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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5日，一台中国首个全区游动式旅游演艺《海丝
大秀》正式在闽清瓷天下景区上演。

一千多年前，东桥窑工“阿仁”走出闽清的山水，在万里海丝
瓷路上从闽江走向了非洲海岸，时而被抓去当船工、时而被海盗
冲击、时而同东南亚姑娘热情慢舞、时而受到精灵们的热烈欢迎、
时而被野人“抢掠”、时而与布须曼族人狂欢……最终，阿仁赢得
了自己的爱情，胜利回到了故里——全剧长约1.5小时，共设置6
大篇章：《南海起航》、《魔幻海岛》、《鱼鸟之恋》、《精灵秀》、《瓷缘
非洲》、《爆笑良缘》。这六个篇章分布在占地约500亩的闽清海丝
精灵谷上，打造了一个国内旅游演艺迄今为止最大的舞台。

气势磅礴的出海盛景、险象环生的海上历险、浪漫唯美的鱼
鸟之恋、狂野盛情的瓷缘非洲……鲜明的主题、跌宕起伏的故事
情节，加上种种异域风情与出彩的表演，牢牢抓住了现场每一位
嘉宾的目光，带来视觉、听觉的震撼，开创了旅游演艺“全区游动
式”先河，并且开创了“景演交融”、“客演融合”的发展新模式，且
每个观众都可以是演员，这样的演艺模式和观演模式让人耳目一
新，还特别好玩，游客买一张门票既看了演出，又游览了景区，还

能过一把演员瘾！
下午，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委员

会主办、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福
建新蓝海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创演
未来”中国第五代旅游演艺发展研学大会在聚
春园大酒店顺利召开。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副主席常丕军、中国文
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委员会会长崔兴亮、中国
旅游演艺联盟执行主席梅洪、国内著名青年现
代舞表演艺术家与国内最具创意舞台剧导演崔
凯、江西龙虎山美丽目的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童丽芳等多位中国知名旅游演艺界
专家不远千里来到榕城，闽清县县长陈忠霖、安
徽省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徐常宁、福建省
旅游发展集团市场部主任吴亚胜、福州市文化
和旅游局副局长陈炳荣、南平武夷旅游集团董
事长葛毅、屏南县分管旅游副县长高晓爽、南平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廖泉义、江西省上饶市
旅游协会秘书长陶红，以及其他来自台湾、青
海、辽宁、海南、北京、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
地的文旅相关部门领导、各景区代表、旅行社代
表、媒体代表共两百余位嘉宾出席了此次大
会。 （记者 吴广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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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恢宏的古厝、意蕴悠长的摩崖石刻、设计精
妙的古桥……在闽清，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与劳
动人民的智慧孕育了数量众多的文物古迹。

为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近年
来，闽清县扎实推进文保工作，修旧如旧还古厝原貌，
发动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共建，在保护好文物古迹价值
基础上进行合理创新利用，让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不
断迸发新的活力。

修旧如旧 灾后文保遇新契机
精致的窗雕梁雕、设计考究的雀替斗拱、巧妙的

宅院布局……17日，记者走进位于闽清县
坂东镇新壶村的宏琳厝，眼前，历经近3年
修缮，已完成90%“重生”进度的古厝远观
恢弘，近看精妙，处处显露匠心。

宏琳厝始建于18世纪末，共有大小厅
堂35间，住房666间，是我国最大的单栋建
筑古民居。厝内纵横有序，雕梁画栋，工艺
精湛，素有“民间故宫”之称。然而，2016年

“7·9”特大洪灾中，整个宏琳厝倒塌或存在
安全隐患的土墙超三分之二，角楼被淹受
损，建筑损毁程度空前。

“灾后不久，县里就立即组织前期清淤
和止损工作，对部分倾斜的墙体、木构架进
行支撑。”坂东镇综治副书记黄道开介绍，
在保证高效抢救基础上，修旧如旧成为修
复工作的原则。

“为尽可能还原宏琳厝的历史面貌和
格局，修复过程尽量保证材料不变、工艺不
变。”黄道开告诉记者，修缮屋檐扎口时，采
用了宏琳厝过去建设使用的老工艺，用贝
壳烧制的灰加乌烟等材料调制扎口，在新
建外墙墙体中，依然保留着过去“外小内
大”的窗户结构。修复过程中，工匠们充分
利用能用的旧物件，不少旧砖、旧窗、旧鹅
卵石等都是在清淤过程中捡到的。

