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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活动、讲座沙
龙、文艺演出，让大家在
书香和音乐中共享文化
美；观戏曲、赏非遗，让
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文
化；脱口秀、造物节、艺
术联展，让大家玩转城市
青年周，深度感受城市年
轻力……今年“五一”，相
约丰泽，一大波文旅活动
等待市民游客来打卡。

“书与远方”文化精
品系列活动4月29日上午
10时，将在丰泽区图书馆
艺术类图书专题阅览室
举行，主讲嘉宾吴素明
（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秘书长）将分享“深度阅
读就是对自己的捕捉”的
主题。

“阿香陪你看电影”
名著影视赏析4月30日下
午 3 时，将在丰泽区图书
馆影视欣赏厅举行，此次

分享的是电影《简·爱》。
“海丝丰韵·匠心致

远”非遗进社区系列活动
5 月 3 日 15:00—17:30，将
在丰泽区文化馆举行，非
遗进社区暨庆“五一”主
题朗诵会、非遗市集、工
匠现场访谈等活动。

文武集市5月1日—2
日 15:00—21:30，将 在 丰
泽区文武坊艺术街区举
行。

而城市青年周4月30
日 —5 月 4 日 ，将 在 领
SHOW 天地举行。配套

“海西潮起”音乐节、新媒
体表彰大会、“了不起的
匠人”非二代造物展、“青
年说”公家青年脱口秀、

“青创汇”青年创业交流、5
地青年艺术联展等系列
活动，全天候配套夜市、
元气集市、诡市、后备厢
小世界等消费市集。

海都讯（记者 杨江参
通讯员 柯馨） 4月27日，
记者从泉州公交集团获
悉，“五一”假期将至，公交
集团将于 4月 28日至 5月
3日加大运力保障市民及
游客假期出行。有 38 条
线路增加运营班次，25条
线路延长末班服务时间。
同时为满足市民游客在古
城游玩的需求，4 月 29 日
至 5月 3日，社区巴士“小
白”全部投入运营，根据客
流峰段加密班次，并延长
服务时间至22：30。

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
共对 38条线路加车加班，
共加班2630趟次。

比如4月29日部分线
路增开如下：1路（16趟）、3
路（8趟）、8路（16趟）、10路
（12趟）、11路（2趟）、11复线
（10趟）、17路（2趟）、203路
（11趟）、26路（8趟）、28路（2
趟）、603路（18趟）。

而 25 条公交线路延
长末班服务时间，包括 1
路、8路、10路、11路、11复
线、17 路、21 路、22 路等，
最迟延长至22：30。

特别需要提醒市民游
客们的是，这些增开、延长
服务时间的详细信息，可
到“智慧海都”平台查看。

观戏曲赏非遗 脱口秀青年说
“五一”假期，泉州丰泽区有一大波文旅活动，等你来打卡

增开运营班次
延长服务时间

“五一”期间泉
州公交有重大调整

自古名山出名茶，清
源山也不例外。据史料
记载，清源茶始于晋唐，
兴于宋元，鼎盛于明，它
是“海丝遗茶”的代表。

相传唐代僧人释道
昆在清源山龟岩洞（今赐
恩岩）静修，“山岩学禅，
餐饮茶汤”，清源山茶是
他作为苦口清心的参禅
妙品。北宋史学家蔡襄
一生对茶情有独钟，他在
泉州期间，几度上清源山
指点僧人、山户种茶、制
茶，使清源茶的质量与数
量得到很大的提升，每当
北风起，从刺桐港运出的
德化瓷与清源茶“等量齐
观”。故海上丝绸之路亦
称“茶瓷之路”，后人也把
始于蔡襄时期的清源山

茶树称为“宋树”。
明末，清源茶与武

夷茶等齐名，是福建省
可与全国名茶争衡角胜
的名品。如今，清源洞
前仍有保存完好的一方
明代《纪德碑》，记录了
当时“守僧、山户种茶”
以及官府保护清源茶的
史实。在清源主峰与九
日山之间的莲花峰上，
也有与茶相关的“上品
莲花”四字石刻。

清末进士黄抟扶退
隐泉州后创办清源种茶
公司，在清源洞附近开垦
茶 园 ，清 光 绪 三 十 年
（1904年），以“宋树”为品
牌制作高档茶，在菲律宾
的嘉年华会上获金奖，从
此清源山茶闻名海内外。

