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吴丹红 江超云）昨日，“碧血千秋——
马江昭忠祠历史展”在中国船政文化
博物馆临展厅启幕，展览为期 3个月，
免费向公众开放。

此次展览介绍了马江昭忠祠的由
来及历史沿革，见证了近代中国向海
图强、谋求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光
辉历史。

开展首日，邓世昌、丁汝昌、林国
祥等甲午海军将士后裔参观了展览，
众多市民携家带口来观展。展馆内的
各种船模，引起了小朋友的兴趣，家长
给孩子们讲述甲申战争、甲午海战的
悲壮历史，弘扬海战英烈的爱国精神。

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马江昭忠祠承载着一代代
船政人对海军英烈的无限敬仰，保护
好马江昭忠祠，讲好马江昭忠祠的故
事，是尊重英雄、缅怀先烈，弘扬民族
精神的重要体现。

马江昭忠祠历史展开展

相关新闻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吴丹红 江超云）昨日，
一群甲午将士后裔从全国各地
齐聚马尾昭宗祠，缅怀先烈，传
承船政精神。当日，甲午海战
130 周年、甲申海战 140 周年公
祭仪式暨“致敬先贤·寻根之
旅”活动在马江海战纪念馆举
行。

上午 9 时，昭忠祠前，气氛
庄严肃穆。福建船政文化系统
工作人员代表、海军部队代表、
海峡两岸船政后裔、大思政课教
育共建学校代表、近代海军史专
家、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等相关
协会代表及学生代表约 110 人
肃立，共同缅怀在海战中英勇献
身的英烈。邓世昌、丁汝昌、林
国祥等甲午将士的后裔也位列
其中。

随着昭忠祠正门缓缓打开，
大家怀着对英烈的哀思缓缓步
入大殿，集体默哀，向英烈牌位
敬献花篮，诵读《公祭甲申、甲午
海战英烈祭文》，行三鞠躬礼。

130年前的 9月 17日，中日

甲午黄海海战爆发，民族英雄邓
世昌等爱国将士以身殉国。

甲午英烈刘相忠是致远舰
三等水手。10岁的李锦一是刘
相忠的后人。“祖太爷的英勇事
迹是我们家族无上的荣耀。这
份荣耀激励着我，我将秉承先辈
遗志，勤奋学习，传承发扬甲午
精神。”他说。

李锦一的奶奶刘素华也从
北京赶来福州。“海战后裔在中
秋佳节齐聚福州祭拜先烈，令我
很感动。这次来福州还看了《最
忆船政》，英烈们不屈不挠的精
神深深打动了我。”她说。

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
陈悦说，参加此次中秋公祭活动
的，不少都是海战名将的后裔，

比如丁汝昌后裔丁昌明、邓世昌
后裔邓中新，还有 6名管带的后
裔以及当年台籍将士的后裔。
台胞范贤娟说，船政文化在海峡
两岸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特别
是在台湾的基隆、台北等地，均
留下了深刻的文化传承基因与
鲜明印记，两岸应该共同讲好这
些故事。

“今日之行，让我深刻体会
对英烈的缅怀之情，以及他们英
勇事迹对后世的影响。我将把
这份感受与家人、朋友分享，让
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继续照耀
我们前行的道路。”特地从安徽
蚌埠赶来的丁昌明说。

活动由福建船政文化管理
委员会主办。活动期间，主办
方还向船政后裔代表赠送了
《马江昭忠祠入祀甲午海战忠
勇殉国将士名录》。此外，纪念
甲午海战 130 周年学术分享
会、“图上探寻海战 回到历史
现场”纪念甲午海战 130 周年
研学兵棋推演主题研学等活动
也同步举行。

甲午海战将士后裔缅怀先烈。（福建船政文化管委会供图）

甲午海战130周年公祭仪式在马尾举行

邓世昌等将士后裔共同缅怀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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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旅游过节”成为越来
越多人欢度佳节的方式，在旅行
中体验各地民俗，舒缓疲劳身心，
感受多元文化。今年中秋假期，
福州“微度假”、文化游市场火热，
以赏月文化为核心的“中式夜游”
成为文旅消费亮点。

