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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木偶戏经典剧目《钟
馗醉酒》为灵感的冰箱贴；
德化白瓷烧制的“龙鲤鲤”
摆件……这些融入非遗元素
的文创品就藏在古城一家家
别具一格的文创店里。

在西街“鲤物”文创店，
不少游客正在店里挑选文创
品。“这个‘滴水兽’很有意
思，我在逛古城时，在很多建
筑屋檐上都能看到。”上海游
客汪女士见到“滴水兽”系
列，甚是喜爱，一下买了 10
个冰箱贴、2件陶瓷摆件，送
家人朋友。

“文创品为游客提供了
‘可带走的文化记忆’，融入了
非遗元素的文创品尤受欢
迎。”“鲤物”文创店创始人黄
跃昆介绍，店里的爆款“滴水
兽”冰箱贴，每逢五一、国庆等
节假日的月份，仅单款每月就
能卖出2000个。他们还融入
提线木偶戏、陶瓷、石雕等非

遗元素，开发出的上百款非遗
文创品，销售额也较可观。

夜幕下，西街肃清门广
场的润物市集，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来自西安的小曾也
购买了一些以非遗簪花围、
福船为设计灵感的挂饰和摆
件。“泉州的文创品丰富有创
意，又独具地方特色，逛一晚
上都不觉得累。”小曾说，有
地方特色的文创品是她旅行
的见证，每到一座城市，她就
喜欢收集这类文创品。

泉州文旅集团创办的文
创市集润物市集已实现日常
化，每周二至周日正常营业，
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吸引来
来往往的游客。“我们对市集
商家做过调研，大部分摊位
平常营业额在几百元，节假
日可达 1000~2000 元之间，
高峰期单日人流量超过 1.5
万。”润物市集现场负责人张
铱铱介绍说。

非遗 起来 文创 出圈
泉州通过“非遗+设计+场景”的创新模式，将非遗代表性项目转化为文旅消费

新场景，为文旅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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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五一”假期，泉州依旧人
气爆棚，游人如织。漫步古城街巷，
文创店、市集里，泉港福船、安溪竹
藤编等“非遗技艺”变身年轻人追捧
的“新潮品”；蟳埔渔村200多家簪
花围体验店，创新推出“新中式”审
美潮流，个性化定制妆造，吸引游客
体验消费；而融合世遗、非遗元素的
古城生肖IP，引来众多游客打卡拍
照，还带动周边销售热潮……

当非遗技艺与潮流设计碰
撞，千年古城正焕发消费新活
力。近年来，泉州以非遗文创为
抓手，将非遗代表性项目转化为
文旅消费新场景，通过“非遗+设
计+场景”的创新模式，既让非遗

“活”在当代生活，也为文旅消费
注入强劲动能，走出一条文化遗
产与商业价值共生的发展路径。

泉州非遗文创为何能
成功带动当地吃喝玩乐
潮，并推动文旅消费？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
师、林氏锡雕市级非遗传
承人、黎明职业大学“双师
型”教师林慧认为，得益于
近年来泉州非遗文创够

“接地气”，与泉州传统文
化紧密贴合，创作出各类
能代表泉州的文创品、IP
和消费场景等。“泉州有着
丰富的非遗资源与文化底
蕴，南音、木偶戏、德化陶
瓷、闽南传统建筑技艺等
众多国家、省、市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为文创开发提
供了深厚土壤。”

“将非遗元素融入现
代设计，如锡雕制成时尚
茶具，以泉州南音为灵感
的音乐盒，吸引了年轻消
费群体。在景区、古厝、博
物馆等空间打造非遗工
坊、非遗体验馆等沉浸式
体验场景，延长游客停留
时间，促进二次消费。”林
慧说。而通过引入文创企
业、设计师团队，以市场化
运营打造爆款文创产品，
形成了可持续商业模式。

