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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茉莉”“金榕树”等奖项评选开启

快来选出你心中的
“闽味100”餐厅

福州福州 物物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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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晴，气温11℃～23℃ 明天 晴，气温13℃～24℃

■记者 朱丹华/文 石美祥/摄

台上，悠扬的钢琴声如行云流
水，从杨刚的指端倾泻而下；台下，20
多名银发老人看着大屏幕齐声歌唱，
欢乐祥和的气氛在教室里萦绕……

11月17日下午，文化志愿者杨
刚走进福州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
义务上了一堂普普通通的音乐课。
这样普通的课，他每周上一次，已坚
持了14年。

毕业于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声乐
专业的杨刚是“70后”，公益性单位
福州市文化馆（原福州市群艺馆）的
音乐教师。

2009年，他在电视上看到志愿
者春节前夕到福利院为老人演出，老
人们笑容灿烂，高兴得像孩子。他就
想：“我能不能也为老人们做点什
么？定期教唱歌怎么样？”

于是，他主动联系市社会福利
院。市社会福利院负责人高兴地
说：“我们正缺能够常态化为老人服
务的人啊！”

下转A3版

坚持每周教老人们唱歌

杨刚：为福利院送去欢歌14年

■记者 林铭/文 叶诚/摄

福州晚报讯 今日是世界儿
童日。昨日上午，以“有福之州·
童享未来”为主题的福州儿童友
好城市LOGO标志与 IP形象发布
会在闽江之心海丝广场举行。

活动由市妇联、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主办方
围绕童趣、开放、活力、亲和、数字、
兼具缤纷多彩和地方特色的原
则，以“全域打造新时代儿童的有
福之州、幸福之城”的理念，为福
州儿童友好城市LOGO和 IP吉祥
物进行了专属设计，让儿童友好
的理念更加形象化、具象化。

福州儿童友好城市LOGO以
有福之州的“福”字为创意原点，
将昙石山、船政、三坊七巷、寿山
石等四大文化名片元素融进“福”
字创意中。同时“福”标志还体现
市树榕树、市果福桔、马鞍墙、福
船、屋檐、印章、笑脸等元素。“整
个标志呈现一个‘福’字，标志缤
纷多彩，具备童趣与活力，寓意福

州的儿童是有福气的儿童。”市妇
联相关人士表示。

福州儿童友好城市IP设计创
新采用了2个形象与1个小精灵
的“2+1”形式，将福州元素及“数
字娃娃”概念进行最大化体现；主
体形象采用了“市树榕树、市花茉

莉花”作为主要设计元素，小精灵
采用了“市果福桔”作为主要设计
元素，三个形象茉茉、榕榕和福精
灵与“数字福州”概念相辅相成，
动态间相互搭配。

福州是首批 14个建设国家
儿童友好城市之一。活动现场，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福州分公司安
泰图书城、晋安湖公园、元翔（福
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福州教
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华润万象城、鼓楼区南街街道、福
州地铁金山站、福州市第二总医
院妇幼保健院、福州市直机关幼
儿园、水部街道建华社区等被授
予第一批1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示范点。

主办方还为鼓楼区东街街道
军门社区等福州市家庭教育创新
实践基地、亲子阅读体验基地代
表进行了授牌。

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闽江
之心茉莉大街设置了“友爱集
市”“友益科普”“友趣体验”等多
个沉浸式体验环节。两个儿童
友好城市 IP人偶与孩子们互动
问答、合影留念。小朋友化身儿
童友好使者，义卖捐助困境儿
童，并参与剪纸、翻花、木偶戏、
虎尊拳、福州金鱼、茉莉花窨茶、
手偶剧等各类体验，充分感受福
文化的魅力。

杨刚。

福州儿童友好城市LOGO发布
IP形象茉茉、榕榕和福精灵与市民“见面”

少儿闽剧《游春》。

福州儿童友好城市LOGO。

福州儿童友好城市IP形象。

百年石刻露真颜
今人赋予新意义

罗宁古官道：
千年古道 驿路芳华

A4

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