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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记者昨日从福州市住建局获
悉，由海峡（福州）大熊猫研
究交流中心建设的福州熊猫
世界改造工程将力争在明年
国庆前改造完成，并对外开
园。届时，将有 5只大熊猫
入驻园区，与市民、游客见
面。

福州熊猫世界位于鼓楼
区梦山路。据了解，此次改
造工程对标国家最新规范，
规划将自然与人文景观相结
合，拟建成集科学研究、科普
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珍
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示范园

区。改造项目工程总投资约
1亿元，改造内容包括新建 3
座大熊猫馆、熊猫艺术馆、科
普教育中心，还有兽医院等
基础设施及景观提升。

“在未来新的大熊猫馆
中，每座大熊猫馆占地约
700 平方米，其中包含 300
多平方米的户外运动场。”
据海峡（福州）大熊猫研究
交流中心主任修云芳介绍，
为了给大熊猫提供更好的
生活环境，改造项目在设计
中参考了大熊猫在野外的
生态环境，会种植高大的乔
木、低矮的灌木和多样性的

植被，还会配上生态的栖
架，也会增加自然环境的彩
绘，以及溪流、假石等，通过
生境的模拟及生态造景手
法，激发大熊猫的自然行
为，未来也将给游客创造更
舒适的体验感。

此外，项目还将重点打
造科普教育中心，展示中国
对大熊猫的研究、保护和拯
救成果。修云芳告诉记者，
整个改造工程将力争在明年
国庆前完工，并对外开园。

记者了解到，福州熊猫
世界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福州
市动物园熊猫馆，1977年，大

熊猫首次落户福州，为榕城
带来了许多生机与活力。
1992年，福州大熊猫研究中
心成立，隶属于福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是全国专业
从事大熊猫保护、科研与科
普教育的四大研究中心之
一。2011年经省台办批准，
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更名为
海峡（福州）大熊猫研究交流
中心，致力于科学研究、科普
教育和友好交流。在四十多
年的发展中，这里曾经繁殖
了4只大熊猫，并饲养了多只
家喻户晓的大熊猫明星，有
巴斯、青青、圆圆等。

福州熊猫世界力争明年国庆前开园
此次改造包括新建3座大熊猫馆、熊猫艺术馆、科普教育中心等；5只大熊猫

将入驻园区，与市民见面

英都镇位于泉州南安
市。英都拔拔灯源于古代
英溪船民的拉纤，把拉纤拔
船的实际场景艺术化地移
植于游乐活动，生动地再现
当年英溪纤夫逆水行舟与
自然拼搏的壮观场面。以
粗绳系灯，每阵领头由一青
壮年胸前缚一扁担，肩负大

绳，作船夫拉纤状弓身前
行，拉动灯阵向前行进，状
如拔船（拉纤），“拔拔灯”由
此而来。“拔拔灯”举办时间
为农历正月初九，地点为英
溪流域各自然村。

至明代，英溪流域的
运输由洪姓经营，昭惠庙
成为洪氏当境神庙，拔拔

灯后来定为年例。
几百年来，洪姓族人不

但在英溪流域繁衍，还从英
溪流域向海内外迁徙，每年
一度的拔拔灯活动，成了凝
聚亲缘族缘的纽带。“英都
拔拔灯”于 2008 年入选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名录。

“春节”申遗成功，福建“有功”
福建目前有9个与“春节”相关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闽西客家元宵节庆活动主要流传于闽西
的连城县、永定区、长汀县、武平县、上杭县五
个客家聚居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包括
连城姑田游大龙、连城罗坊走古事、连城芷溪
花灯、永定抚市花灯故事、连城新泉烧炮等。

2024年12月4日，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宣布，将“春节——中国人
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是
我国第44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

该项目申报由全国各省（区、市）共同推动，福建省有关地市和相关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同参与了申报工作。至此，福建省共有10个
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也是全国唯一拥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三大类别非遗名录（名册）的省份。

福建省目前有9个与“春节”相关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分别为
漳州木版年画、灯彩（泉州花灯）、元宵节（马尾-马祖元宵节俗）、灯会
（南安英都拔拔灯）、元宵节（泉州闹元宵习俗）、元宵节（闽台东石灯
俗）、龙舞（大田板灯龙）、元宵节（枫亭元宵游灯习俗）、元宵节（闽西客
家元宵节庆）。