“中式夜游”兴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15 日

晚，上下杭中秋国潮非遗艺术夜
拉开序幕。三捷河畔，皓月当空，
古厝、古桥、古树在光影映照下，
交织成一幅绚烂多彩的水乡画
卷。

江西游客李怡悦在上下杭收
获了不少惊喜，拿着在“杭肆云
集”DIY的“中秋微醺”冰杯，逛国
潮非遗艺术展，再来到三通桥，在
月下听民谣歌者的浅吟低唱，赏
一场实景演艺。“福州的夜晚很有
韵味，在古色古香的巷子里和大
家一起赏月、看演出，是很特别的
中秋体验。”她说。

在集市灯会中穿梭，体验传
统文化的热闹与繁华；乘坐“茉莉
号”游船，欣赏闽江两岸的灯火与
月光交相辉映；登上鼓岭，俯瞰月
光下的榕城；在闽越水镇看一场
震撼的火舞表演，火壶、火刀、火
棍、吐火秀和打铁花，让人流连忘
返……从坊巷古厝到集市灯会，
从登高望月到泛舟赏月，各种形
式的“中式夜游”活动层出不穷，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体验。

市旅游协会会长韩鸣认为，
“中式夜游”的兴起，是文化自觉
和自信的体现，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在赏月的同
时，也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和民俗
风情。

“微度假”放松身心
昨日下午，鼓山游客如云，不

少游客在缆车点排起长队。“平时
工作忙，到福州爬鼓山，既能满足
旅行愿望，又不会身心疲惫。”来
自莆田的戴女士说，趁小长假，她
特地带着女儿来福州做一场文化

“微旅行”。
除了暑期的“特种兵长途游”

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庆长线游，许

多人都利用中秋假期给身心“松
松绑”。“微度假”以其灵活便捷的
特性，成为不少福州周边上班族
的首选。多家在线平台数据显
示，今年中秋假期旅游以中短距
离游为主，市民选择前往省内城
市和跨省邻近城市“微度假”。

随着“微旅行”概念的普及，
福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目
的地开始受到更多关注。越来越
多人走进古色古香的三坊七巷、
雕梁画栋的西禅寺，以及集奇峰
异石于一体的石竹山，和山清水
秀的青云山……在“微旅行”的探

索中，长途跋涉不再是旅行仅有
的意义，近在咫尺的美好让人更
为惊喜。

此外，还有不少年轻人选择
到工作地附近或家门口的绿地、
公园放松身心。上班族小李选择
了家门口的闽江公园作为假期

“快充站”。“在家门口赏花、散步、
享受自然，也能有满满的幸福
感。”小李说。

闽都文化备受青睐
连日来，不少外地游客专程

来榕体验“三条簪”，福州也抓住

了这波“泼天流量”。近日，2024
福州“三条簪”妆造文化活动在三
坊七巷举行。“三条簪”非遗快闪、
国潮秀、妆造文化展、非遗妆造体
验等活动，将非遗文化与千年坊
巷相融合，让不少游客大呼过瘾。

来自四川的段女士一下高
铁，便直奔三坊七巷。“原本我打
算游玩厦门、泉州和莆田，但通过
视频了解到福州的‘三条簪’，觉
得这是特别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服
饰造型，特地挤出时间来体验一
下。”段女士说。

无独有偶，还有不少游客为
“悟空”而来。近日，首个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破圈，也
成功带火福建的齐天大圣信俗文
化。

来自湖南的玩家小周趁假期
特地到台江的霞江清泉庵庙游
览。“《黑神话：悟空》引起了我对
悟空文化的兴趣。福州的猴王丹
霞大圣相传就是孙悟空的原型。”
小周告诉记者，他还了解到福州、
闽北顺昌、泉州都有齐天大圣文
物，但福州现存的齐天大圣庙最
多。“这让我对福州有了更多向
往，所以特地趁假期过来打卡，也
顺便了解一下相关文化。”

从东方美学到古典名著，中式
魅力正成为地方文旅火爆的文化
支撑，也为福州文旅事业发展带来
了更多的可能。“这是一个好的开
始。希望像这样运用历史底蕴，
通过‘文化+’丰富体验的方式，能
让更多闽都文化元素走进大众视
野，成为文旅新爆点，为福州文旅
产业带来新活力。”韩鸣说。

