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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台江区宝龙
广场，记者发现了放置在
商场空地的一“自拍馆”，
它占地不大，外表粉嫩时
尚，小门带有一张布帘。
有情侣或成群结队的好友
路过时，很多人都好奇地
张望，有的还会掀开帘子
一探究竟。小馆内通透明
亮，左右两边摆放着两篮
发箍等头饰，选择心仪的
滤镜后，扫码支付 28.8元
即可开始拍照。

在广场负一层的一家

自助大头贴门店，则安排
了更多“添彩”的装备，有
各种形状的墨镜、可爱或
搞怪的头套，也有精致的
发夹和头箍，以及可以拿
在手上凹造型的玩偶。顾
客可以随意选择道具让自
己的造型更加丰富好看，
价格则是36元一组。

而在杨桥东路的一家
拍照手工店，记者看到店
内划分出了多种手工区
域，其中一个房间放置着
复古大头贴和韩式大头贴

两台机器。与韩式大头贴
30元两张不同的是，复古
大头贴 30元一张，包含了
自定义的九张不同边框的
照片，而韩式大头贴一张
内只含有四张照片。

记者走访发现，相较
于过去 5元、10元的价格，
现在拍一次大头贴花费涨
了五六倍左右。

与此同时，大头贴机
器在内容和系统等方面的
丰富和升级，给顾客带来
了全新的体验。记者了解

到，“大头贴机器”这一类
商品的种类非常多样，镜
头种类、机器拍摄角度成
为各商家给产品标注的特
点信息。专门的老式大头
贴机器，也是进行了软件
的全线升级，新增了数项
功能，可以“重现”经典的
复古大头贴，也可以在照
片上进行涂鸦、编辑等，瘦
脸、大眼以及磨皮等美颜
功能也可以自行调节或关
闭，还能增加扫码支付功
能，实现无人自助。

“青春记忆”大头贴 重现榕城街头
记者走访发现，价格相较之前涨了五六倍，有人因为怀旧，也有年轻一代因为感觉新

奇前来体验

沉浸演艺让游客身临
其境，快闪展览带来连连惊
喜，集章打卡增添了趣味互
动……“五一”长假期间，古
老街坊以全新的姿态亮相，
更有非遗文化与国潮元素
巧妙融入，与古朴建筑交相
辉映，共同营造出别具一格
的风情体验。

假日期间，三坊七巷、
上下杭等地，上演了《林则
徐充军》《林则徐复出·担
当》等经典的闽剧折子戏。
演员们身着华服，鼓乐声
声，为游客们展现了闽剧这
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深厚艺术底蕴。

非遗文化的展示不仅
丰富多样，而且与游客们的

距离近在咫尺。在三坊七
巷的光禄吟台和南后街，伞
技、越剧、武术、莆仙戏、南
音的表演者们走上街头，与
游客们亲密互动。水榭戏
台、严复故居内推出的情
景短剧和沉浸式小剧场，
则突破观演关系，带领游
客置身剧中。为了吸引更
多年轻游客，国潮非遗打卡
地图应运而生，创新的非遗
展示点位和打卡形式，吸引
更多年轻游客从三坊七巷
启程，深入感受古厝与非遗
文化的和谐融合，领略福州
古厝的独特魅力。漫步在
朱紫坊，游客们则能品味国
风音乐会感受风雅国乐。
还能通过 citywalk 坊巷盖

章打卡的方式，深入体验这
个充满韵味与故事的地方，
邂逅最具情调的朱紫坊，度
过一个惬意非凡的假期。

同时，一场别开生面的
文创趣味之旅也在三坊七
巷中展开。古厝福礼文创研
究院新推出的福州鱼丸玩偶
让随身携带“鱼丸”成为潮
流新趋势。再来到南后街
牌坊处，6米高的周杰伦官
方二次元形象大公仔——
周同学以其贝斯、立麦、音箱
的经典造型，营造出浓厚的
演唱会氛围。“你好，周同
学”国潮主题快闪店更是带
来了众多周边产品和惊喜
好物，让游客们一键启动购
物乐趣。

此外，上下杭街区也精
心打造了“非遗一条街”，假
期持续开展的杭肆云集和
非遗主题展演，向游客展示
了纸织画、白鹤拳等非遗技
艺，并推出相关非遗文创。
而在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
区，以福州喜娘开场的“情
由媒起，爱随心至”找“对
象”活动，以及“2024 鼎边
民俗文化节”等活动的举
办，更是让游客们感受到了
福州美食与民俗文化的独
特魅力，游客们不仅可以在
这里看表演，还能聆听传统
评话，品味地道香茶。不少
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的文
化体验为他们的假期增添
了不少惬意与乐趣。