“2016年的洪灾给我县文保带来重创，
但也为文保工作带来了新契机。”闽清县博
物馆馆长林跃先介绍，灾后，县博物馆全员
出动到各乡镇查看文物古迹受灾情况，并
向村民宣传文保重要性。近年来，在不改
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指导下，闽清县对朱厝
汉闽越王庙、芝田宫、合龙桥等进行了抢救
性修复。

民间参与 留住根脉传承记忆
在闽清，古厝的保护不仅具有保存历

史、保存乡村文脉的公共价值，对于当地村
民而言，这些古厝也是家族根脉与旧时生
活记忆的载体。

位于坂东镇坂西村的学龙厝在“7·9”
洪灾中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损毁。灾后，
当地陆续响起了一些“拆掉盖新房”的声音，但不少住
户作为保留古厝原有面貌的有力支持者，促成了学龙
厝的“原貌重现”。刘可泉就是其中一位支持者。

“对于我们这些曾居住其中的子孙后代来说，保
住这座老房子，就是保留宗族的‘脉’，保住我们的‘根
’。”刘可泉告诉记者，洪灾后，住户们自发集资20多万

元，在县博物馆的支持和指导下，请本土工匠团队花
了近一年时间修复学龙厝。“现在，虽然原本的住户们
多数已迁往别地发展，但每逢传统节日，他们都会来
到这里祭祖。”刘可泉说。

在梅溪镇樟洋村，类似的情思也促成了当地文化
地标——文昌宫的修复。建于清代的文昌宫原为乡
村读书堂社，解放后，从这里走出了不少博士、硕士。
经多年风雨洗礼，建筑日渐破败。“出于对学生时代的
记忆留存和对文昌宫历史价值的保护，2015年起，本
地乡贤们集资30万元支持文昌宫的修复。”樟洋村委

副书记林新说，如今文昌宫延续了早期文教场
所功能，作为当地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对
外开放，成为了村里的孩子们在寒暑假读书的
地方。

林跃先介绍，目前在闽清，具有一定保护
价值且登记在册的民间古厝有200多间，文物
保护不仅是政府的工作，更需要来自民间的支
持。

为此，闽清县文体旅局、县博物馆鼓励引
导民间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指导民众运用
地方材料，采取传统营造技术进行修复保护，
恢复古建筑历史特色。近年来，民间参与保护
的古厝包括贵才厝、可霖厝、娘寨、山墩古寨
等。

活化利用 发挥文物古迹价值
文保工作应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已在

“文保线”上下了不少功夫的闽清如何依托文
物古迹在“经济线”上取得突破？

“要让文物活起来。”林跃先说，保护文物
不应当“雪藏”文物使之变为“死物”，而应当对
文物进行合理利用，发挥其价值。

为此，闽清县积极引进高校、文创团队等
力量为古厝保护与合理利用注入新活力。

今年寒假，清华大学在闽清县的乡村振兴
实践队选址樟洋村宝荫厝，作为“清华大学—
闽清学生乡村振兴工作站”的建设地，为宝荫
厝定制改造方案。“我们计划在宝荫厝打造传
统建筑和农业教育空间，为‘抛荒’的古厝注入

‘教育振兴’的新功能，同时也将此作为高校资
源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平台。”清华大学
学生乡村振兴工作室相关负责人韩昊庆说。

在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省青年建
筑师协会和来自台湾的文创团队也为老街区
积聚人气做出了努力。由省青建协牵线，台湾
泰可文创公司借鉴此前台北大稻埕老街改造
的经验参与街区文创运营，为街区修缮改造过
程拍摄纪录片、挖掘街区老故事、并策划街区
主题活动等。街区内还挂牌设立“闽清县台湾
青年创业就业基地”，引进台湾文创设计企业
参与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传统老街巷的保护、

建设、运营等。
“这些文创团队将我们本土传统与台湾经验相结

合，对于老街区的保护开发提出了很多新颖且颇具启
发的建议。”该街区相关负责人说。

（福州日报记者 林瑞琪 通讯员 苏雪容 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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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三月桃花六月桃，下祝早熟桃
在六月上旬已大部分采摘清园，下一批中
期桃将再过一个星期成熟采摘。

