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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闽南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传播力，持续推介泉州优秀传
统技艺，增进泉籍印尼侨胞对家乡
的文化认同感，9 月 15 日晚，在
2024(印尼)世界闽南文化节上，福
建泉州市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茶艺
大师共10件作品，现场捐赠给印尼
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

这10件作品均为泉籍国家级、
省级工艺大师和茶艺大师的代表
作，分别是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经民制作的

《陶瓷龙杯》，全国技术能手、省工
艺美术大师、省级非遗传承人郑雄
彭制作的《万象壶》，中国高级工艺
美术师、非遗传承人张秋霞制作的
影雕作品《惠女风情》，福建省工艺
美术大师、省级非遗传承人方碧双
创作的永春纸织画《千里江山图》，
中国雕刻艺术大师、福建省
工艺美术大师黄清辉雕刻的
掌中木偶头——《关公》，福
建省工艺美术名人、非遗传

承人陈燕青编织的创意藤编作品
《落落大方》，福建省非遗传承人陈
两固捐赠的乌龙茶《野实》，福建省
老字号、泉州市非遗传承人林水田
捐赠的安溪铁观音“问源”茶叶，浔
埔簪花围代表庄群、黄芳芳捐赠的
簪花饰品以及彬达香文化创意园
运营总监曾少芳代表彬达香业捐
赠的彬达乌沉香和香道器具。捐
赠作品涵盖影雕、木偶头、藤编、永
春纸织画等非遗技艺，展现了泉州
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

据悉，这些作品将在中国驻印
尼大使馆和印尼国家清真寺合作
建设的“中国空间”进行展出，成为
宣传中国文化、推介闽南文化、展
示泉州形象的一个窗口。

（中国新闻网）

10件泉州籍“大师之作”
赠予印尼孔子学院

在闽清的塔庄镇，流传着一种独
特的酿酒技艺，这就是黄氏家族传承
下来的酿酒秘法。家住溪东村的黄燕
城，自幼便跟随父亲学习这一独特的
技艺，他不仅将这一技艺传承下来，还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

黄氏酿酒技艺的核心，在于选用
本土的优质原材料。酿制黄酒需要用
到当地的井水、本地种植的糯米以及
山里采摘的金樱子等。每一步工序，
都需要严格控制时间和火候，发酵过
程中，搅拌的力度也需要恰到好处。
黄燕城对这一系列过程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酿酒秘法。

黄燕城的酿酒技艺源远流长，可
以追溯到祖辈虎丘黄氏二十六世的君
同公。在黄燕城的手中，酿酒技艺不
仅得到了传承，更有了创新。他加入
了金樱子、公鸡和蛏干等食材，研制出
了三款口感独特的新酒品。这些酒品

不仅口感俱佳，更有着固本生精、强身
健体的功效，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

在黄燕城的酿酒工坊里，还可以
见到祖辈流传下来的饭甑、水缸、竹匾
等老物件。这些老物件见证了黄氏家
族的酿酒历史，也成为了工坊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在黄燕城的努力下，塔庄黄氏酿
制的黄酒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每当
新酒酿成，那些装满美酒的坛子仿佛
拥有了生命，静静地等待着岁月的洗
礼和人们品鉴的目光。这不仅是一种
酿酒技艺的传承，更是对家乡情、家乡
味的执着追求和传承。

如今，塔庄黄氏酿酒技艺已经在
黄燕城的手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它
将继续在闽清的土地上传承下去，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塔庄黄氏酿酒技艺

传统与创新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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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好月圆人团圆，迎风赏月阖家欢。在中秋
佳节来临之际，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闽
清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文明祥和的节日氛
围，近日，闽清社会各界开展了形式各样的活动。

县体育中心
9月13日晚，闽清县体育中心百姓大舞台灯火

辉煌，人声鼎沸。以“礼乐闽清 和美中秋”为主题
的2024年“我们的节日·中秋节”闽清县主场暨“节
日感党恩·共话新时代”主题活动在此盛大举行，
为全县人民送上了一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晚会精心准备了十一个节目，涵盖传统与现
代，展现了闽清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
其中，舞蹈《簪花仕女图》以优雅的舞姿重现了古
典美，古筝演奏《赛马》则以激昂的旋律展现了民
族音乐的魅力，男女生二重唱《礼乐闽清》深情演
绎了对家乡的赞美与热爱，闽清话童谣表演和闽
剧《陈暘辩宝》更是将地方特色文化展现得淋漓尽
致，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和文化
韵味。