福州古厝五一文旅盛宴 精彩纷呈乐不停

值得一提的是，“五
一”期间，即使各历史文化
街区游人如织，熙熙攘攘，
但文明旅游的新风尚始终
如一，由街区讲解员、文化
讲解志愿者、“名城少年红
领巾讲解员”和工作人员
组成的团队，引领着每一
位游客共同维护一个和
谐、有序的旅游环境。

在人潮涌动的坊巷
中，戴着红领巾，身穿蓝马
甲的小小身影成为三坊七
巷历史文化街区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这些被称为

“名城少年红领巾讲解员”
的孩子，拥有满腹的历史
故事，无论是名人故居还
是明清古建筑，他们都如
数家珍。

他们热情洋溢地向游
客们致以祝福：“祝大家在
三坊七巷玩得开心！”用青
少年的独特语言，传递着
福州古厝的深厚底蕴和独
特故事。

据统计，“五一”假期
期间，有 120多名小讲解员
参与了义务讲解服务，他
们的服务时长近 300小时，

服务游客达 2500 人之多，
其中不乏刚上一年级的孩
子。

为了满足游客的需
求，三坊七巷游客中心在 5
月 1日至 5日接待了 131批
游客，提供了超过 200小时
的讲解服务，覆盖了 750多
位游客。

同时，一群身着红色
服装的文化讲解志愿者和
景区工作人员也在忙碌
着，他们在志愿服务示范
驿站前守候，或在人群中
穿梭，为游客提供解答、引
导、文明劝导等服务，并讲
解“闽都文化”的内涵。

此外，景区内的文旅场
所还提供了电子支付和现
金支付等多种支付服务，满
足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和提供良好的消费体验。

近年来，三坊七巷、上
下杭、梁厝等福州的历史文
化街区以其沉浸式游览体
验和丰富的“国潮”“非遗”
元素，对全国游客的吸引力
显著增强，吸引着无数游客
前来探索与体验，已跃升为
热门的旅游打卡地。

N海都记者 刘文辉 部门供图

在今年的“五一”长假期间，福州的古厝以一系列
喜庆且富有文化韵味的旅游活动，成功吸引了来自四
面八方的游客。

从古色古香的三坊七巷，到风情万种的上下杭，再
到独具魅力的梁厝特色街区，游客们仿佛踏上了一场
沉浸式的历史与文化的探索之旅，不仅深切感受到福
州这座千年古城的书卷气息，还能品味到这座城市浓
厚的烟火气，尽享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旅盛宴。

国潮非遗交织，古韵焕发新趣

服务优化升级，游客宾至如归

N海都记者 林涓
实习生 邬璇 文/图

说起青春的回忆，“大头贴”一定榜
上有名。拉上三五好友，挑选让人眼花
缭乱的边框，再挤进几平方米大小的拍
照间，摆出当时最流行的姿势和表情，
那一张张青涩的面孔就这样被定格了。

随着手机的普及，这个曾经风靡的
“青春记忆”渐渐消失，现在却又“悄悄”
重现福州各大商场小店，拉上布帘，仿
佛回到了当年。

那么，哪些群体更愿意
来体验呢？

“来拍的学生会比较多
一点，也会有‘80 后’、‘90
后’带孩子来体验他们过去
大头贴的拍摄。”一拍照手工
店店长张先生向记者介绍
道，店内复古大头贴的拍摄
步骤与之前的老式大头贴一
样，是从一整册边框中挑选
9 个，到机器中输入边框编
号后即可进行拍摄。

“五六岁的时候我跟一
个姐姐一起拍过！”“00 后”
黄女士向记者描述道，想到

大头贴就会想起过去那段
美好的日子。黄女士告诉
记者，现在的大头贴商业化
严重，没有当时很新奇的感
觉。

除了怀旧，对于现在的
年轻一代消费群体来说，最
近兴起的“大头贴”拍摄是
一种新奇的体验。“就是觉
得很好玩很新奇，然后就去
拍了。”市民陈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很喜欢这样即拍即
得的感觉。“和朋友一起挤
在小房间里拍照、选头箍，
让人很快乐。”

价格翻倍机器升级

有人为了怀旧
也有人觉得是新奇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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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以三坊七巷为代表的福州多个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