记者走进下祝乡某桃园处，站在桃园
中，闻着满园桃香，不禁让人垂涎欲滴。眼
前这株挂满树梢的大红桃，是为数不多的
早熟桃岗山白品种桃，这里的果农祝水云
告诉记者，由于每年这个时期，多是雨水天
气，受气象影响，像这种早熟期桃子，口感

上会逊色几分，所以春耕时，下祝本地果农
多选择淘汰早熟期品种桃，而中期桃再过
一个星期便可上市。

“桃子分为早熟、中熟、晚熟的，在6月
10 号到 30 号之间早熟桃基本都采摘完
了。现在我们第一个品种岗山白已经卖得
差不多了，后期马上接上来的是从日本引
进的日本加纳岩，这个星期就可以成熟
了。接下去 7 月份是中熟的，主打产品白

凤又香又甜，还有礼品桃，口感也不错的。”
果农祝水云告诉记者。

据悉，中熟桃主打品种还有上海桃、礼
品桃，8月主打桃产品有朝霞、中华寿桃等，
由于今年雨水多，对挂果有较大影响，但根
据果农预测，今年水蜜桃售价可观，价格比
往年上涨1到2元，可实现减产不减效益。

（毛淑文）

下祝桃子6月已陆续上市 采摘期可持续到8月份

本报讯 6月16日下午，日本福州十邑
社团联合总会会长施洪清带领的爱心侨胞
一行十多人，专程回国来闽清举办“爱在
7997暖心助学”捐赠仪式，活动在县行政服
务中心五楼会议室举行，由闽清县委文明
办、县侨联、县关工委、7997公益联合主办，
相关部门负责人与7997公益志愿者、县关
工委志愿者、受助学生等50多人参加了活
动。

活动中，施洪清向福建7997公益理事
长陈雄捐赠首期助学善款7.17万元，7997
公益向日本福州十邑社团联合总会赠送了

“豪侠仗义、回馈桑梓，暖心助学、润泽芳
华”的锦旗，与会领导、爱心侨胞向8位贫
困学子现场发放了助学金及“暖心助学证
书”。

施洪清表示，日本福州十邑社团联合
总会成立伊始，就将帮扶家乡贫困学子助

学事情列为头等大事，积极倡议动员旅日
侨胞捐资助学，采取社团侨领“一对一”结
对认领资助的方式，对接福建 7997 公益，
在前期入户探访核实的基础上，长期结对
帮扶闽清、罗源贫困学生 23 名，以每生每
月资助 300 元至 800 元的标准，发放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2 月首期助学金 7.17 万
元，以后每半年再跟踪发放一次，力所能及
地帮助每一位身处困境中的寒门学子铺平
上学路。

此次暖心助学活动是 7997 携手日本
闽清同乡会长期助学之后，再次与日本侨
胞缔结善缘、躬身善行，标志着 7997 微爱
暖心走出闽清、迈向海外，在大洋彼岸播下
爱的种子！7997 志愿者将不辜负爱心侨
胞、各位领导的殷切期望，已组织 20 多位
志愿者与 23 位贫困学生“一对一”牵手认
领，每月发放助学金，全方位跟踪孩子的学

习成绩、衣食住行、心理疏导等方方面面，
成为他们的知心大哥哥、大姐姐，手拉手、
心贴心陪伴孩子们成长，鼓励他们心怀感
恩、好好学习，向上向善、励志成才，以优异
的成绩来回报爱心侨胞的关心扶助，为将
来报效祖国、奉献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悉，爱在7997暖心助学活动迄今已
接力开展了35期，累计帮扶资助了523位
寒门学子，其中长期结对助学 65 名，发放
助学金 110 多万元。7997 将进一步弘扬

“微爱暖心、携力善行，亲亲久久、生生不
息”的特色服务理念，倾心倾力打造有温
度、有情怀、有力量的公益志愿服务平台，
点亮一盏灯、温暖一颗心，照亮孩子们的光
辉前程！

（福建省 7997 救灾助学公益服务中
心）

日本福州十邑社团联合总会来梅举办助学活动

鱼鸟之恋演绎天与水的交融

海丝大秀实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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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观赏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