在演出间隙，志愿者逐一递送月饼，让每一个
收到月饼的人心中都洋溢着温暖。此次中秋晚
会，不仅是一次文化的展示，更是一次情感的交
流，它让“礼乐闽清 和美中秋”的主题深入人心，展
现了闽清人民在新时代下的幸福生活和对未来的
美好憧憬。

此次活动由中共闽清县委宣传部、闽清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中共闽清县委文明办、闽
清县教育局、闽清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国网闽清
县供电公司共同承办，闽清县融媒体中心协办。

县文庙
9月17日晚，闽清县文庙内，一场名为“月满中

秋，阅享佳节”的中秋国潮游园会盛大开启，由闽
清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闽清县图书馆承办
的这场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共同体验了一
场集传统文化与现代风尚于一体的中秋盛宴。

从古筝合奏《盛世国乐》的开场，到《有福之州
古韵悠长》的诗朗诵，每一段表演都精心编排，旨
在让观众沉浸于古典音乐与诗词的美妙世界。古

筝再奏《但愿人长久》，与《与诗歌相遇》的诗朗诵
交相辉映，让诗意与乐声交融，营造出浓厚的文化
氛围。“中秋博饼”与“飞花令”活动穿插其中，不仅
增添了互动的乐趣，更考验了参与者的智慧与才
情。亲子朗诵，让家庭的温馨与诗词的雅致相得
益彰，加深了亲子间的感情。古筝重奏《春江花月
夜》的悠扬旋律，如诗如画，将活动推向高潮。《嘉
上酒楠》舞蹈的加入，让现场氛围更加热烈。知识
竞猜环节，既考验了观众的知识面，又增添了活动
的趣味性。

《星辰大海》诗朗诵与《灯火里的中国》歌曲的
完美演绎，为文艺表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让观众
在享受艺术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家国情怀。从
汉服体验区的穿梭古今，到文艺表演区的视听盛
宴，从投壶游戏的雅趣体验，到与月合影的创意打
卡，再到猜灯谜的智慧交锋与DIY手工制作的创
意展现，每个环节都精心设计，让参与者沉浸于中
秋佳节的浓厚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爱心妈妈
9月11日，由闽清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闽清

县智慧之星·妇女微家、闽清县哈迪托育中心·妇
女微家主办的“月满中秋 情暖童心”爱心妈妈公益
活动在贝家幼儿园温馨举行。

活动现场，爱心人士与留守儿童齐聚一堂。
活动开始后，“爱心妈妈”们通过绘本《中秋节》，生
动地向幼儿讲述了中秋节的来历、习俗和传说，孩
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在提问互动环节，孩子们积
极踊跃回答问题，“爱心妈妈”们则在一旁协助，答
对的孩子都获得了小礼品，现场气氛热烈。

随后，打击乐器演奏《爷爷为我打月饼》将活
动推向高潮。孩子们在欢快的节奏中感受着节日
的喜悦。紧接着，大家一起制作小灯笼，锻炼了孩
子们的动手能力。制作完成后，智慧泉早教中心
将月饼分发给大家，大家一起品尝不同口味的月
饼，场面十分温馨。

活动最后，“爱心妈妈”一对一向结对的孩子
赠送礼物，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也向孩子、幼儿园
赠送了绘本。 （记者 许宋新 张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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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省璜镇东南部的和平村，北邻
建功村，南邻岭里村。村庄虽小，却坐
落着最为人熟知的岭里水库和鹤顶岩
景区。

走进村庄，便能感受那份独特的宁
静和祥和。在村庄入口的河岸边，矗立
着一座新修的木廊桥，这是美丽乡村建
设的成果，成为了村民休闲的好去处。

蓝天白云下，依山而居的村民，用
勤劳与智慧，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简单而
又平凡的生活画卷。眼下，天气初显凉
意，多彩的秋色早已悄然铺陈田间，山
风轻拂，青黄相间的水田里稻香四溢。

