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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晚报讯】 5月 19日至
22日，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福建
省政府主办，福建省文化和旅游
厅、福州市政府承办的 2023年“茶
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题活动主会
场活动在福州举办。

5 月 21 日是第四个“国际茶
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继续举办

“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题活动，
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
式、扩大活动规模。

2023年“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
主题活动包含开幕式、“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题论坛、“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茶文化非遗项目展示交
流活动、福州茶文化线路、《茶道》

音乐剧表演等精彩活动。其中“茶
和天下 共享非遗”茶文化非遗项
目展示交流活动于5月20日、21日
在福州市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举
办。

福建的茶文化和茶生产制作
工艺，在中国茶业发展乃至世界
茶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

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包含了
福建省的武夷岩茶（大红袍）制
作技艺、铁观音制作技艺、福鼎
白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窨
制工艺、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
漳平水仙茶制作技艺等 6个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工作得

到了传承群体的积极响应和广
泛参与。

本次活动也邀请了参与申遗
工作的其他 14个省区市文化和旅
游厅（局）共同协办，力求让更多人
近距离了解和体验中国茶文化的
深厚内涵，普及、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管澍）

综合新闻

2023年“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题活动举办

福州，盛会主会场！

探索“福马先行”经验 促进闽台融合发展

第六次福马磋商会举行
【福州晚报讯】 5月18日，作

为第二十五届海交会重要活动之
一的第六次福马磋商会在福州成
功举办。马祖王忠铭县长率马祖
代表团一行 70多人参会。福马
磋商会机制的重启，标志着福州
与马祖两地在携手先行，同心打
造“一日经济生活圈”，加快建设
福马共同家园方面迈出坚实一
步。

呈现三大特点
聚焦12项议题

18日上午，福州与马祖代表
就福马通水、通桥工作，福马同源
历史文化探究，跨境电商新航线
研讨，马祖高粱酒营销推广，海
上合作机制优化等 12项议题，展
开磋商。议题聚焦恢复扩大两
地间交流，受马祖乡亲关注和欢
迎。

本次磋商会突显三大特色
亮点：这是“小三通”复航后举办
的首次福马磋商会，标志着福马
两地间沟通协商机制正式恢复；
首次在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期间
举办，借力“海交会”品牌促进马
祖与福州都市圈的全方位交流交
融；首次在福马通水工程等方面
进行共识文本交换，创新了磋商
成果转化落实形式。

福马磋商会是福州与马祖两
地于 2015年起建立的常态化磋
商会制度，此前已举办 5次，曾就
深化旅游、校际交流、海洋养殖等
66个议题进行磋商，达成多项共
识。在两岸共同努力下，福马两
地经贸、文化、旅游合作不断深
入，越来越多的马祖乡亲往来大
陆，走亲访友，观光旅游，寻找商
机。

达成多项共识
交换共识文本

18日，福马双方秉持“福马
一家，互惠合作”理念，在会上达
成多项共识，并举行了《福马共饮
一江水共识书》《福马村居携手建

设福马共同家园倡议书》《福马媒
体加强合作共识书》交换仪式。

福州日报社与马祖日报社将
合力为福马两地民众搭建信息桥
梁，这也是两岸媒体融合的创新
之举。马祖日报社社长邱桂惠表
示，双方将充分挖掘两地文化旅
游资源，互开专栏、共创精品，希
望把马祖的好介绍给福州乡亲，
让彼此更熟悉。

在《福马村居携手建设福马
共同家园倡议书》中，双方提出社
区、村里共同推动两地各领域交
流合作，携手共谋和平发展、深化
两地合作往来、促进同胞心灵契
合、促进青年交流交融，合力打造
一日生活圈，加快建设福马共同
家园。

“小三通”复航
福马交流大增

两岸一家亲，福马亲上亲。
今年1月8日、2月19日，中断近3
年的“两马”“黄马”航线先后复
航。福马交流合作闸门一经打
开，两岸乡亲往来的浪潮势不可
挡。

交流走深走实，民众走亲走
近。年初以来，马祖县长王忠铭
已 3次率团来榕参访，推动福马
两地经贸、文化、旅游合作，着力
打造福马“一日经济生活圈”。福
马双方在恢复扩大两地民间、基
层、宗亲、文旅、青年、媒体等领域
交流方面取得诸多共识，共同举
办了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两马
同春闹元宵、福马旅游交流会、福
马村居交流活动、两地媒体对接
交流活动等。