采茶喊山品茶 赴一场春茶之约
“五一”前夕，首届清源山茶开茶节开启，重现千年来“十里

青山春味张，娇红背篓映云光”的盛景

N海都记者 田米 实习生 熊智祥 文/图

五一前后，是传统的采春茶季节。昨天上午，
泉州丰泽区“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之一“清源山
茶开茶节”在泉州清源山举行，重现千年来“十里青
山春味张，娇红背篓映云光”的盛景。这也是首届
清源山茶开茶节。采茶、品鉴清源山茶、观摩清源
山茶制作技艺等，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据悉，此
次活动由清源山风景名胜景区管委会主办，丰泽
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协办，泉州市茶文化研究会、
丰泽区文化馆、福建省茗山茶业等承办。

“采茶咯！”随着清源
老茶农高喊声，锣声响起，
长长的清源茶女队伍走进
清源山茶园。清源山茶由
于年代久远，古茶树近 3
人高，茶园中的林木与古
茶树交相生长。茶在林
中，林在茶中，茶、林、草和
谐共生，天然成趣。采茶
女们娴熟的采茶动作与茶
园环境和景色相融合，美

极了。
据悉，上世纪 50 至 60

年代，政府创办国营清源农
场，清源茶焕发生机，茶园
超 500亩。1980年前后，清
源茶产量达到顶峰，年产量
超过 200担，曾参加晋江地
区农场评比，夺得地区水仙
茶第一名。

2005年，茗山茶业复耕
清源古茶园，让清源山上仅

存的 300 多株宋树古茶和
200 多亩的老茶园重焕生
机，让消失了几十年的清源
山茶重新问世，让源远流长
的清源山茶文化得以传承
与发展。2011年，“清源山
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福建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
年，清源山茶文化系统被录
入国家农业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系统。

常言道：好山好水出好
茶。清源山虽不高，但大自
然赐予的生态环境绝佳，山
中植被丰富、物种众多，日
照充足，云雾缭绕，雨量充
沛，气候温润，空气中负氧
离子含量是城里的 30 倍，
5.6亿年前无脊椎的腔肠动

物、号称水上大熊猫的桃花
水母存活于此。优越的自
然环境，酝酿了清源山茶独
特的山海韵味。

清源山茶最早采用的
是蒸青绿茶的制作方法，明
清时期，逐渐演变为条索状
的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

并延续至今。清源山茶制
作技艺，轻揉慢焙这道工序
最为关键，特别是用龙眼木
炭温火慢焙后，茶汤红亮、
甘醇润滑，独具山茶特色。
清源山茶由于产量有限，市
场占有率低，但它的社会效
益远大于经济效益。

□知多一点

清源茶曾与武夷茶齐名茶林草和谐共生，美极了

生态环境绝佳 酝酿独特韵味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许冬福 尤芳芳
吴诗琪 文/图

4 月 27 日，记者从泉州
市丰泽区获悉，为助力“五
一”长假期间“文旅+”事业
的繁荣，丰泽区推出2023清
源山茶开茶节、丰泽区“海丝
丰韵·匠心致远”非遗进社区
系列活动、文武市集、城市青
年周等十几项文旅体活动。

25日上午，以“凝心铸
魂跟党走 奋楫笃行建新
功”为主题的丰泽区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文旅系
列活动暨丰泽区媒体行业、
文体旅红色矩阵成立仪式
在真武庙广场正式启动。
仪式上还举行了第二届虫寻
埔簪花（盘头）大赛，并进行
匹克虫寻埔文创产品展示走

秀。虫寻埔簪花围作为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虫寻埔民俗”中最具象
征性的一项，如今已火爆

“出圈”。启动仪式上，在优
美的旋律中，大家一边遥想
虫寻埔女涌动的花海盛景，一
边观看精彩的簪花盘头技
艺，共同见证第二届虫寻埔簪
花围盘头大赛启动。

丰泽区企业匹克集团
则以本土文化为载体，打造
了泉州虫寻埔文化限定系列，
汲取虫寻埔女日常穿着的大
裾衫、阔脚裤，以及虫寻埔建
筑元素，营造泉州独有的时
尚气息。活动中，匹克虫寻埔
文创产品展示走秀诠释非
遗魅力，令现场观众感受传
统虫寻埔文化元素在现代运

动服饰中的时尚演绎。
“虫寻埔是一个非常能体

现泉州本土文化的元素。
我们希望借助虫寻埔这个设
计元素，将本土文化推广到
更广更远的地方，让大家感
受到既时尚又传统的形
式。”匹克虫寻埔文创设计师、
电商产品设计负责人刘松
斌说道。

虫寻埔簪花围盘头大赛启动

精彩“五一”相约丰泽

特写

出行

宋元茶艺清源山茶采摘

花围盘头大赛，寻找最美海丝情 创秀绽放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