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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遗传承更有温度
6月10日是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泉州举办系列主题活动，让市民、

游客体验非遗之美

同饮一江水 共护一江美
周祖翼赴漳州龙岩调研九龙江流域生态保护

我省全面推进“电动福建”建设
10部门推出9大措施，包括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等

街拍须谨慎
关注侵权风险

N海都记者
柳小玲/文 田米/图

6月10日是我国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泉州市在泉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举办“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主题活动，营造文
化遗产保护良好氛围。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活动包括非遗展演，非遗
和文物法律法规宣传，泉
州非遗志愿讲解员聘用仪
式、授书仪式，各县市区非
遗旅游线路发布，闽南传
统民居营造技艺传承人和
老工匠营造技艺比赛方案
发布，非遗购物节等。

“泉州作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非遗资源
富集，文化底蕴深厚，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世界文化遗产
和各级文保单位945处，世界级“非遗”项目6项、国家级
36项、省级128项、市级262项。”泉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而截至目前，泉州的非遗传承人国家级有
37人、省级128人、市级472人，已基本形成国家、省、市、
县四级非遗名录立体式保护体系和保护机制，形成独具
特色的闽南文化保护“泉州模式”，非遗保护工作走在福
建省乃至全国前列。

“这个是什么，我想要
体验一下……在泉州非遗
馆二楼至四楼，竹编、状糕
人、花灯、锡雕、漆线雕等特
色传统技艺，以及提线木偶
戏等展示齐聚一堂。市民、
游客与非遗传承人不期而
遇，零距离观看非遗，通过
互动交流，感受匠艺匠心，
让非遗传承更有温度。

“6 月 10 日至 11 日，泉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15
个非遗互动工坊动态展示
点全部开放，我们专门邀
请泉州非遗传承人现场展
示非遗技艺，大家可以在
这里亲身体验泉州花灯、
泉州木偶头雕刻技艺、泉
州漆线雕技艺等非遗项目
的无穷魅力。”泉州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道。同时，现场
市民游客还可以观看非遗
剧场的木偶戏、非遗民俗
演出，实地领略非遗的璀
璨夺目。

随后，记者来到泉州非
遗馆五楼，这里正在举办

“非遗购物节”，现场设有50
个摊位，大部分为非遗商

家，呈现多款非遗产品、小
吃。此外，现场还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遗代表性名
录项目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国家级非遗
项目惠安石雕、永春纸织
画，省级非遗项目泉州老
范志神曲、泉州妆糕人制
作技艺、安海土笋冻制作
技艺等。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为
开展闽南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活动，泉州编辑出版了
《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实
摄影图集》、《泉州歌诀有声
手绘口袋书及明信片》、非
遗手绘电子地图等。同时，
策划并推出十二条各县市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线
路，有“日探世遗，夜游古
城”、“探寻宋元海洋文化里
的非遗故事”、“山水藏古
韵 勇武传千家”、“海盐藏
文化，福船通古今”、“探秘
千年海丝，追寻晋江精神”
路线等，进一步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加强“文旅融合”。

此外，在泉州非遗馆二
楼，闽南茶文化韵味之美的
舞蹈《茶·飘香》、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项
目南音节目《百鸟归巢》、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拍

胸舞与五祖拳节目《少林雄
风》，以及福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火鼎公婆等精彩
表演，吸引了在场观众的眼
球，大家纷纷赞扬“太精彩
了”。6月10日至6月11日，
这里还连续两个晚上举办

“非遗之夜”专场演出。

非遗专场表演，观众直呼“太精彩了”

非遗工坊火爆，零距离感受匠艺匠心 闽南文化保护的“泉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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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遗传承人现场互动，小朋友们直呼“精彩”

小朋友模仿梨园戏表演姿势

泉州木偶戏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