如今，“福马共同家园”建
设的蓝图正化为脚步坚实的行
动——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等领域合作均稳步推进，造福
马祖乡亲，促进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助力现代化国际城市建
设，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
园先行城市。

（何佳媛 马丽清）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榕开幕
有福之州迎来“博物馆奇妙夜”

福州全城共享文博盛宴
18 日上午，2023 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
活动开幕式在福建博物院举
行。入夜，“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主会场举办地城市系列
活动“有福之州 博物馆之
夜”，在福州盛大启幕。围绕

“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
活”这一主题，收藏在文博单
位的文物瑰宝、散落在闽都
大地的古厝都“活”了起来，
走进了更多人的文化生活和
精神世界。

在福州的文化客厅——三
坊七巷，中国城市中心保存最
完整、面积最大的古建筑群，奏
响“有福之州 博物馆之夜”的
序章。200 多座保护建筑、30
多处博物馆，吸引四海八方的
宾朋走进坊巷。

在郎官巷严复故居，沉浸
式小剧场让人们在短暂的时光
牵引中，领略这位以教育救国
为己任、变法图存振兴中华
的伟大思想家波澜壮阔的一
生；在二梅书屋（福建民俗博
物馆），利用数字技术，被誉
为福州版《清明上河图》的
《福州城与南台城图》“活”了
起来，300 多年前人潮熙攘、
船行水流的康熙开海福州盛
景展现在眼前，让宾客、观众
连连称奇。

在小黄楼、水榭戏台、林则
徐纪念馆，观众领略了福州最
美花厅的风采，欣赏了楹联鼻
祖梁章钜留下的楹联瑰宝，观
看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等文博
表演。

伴随着三坊七巷光禄吟台
主舞台“有福之州 博物馆之
夜”亮灯仪式的举行，这场文博
盛宴在全城正式启动。

和主场三坊七巷一起亮

灯的，还有以福州城市中轴线
和山水走廊为框架的七大文
博群落，文博漫游活动拉开大
幕。

“福蕴古城”——新店古城
遗址公园考古之夜，缓缓打开
考古探秘之门，首次发布的闽
越博物馆动画将古老的故事娓
娓道来，小考古队员们在甜品
做成的“沙土”中挖掘“宝藏”，
跟随“瓦当飞盘”划出的“同心
圆”，一同开启“闽越元宇宙”考
古之夜。

“福寄冶山”——冶山春秋
园穿越之夜，一把春秋时期的
宝剑从欧冶池腾空而起，展示
了著名冶炼家欧冶子淬火铸剑
的场景。

“福聚双杭”——上下杭光
影穿梭之夜，在光影之间讲述
烟火双杭的复古风情。

“福到福街”——苍霞福街
寻宝之夜，非遗冷凝合香传承
人带领市民制作冷凝合香“福”
字牌，一同“造福”。

“福满烟山”——烟台山国
潮派对之夜，览万国建筑、逛万
国集市、品万国音乐、享万国舞
会，历史与潮流在这里深度交
融，商业与文化在这里激情碰
撞。

“福船万家”——中国船政
文化城传福之夜，新一批船政
学堂的“学子”入学堂、换学装、
制船模、绘海图、掌船舵，追忆
船政往事，感悟百年薪火相传
的“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
船政精神。

“福启海丝”——长乐和平
街海丝扬帆之夜，动态影像呈
现郑和船队浩浩荡荡开洋入海
的壮阔场景。

此外，国际博物馆日期
间，福州全市博物馆合力端出
丰盛的文博版“佛跳墙”，市民
游客在“全城竞放、全龄覆盖、
全景呈现”的 N 个文博活动
中，找到与“博物馆、可持续性
与美好生活”这一主题亲近的
方法。 （管澍）

“有福之州 博物馆之夜”，水榭戏台实景演出。林双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