中
的老字号，做饼的手艺沿袭至今
已是第四代。起初，饼厂由数十
名供销社员工负责运营，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饼厂面临着人员流
失、传统制饼工艺后继无人的困
境。营前供销社果断采取措施，
围绕技艺传承、食品安全、设计
包装、品牌推广等，指导开展改
革创新，同时修缮设备、提升工

艺，传统口味得以继续保持。这
番努力成果显著，在福建省供销
社举办的农产品推介展销会及
长乐民俗文化节上，礼饼作为

“名优特产”参加展销后，每次都
被抢购一空。

2021年，营前供销合作社再
进一步，将“营合”注册为礼饼的
商标，将地域文化融入品牌建
设。“要让营前礼饼获得更多人的
喜爱，除了要做好产品品质，更要
打响知名度。当前，我们正在探
索将营前供销社礼饼申报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希望可以打造一个
产品优、信誉好的本土品牌。”营
前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说。

交警提供避堵指南
方便市民假期出行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榕交警）中秋
节期间，主要进出城通道、热门景区、重要商圈周
边道路交通压力将大幅上升。福州交警日前发布
中秋节福州城区交通出行提示，为市民群众节日
出行支招。

中秋3天假期，主要进出城通道中祥谦、福州
南、福州西方向较易发生拥堵：祥谦方向拥堵路段
集中在螺洲互通—祥谦收费站路段，福州南方向
拥堵路段集中在湾边互通—福州南收费站，福州
西方向拥堵路段集中在建平路。出城方向拥堵时
段集中在15日9时至12时。汽车站、火车站周边
道路拥堵时段集中在15日8时至10时。

预计严重拥堵路段如下：
宝龙广场、万象九宜城周边易堵路段为西二

环（工业路—交通路），易堵时段为16时至19时；
东街口东百商圈、三坊七巷周边易堵路段为

杨桥路（达明路—八一七路），易堵时段为16时至
21时；

烟台山公园周边易堵路段为仓前路，易堵时
段为16时至22时；

上下杭周边易堵路段为白马南路，易堵时段
为17时至19时；

中亭街周边易堵路段为八一七南路，易堵时
段为16时至19时；

台江步行街周边易堵路段为台江路，易堵时
段为18时至21时；

杨桥路山姆会员店周边易堵路段为杨桥西路
（白马路—江滨西大道），易堵时段为 17时至 20
时；

森林公园、赤桥公园周边易堵路段为福飞北
路（新园路—莲花峰路），易堵时段为9时至11时；

农大沙滩公园周边易堵路段为西三环（淮安路
—妙峰路），易堵时段为9时至11时、15时至19时。

山海福厝山海福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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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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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国潮创
新表演在三坊七巷
进 行 了 沉 浸 式 演
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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