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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李嘉琪
通讯员 叶建隆） 为加快
连马融合，赋能海洋产业发
展，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
力，助力连江“世界渔都”城
市品牌名片打造，2023WU⁃
PENiCity“世界渔都”美食
大赛暨首届连江福鱼节于
12月 30日在连江县魁龙坊
街区隆重开幕。

此次活动为期三天，以
“未来城市·世界渔都”为主
题，联接两岸同胞及国际创
意设计师，推出星厨大赛、
连马乡宴、福鱼嘉年华等特
色活动。

其中星厨大赛邀请了6
位在地大厨与 6 位国际创

意官两两组队，围绕“在地
性、世界性、创意性”展开闽
菜创新合作。6 支队伍以

“连江五宝”——海带、蛏
子、黄鱼、带鱼和鲍鱼为主
要食材，制作出了山海灵珍
汤、丝丝入蛏、创新大黄鱼、
含光带鱼、连鲍三部曲、橙
黄映日 6道菜品，既有中西
餐烹饪方法的碰撞，也有海
峡两岸“你中有我 我中有
你”的融合，更有城市、设计
和美食的跨界对话。

最后，在地星厨吴统利
和美食创意官崔迪组成的
鲍鱼组成为了“世界渔都”
七星创意团队，其菜品“连
鲍三部曲”荣获“世界渔都·

金牌创意”奖。
据介绍，该菜品分为三

部分，前点是以同在一片海
域的海带、龙须菜、鲍鱼、樱
花虾制作的鲜味小吃，呈现
鲍鱼生长环境；主菜是葱烧
鲍鱼，西式酱汁摆盘模拟鲍
鱼生长的年轮；最后更是用
多种海鲜和山珍熬制的高
汤冲调鲍鱼和茉莉花，以山
海鲜味和一抹花香传递出
连江文化之包容。

评委吴志强院士对这
一菜品给予了极高评价，认
为其将色香味以及空间和
连江“鲍鱼之乡”的饮食文
化做了最好融合，甚至还从
后厨取回鲍鱼壳留作纪念。

此外，活动期间举办的
“连马乡宴”总长度超 120
米，来自马祖的大厨与连江
县 22 个乡镇大厨联袂献
艺，在百米长街上制作 432
道精美佳肴，两地乡亲品连
马美食，共话两岸乡情，热
闹非凡。

马祖大厨陈瑞英制作
的全节黄瓜鱼、生菜虾松等
马祖风味菜肴颇受欢迎，她
告诉记者：“连马两地历来
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
相通、商缘相连，在饮食文
化上的交流也日渐频繁，很
高兴能在美食分享和切磋
中感受闽台饮食文化的碰
撞与融合，增进两岸人民的

友谊。”
从千年温麻记忆到“海

上福州”桥头堡启航，从美
食创意大会到“未来城市、
世界渔都”之约，连江将继
续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

想精髓，传承弘扬“海上福
州”建设战略思路，全速打
造“海上福州”桥头堡、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打造连
江“世界渔都”城市品牌名
片而不懈奋斗。

2023WUPENiCity
美食大赛在连江开幕

耗费大量时间与人
工成本的精致竹工艺品，
一件只按照材料成本卖
几十块钱，淳朴的老艺人
们却很乐意。

“我知道他们是因为
情怀，但这其实是很不合
适的。过于低廉的价格
让很多人无法认识到手
工竹编中的艺术价值，反
而不利于传承与推广。”
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仓山
区“两会”中，郭念提交了
进一步保护郭宅竹编的
提案。他觉得，目前郭宅
竹编的传承，由于生产的
断代，竹制产品的创新存
在停滞，没有更多的研发
资源推动竹编与当下结
合，难以进入年轻人市
场；还有目前竹编无法形
成可持续的销售渠道，与
工业化竹制产品竞争，以
突出竹编的“手工艺品”
优势。

最重要一点，由于传
承断代导致造血能力匮
乏，使当下的“非遗进校
园”或政府推广的力度都
依然单薄。郭念建议，

“政府应该牵头寻找更有
效的推广模式，真正帮助
郭宅竹编建立起一个好
的工艺品、艺术品形象，
推动它进入市场消费渠
道，才能真正盘活这项珍
贵非遗技艺。”

竹编非遗传承 青韧坚物也可绕指柔
N海都记者 吴雪薇/文 毛朝青/图

有着“八闽竹编第一乡”美誉的福州仓山区
盖山镇郭宅村，有着悠久的竹编历史，造出的竹
编器具工艺精巧，独具匠心，于2022年入选第五
批仓山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最鼎盛时，这里家家是车间，人人会竹编，但
随着现代工业品的冲击，郭宅竹编技艺出现断
代，但仍有人在坚守这份老行当。近日，海都记
者前往郭宅村，探访这一曾经辉煌的精彩技艺。

轻便耐用的竹制笸箩、
暖水瓶、椅子……曾是老福
州人记忆中不可或缺的日用
品。不知何时，这些竹制的
小东西却随着时代的发展慢
慢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

“福州过去制作竹编的
手艺人并不鲜见，但只有我
们郭宅村，是真正全村出
动，将村庄变成企业，家户
变成厂房，靠竹编走上致富
的道路。”郭宅博物馆馆长
郭涛对记者介绍。郭宅村
的竹编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唐末宋初，可谓历史悠久。

郭宅村位于南台岛，本
地并不产竹子，但闽中、闽
北的毛竹可通过闽江水运，

再经白湖河，源源不断地送
到村里，郭宅先辈就用竹子
编织各种日用品，售卖后换
取生活所需。

新中国成立后的 40年
间，是郭宅竹编最鼎盛的时
期，人人参与竹编。1955
年，郭宅村成立福州市竹器
供销生产合作社，有员工
500多人，竹器生产从这时
开始了质的飞跃，从仅仅生
产简单的产品到能生产工
艺较为复杂的工艺品，竹编
能人创新产品，并研制机械
生产，有花篮、盆景套、面点
盘、礼品盒、炊具等三四千
个花色品种，竹编产品走出
国门。

制作竹器十分考验制作
者的技巧和耐力，是非常辛
苦的事，从毛竹的采制，到劈
制竹条竹篾，再到编制，耗费
时间长且枯燥。男人劈竹，
女人编制，一件笸箩形式的
精巧竹制挂件，制作流程就
要耗费5天。手艺精湛的郭
宅艺人们，能将竹子分得比
头发丝还细，编制出的竹篾

光滑，毫无毛刺。74岁的陈
依媄阿姨与女伴们一边谈
笑，一边以黄、红两色竹篾编
织出“福”“禄”“寿”“喜”等精
致的传统民间花纹。“我7岁
就开始和竹器厂的老厂长学
竹编了，一做就是一辈子。”
那时几乎全郭宅村都是竹器
厂的员工，但如今还会做竹
编的，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

村民，“太辛苦了，年轻人都
不愿意学”。

“现在村里还会竹编
的，大概有两百人吧，但真
正在做的，可能只有不到10
个人。”出生郭宅村的仓山
区政协委员郭念估计。而
今在制作竹编的老艺人们，
已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因为
那份难以割舍的竹编情怀。

从实用器向
工艺品转型
需加大推广

以竹编为生的村庄 产品曾走出国门

竹编只剩情怀 传承面临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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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制作细长的竹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