“我们和平村山清水秀，风景秀丽，
村庄内坐落着岭里水库和鹤顶岩景区，
主要以水稻、芋头、油茶等农业种植为
主。鹤顶岩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都会
有很多游客来游玩，也有很多人会选择
在夏天来鹤顶岩避暑。”省璜镇和平村
党支部书记俞继雷说告诉记者。

环顾村庄四周，映入眼帘的都是充
满生机的绿色。从拥挤的城市来到宁
静的村庄，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令人
身心愉悦。

近年来，和平村利用自然禀赋，通
过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从而
带动乡村振兴。每逢节假日，位于和平
村西面的鹤顶岩景区的璜溪仙观，都会
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为村庄增添生机
与活力。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隐在深山中的美丽村庄
对于中秋佳节，闽清人有

自己的传承视角，在这特别的
时刻，闽清农家自制的芋粿，也
限时登场了。

芋粿，在闽清的方言里叫
“wo wei”，是由芋头和米浆炊
成的芋头糕。朴实无华的天然
食材，满载着闽清人难忘的童
年回忆。芋粿的存在，不仅仅
是食物，更是文化的传承和乡
情的延续。

传统的做法，是在其中加
入五花肉丁和海蛎干，为它增

添了丰富的层次感。也可以根
据自己的口味，为芋粿添加一
些独特的元素。

油锅烧热，放料加入芋头
丝，一起炒至半熟，起锅与提前
备好的米浆一起搅拌均匀，入
锅翻炒后，装盆炊熟，水汽缭绕
的光阴里，是祖辈的爱意悄然
传递。而油煎过的芋粿，更是
许多人的心头好。外酥里糯，
轻松撩拨味蕾。

也许，对闽清人而言，芋粿
的真正精髓在于融于节庆文化
中，温暖而持久的家乡情。品
尝一口金黄的芋粿，那一刻，味
蕾与家乡的念想得以满足。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外酥里糯的闽清芋头糕

我社现有 2 处资产拟予以出
租，诚招承租人。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位于闽清县塔庄镇塔庄街
47号第一、二、三开间。

1.租赁期限：1年
2. 租 金 底 价 ：年 度 租 金

30357元。
3.投标保证金 3000 元，中标后

保证金转为押金。
二、位于闽清县塔庄镇塔庄街

47号第六开间。

1.租赁期限：1年
2. 租 金 底 价 ：年 度 租 金

10897元。
3.投标保证金 1000 元，中标后

保证金转为押金。
报名及投标时间：报名日期

2024年9月20日—2024年9月26日
止，投标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人：黄先生 18905021100
特此公告。

闽清县塔庄供销合作社
2024年9月20日

招 租 公 告

9月12日至16日，马来西亚侨胞
三十余人回梅探访。在梅期间，华侨
们先后参观了闽清城市规划展示馆和
坂东镇。

在县展示馆内，工作人员通过视
频、图文等形式，充分展示了梅邑文
化、闽清古厝、人文荟萃、华侨文化、乡
村振兴及产业发展情况，形象生动地
展现了闽清的总体规划及规划建设成
就。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段段厚重
的文字、一个个精致的模型、一部部精
彩的视频，详尽展示出了闽清发展的
脉络及规划蓝图。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侨胞们一路
听讲解、看展览，近距离感受到了闽清
的历史，以及闽清城市面貌的新变化、

新气象，尤其是近 20 年来的发展成
就。在参观过程中，大家兴奋地讨论
着，感受到身为华人的自豪。

之后，侨胞们来到坂东镇，参观全
国最大古民居宏琳厝、与华侨们渊源
颇深的文泉书院以及闽清县第二实验
小学和祖厝演庐。在演庐中，侨胞们
与乡亲用方言交流，亲切温馨。侨胞
们表示，在马来西亚时，家中长辈要求
在家必须讲闽清方言，就是希望子孙
们不改乡音，不忘故土。中秋节期间，
每年都有很多侨胞回乡探亲，这也更
加密切了年轻一辈侨胞与家乡宗亲的
联系，为未来更加密切的交流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记者 刘栩辰 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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