泉州花灯制作起于唐
代，盛于宋、元，延续至今。

明清时期，玻璃制造业
发展，工匠们把玻璃抽成丝，
泉州人叫这种玻璃丝为“料
丝”。一些彩扎艺人把“料
丝”用到花灯制作工艺中。

清朝末年，泉州刻纸
大师李尧宝承继家传刻纸
工艺，并把这种精湛的刻
纸技艺应用到料丝灯造型
图案中，创作出精美绝伦
的刻纸料丝灯，使泉州花
灯制作工艺和艺术含量有

了重大飞跃。
泉州花灯以独有的刻

纸、针刺工艺和料丝镶装
技艺而区别于全国各地的
花灯。“泉州花灯”于 2006
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泉州闹元宵习俗由来
已久，源于中原，兴于唐
宋，其中心内容是闹花灯
和民俗踩街。

元宵节家家户户挂花
灯，有新嫁女的人家给亲
家送红、白莲花灯和“观音
送子灯”，男女老少成群结

队上街赏灯，小孩走街串
巷嬉戏“游灯”，点灯时不
慎 把 灯 烧 了 ，叫 作“ 出
灯”。古时灯被抢也是“出
灯”，被抢的人反倒兴高采
烈。泉州闹元宵还有妆
人、地方戏剧展演等文艺
活动，文艺踩街古称“妆

人”，“妆人”系从古代傩文
化演变而来，是一种敬神
的娱乐和狂欢活动，祈求
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泉州闹元宵习俗于
2008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名录。

闹元宵习俗

英都拔拔灯

海峡两岸有两个同名为东石的
滨海乡村，一个在福建晋江，一个在
台湾嘉义，两地共有一种全国独一无
二的元宵灯俗，世称“闽台两东石，共
数一宫灯”。

数宫灯习俗发端于明末清初，盛
于民国期间。晋江东石有座嘉应庙，
奉祀宋代魏了翁祖孙三代圣贤“三公
爷”,俗称“三公宫”。东石每年灯节挂
灯礼佛，后渐演变为新婚挂灯。

迁台的晋江东石人将晋江东石
嘉应庙的“三公爷”分灵过海，在台湾
的东石乡建庙供奉。

闽台东石灯俗数宫灯活动为期
三天（正月十三至十五），每年正月
十三开始，在晋江市东石镇和台湾
布袋镇嘉应庙（俗称三公宫）同时
举行。两地互报宫灯数，共祝子孙
兴旺。

两地上一年新结婚的新郎官都
必须把新娘陪嫁的宫灯挂到“三公
宫”里，并数一数有几对宫灯，了解一
下本地去年成年的男子有多少，与以
往相比有何变化。“三公宫”内除各新
婚夫妻送来的宫灯外，还有一盏公共
的大红绣球灯挂在正中。

闽台东石灯俗，见证了两岸的
民俗相同、血脉相连。元宵节（闽
台东石灯俗）于 2008 年入选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名录。

漳州木版年画先在木质平板上镌刻画稿，
而后以短版法套印于纸上。雕版分阳版和阴
版两种，印制“幼神”人物背景色（红）的版为阴
版，这种阴版的刻法和用法为全国所独有。

马尾、马祖位于闽江出海口两岸，相隔不
到一百海里。两地居民自古以来便有春节、
元宵期间送花灯、闹花灯的节俗活动。

每年的元宵节，大田人都要在乡村或街巷
舞动板灯龙，俗称为“迎龙”。大田板灯龙制作
融绘画、剪纸、书法、雕刻和扎制编糊工艺为一
体，表演熔体育、杂技、舞蹈为一炉，韵味无穷。

闽台东石灯俗 漳州木版年画

元宵节（马尾-马祖元宵节
俗）

龙舞（大田板灯龙）

仙游枫亭元宵游灯，汇集了篝火、社火、
放灯、游神、古巫、武舞等多种古典文化和民
俗文化内容，将民间灯艺、曲艺、舞蹈、十音八
乐、戏剧、杂技等各类艺术融为一体，构成千
年古镇的独特民俗。

元宵节（枫亭元宵游灯习俗）

元宵节（闽西客家元宵节庆）

改造后的福州熊猫世界鸟瞰图（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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