“中式夜游”火热 闽都文化吸睛
——福州中秋文旅市场亮点扫描

本报记者 燕晓 宋亦敏

游客在连江县后沙海滩欣赏夜景。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朱榕
赖志昌 通讯员 陈晓静 吴丹红）
中秋佳节，福州各地纷纷举办形
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赏民俗、
做手工、享派对，共度美好假期。

在马尾天后宫，17日，一场主
题为“马江仲秋月·两岸华夏情”
的传统节俗体验活动在这里举
办。活动邀请在榕台湾学生与马
尾青年学生共同参与。

当日上午的祈福仪式上，两
岸学子身着礼服，焚香祷祝，共同
祈愿平安喜乐、祖国繁荣昌盛。

“在台湾时，奶奶经常带我们祈
福。天后宫的祈福活动，我感觉
非常亲切，习俗与台湾基本一
致。”台湾学生邓湘妮说。

当天下午，仲秋民俗展示与
体验活动举行，两岸学子一起制
作桂花香囊、绘制圆月团扇、制作
月华石手链等。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大家使用干桂花、香料及精
致的布料，细心制作桂花香囊。
在圆月团扇制作区，两岸学子用
画笔在团扇面上描绘满月、玉兔、
嫦娥等。最受欢迎的是制作月华
石手链的区域。大家挑选心仪的
天然宝石与金属配件，通过巧妙
的设计与精细的手工，串成一串
串精美的手链。

在鼓岭，16日下午，来自福建
医科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20余名
外国留学生和中国游客一起登高
赏月，体验别样的榕城中秋。这
些海外留学生来自共建“一带一
路”的也门、摩洛哥、越南、柬埔
寨、泰国等国家。上午，他们在讲
解员带领下一路打卡“鼓岭缘”特
色线路，聆听鼓岭故事，下午则与
本地居民一同制作月饼，体验摆
塔等传统民俗，了解“鼓岭四宝”
背后的故事。晚上，留学生们登

上嘉湖、柱里揽月台观星揽月，沉
浸在秋高气爽、圆月高悬的迷人
美景中。

活动期间，鼓岭旅游度假区
管委会在美食街文化广场处打
造了大型创意月兔造型打卡点，

吸引中外游客打卡拍照，同时在
富家别墅、万国公益社、美食街
文化广场分别设置了传统中秋
习俗互动体验活动，如冰皮月饼
DIY、摆塔、月兔钓萝卜、博饼、
套圈、创意鼓岭农特产品手工雕

刻等，游客参与活动可赢得“鼓
岭四宝”特色礼品。其间，鼓岭
管委会还为游客派发大量中秋
礼品兑换券，联合众多民宿及餐
饮商户推出“悦满鼓山 玩转中
秋”、中秋博饼、赏月烧烤派对等
潮玩互动。

在长乐下沙，17日晚，一场主
题为“月满滨海，情满中秋”的海
滨团圆赏月盛宴活动在这里举
行。市民游客在品美食、听音乐、
赏明月中欢度中秋佳节。

海边落日集市狂欢派对、草
地音乐会、美食节等文旅活动在
下沙海滨度假村接连上演，众多
市民游客齐聚海滨，共度欢乐中
秋。美食、美景、派对的交互体
验，让他们流连忘返。“一边吃海
鲜烧烤，一边赏明月，听潮起潮
落，太惬意了！”和家人一起来游
玩的市民林女士说。

台湾学生展示她们制作的手串台湾学生展示她们制作的手串。。通讯员通讯员 陈晓静摄陈晓静摄

福州各地多彩活动庆佳节

体验传统民俗 山海潮玩赏月

月饼简约包装，在外文明用餐，共享单车
出行……记者走访福州中秋消费市场发现，
这个假期，绿色低碳、适度节约、文明健康的
消费理念广泛融入群众的衣食住行，“绿色”
成为假日消费的主打色。

15日晚，仓山金榕北路的大润发（金山
店）超市内，不少市民正在挑选月饼，月饼礼
盒区里十几种产品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大多
数月饼包装都是简约的纸盒或铁盒。记者打
开其中一款月饼礼盒，内部的月饼包装也十
分朴素。

“过去买月饼，感觉不是买月饼而是买包
装。”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林女士说，但这两
年她发现月饼的包装越来越简单，尤其是一
些知名品牌，消费者也更关注产品种类和品
质。

中秋假期前，福州各县（市）区市场监管
局全面开展节前市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检
查发现，限制月饼过度包装新标准实施一年
来，“里三层、外三层”的月饼包装越来越少，
简约的绿色包装逐渐成为市场消费新潮流。

“今年月饼市场竞争很激烈，做好产品才是王
道，设计、品质和口味是真正的发力点。”可斯
贝莉蛋糕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秋假期，阖家团圆，免不了外出就餐。
16日晚的闽江之心灯火璀璨，川菜店、烧烤
店、小酒馆内人头攒动，觥筹交错。刘先生和
家人在一家江边小店点了一份 168元套餐，
三个人正好三菜一汤。“不够再点，多了打包”
成为这家人早已形成的默契。

漫步闽江畔，晚风习习，一家茉莉花茶馆
内飘出阵阵茶香。走近店门口，写有“窨制花
茶七条椅——平抖蹚拜烘窨提”的字牌，浓缩
了茉莉花茶制作的多道工序，循着清香，安徽
游客孙先生步入店内，店内不仅有香茶可品
可卖，还有茉莉精油等茉莉花文创产品。

选购一款茉莉茶饮套餐后，孙先生注意到
每张小茶饮桌上都贴着“反对浪费”的文明标
语。“其他城市餐饮店提醒不浪费的多，但茶饮
店倒少见。”孙先生感叹，绿色消费理念应当
渗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里。

今年中秋假期，天气宜人，阳光甚好，骑
共享单车漫游榕城，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潮流。来福州游玩的河南游客小李和女朋
友，两天假期出行除了乘公交就是骑共享单
车，绿色出行成为二人不约而同的选择。“省
钱环保，还不堵车，慢慢骑，慢慢游，何乐而不
为？”小李说。

福州共享单车的易找、易停也让二人感
到十分方便。“我们去过一些城市，要么共享
单车不好找，要么不好停，福州共享单车的骑
行体验和管理秩序能排上前列。”小李点赞
说。相关统计显示，目前福州全市共有共享
单车 8.6万辆，中秋假日期间，市城管委引导
共享单车企业组建“共享单车引导员”团队，
对消费者进行停车引导。

榕奇一家 共庆中秋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魏苏熙）一年中秋

至，花好月圆日。16日下午，新疆奇台县半
截沟镇阿勒腾霍勒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热闹
非凡，以“福州援建暖民心 中秋赏月唱闽情”
为主题的庆中秋文化活动在此拉开帷幕。村
民们与福州援疆干部欢聚一堂，喜迎中秋佳
节，同时庆祝由福州援建的阿勒腾霍勒村文
化活动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广场上，旋律悠扬的《江布拉克》《金色草
原》等歌曲轮番唱响，节奏欢快的哈萨克族舞
蹈《黑走马》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村民们欣
赏着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品尝着香甜的水
果和月饼，享受着节日的温馨与欢乐。

奇台县半截沟镇阿勒腾霍乐村是哈萨克
族牧民定居点，全村共有 780余户 2800多名
哈萨克族村民。新建的阿勒腾霍乐村文化活
动中心占地面积约 800平方米，投入福州援
疆资金200万元建设，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
图书室、积分超市、文化活动室等。

“感谢福州为我们建了这个全新的文化
活动场地，让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中秋佳
节，不仅吃了月饼，还观看了很多节目。大家
深入了解了中秋节的文化内涵，体验了传统
文化的魅力，更营造了良好的民族团结氛
围。”村民马学仁表示。

阿勒腾霍勒村党支部书记叶斯哈提·马
乌兰介绍，听说这次演出在福州援建的新场
地举行，牧民们都踊跃参加。“福州援疆搭建
的这个场地，让村民们凝聚力和归属感进一
步增强。”

月饼简约包装，在外文明用餐，
共享单车出行……

榕城中秋消费市场
“绿”潮涌动
本报记者 沐方婷

我们的节日·中秋中秋

市民挑选散装月饼市民挑选散装月饼。。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诚摄叶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