泉州非遗文创的成

功，本质是通过“文化解码
—创意赋能—场景重构—
传播裂变”的模式，将静态
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购
买、可传播的文创产品，激
活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
的共鸣，最终实现文化价
值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
升。“未来还需进一步注重
产品迭代、服务升级与可
持续发展，避免同质化竞
争，让非遗文创释放更多
消费活力。”林慧表示。

“当前泉州文创市场
活力满满、创意迭出，文创
从业者市场嗅觉敏锐，并
深入挖掘泉州历史文化元
素，古今结合、古为今用，
创新开发热销爆品。”泉州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泉州在政策扶持与赛
事驱动上，出台了《促进文
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励措
施》等措施，对优质文旅IP
给予奖励补助，并举办“润
物无声”旅游商品设计大
赛等，孵化文创 IP。鼓励
打造个人 IP，支持单位和
个人在国内外举办文创展
会。通过举行润物市集等
推广活动，吸引人流，带动
消费。

非遗文创“接地气”
文旅消费“有人气”

“距离生肖IP推出已过
去两个多月，但‘七彩刺桐
蛇’的冰箱贴、摆件等文创品
还是很受欢迎，不少游客来
购买。”在中山路一家文创
店，工作人员小陈介绍。

“我刷到了‘七彩刺桐
蛇’视频，最喜欢‘州州’，
听说它融合了很多泉州非
遗，不仅好看，还有文化内
涵，就买了两个，自己收藏
和送给好友。”上海游客杨
女士说。

“七彩刺桐蛇”是今年
鲤城推出的蛇年古城生肖
IP，以七只不同色彩的灵
蛇形象为核心，融合非遗
元素拍胸舞、茶文化、红砖
建筑等，在古城、清源山等
地设置大型艺术装置，每
只“蛇蛇”出场时，还推出
相应的非遗表演。

“春节期间，大家在打
卡‘蛇蛇’时，被生肖赋予
的文化故事所吸引，提升
了游客停留时长，促进周
边餐饮、交通、文创店铺的

流量转化。”鲤城文旅局副
局长林菲介绍。每只“蛇
蛇”一经推出，就吸引市民
及省内外游客专程前来打
卡。“IP赋能下，‘过夜游’
的游客也有所增加。”

而围绕“七彩刺桐蛇”，
鲤城线下推出“贪吃蛇寻
宝挑战赛”“快闪店”等活
动，将 IP与消费场景深度
绑定。游客通过参与定时
寻宝活动，就能在指定商
家兑换限定美食或折扣
券；快闪店则推出“七彩刺
桐蛇”生肖 IP文创品，冰箱
贴、服饰、玩偶等，结合泉州
本土品牌如匹克、顺丰等
联名产品，形成消费热点。

此外，还与诸多优秀
企业签约授权“七彩刺桐
蛇”生肖 IP各类衍生周边
产品，探索了可持续文化
赋能新路径，丰富文旅消
费新形式。截至2025年3
月，授权冠名总价值 1687
万，开发周边产品多达 63
款，全网曝光量10.5亿。

泉州非遗“簪花围”的
走红，始于2023年赵丽颖的
一组“簪花”照片。明星效
应持续发酵后，簪花围迅速
成为流量焦点，吸引大量游
客涌入体验同款簪花，蟳埔
簪花店激增，从不足10家激
增至如今的 200余家，带动
了当地文旅消费。

走进蟳埔村，随处可见
“簪花女郎”的身影。妈祖
庙旁的“晴天姐姐”簪花体
验店里，山西游客上官女士
慕名而来。“蟳埔是簪花围

的发源地，这次来泉州专门
体验下。”上官女士说。为
了拍得更有特色，她提出要
换真花来簪花围，并搭配马
面裙的需求，店主黄丽泳立
马为她量身定制此妆造。随
后，上官女士又定了驻店拍
摄团队，和蚵壳厝建筑、寺
庙、风土人情等场景拍了组
美美的照片。

“我们在保留传统簪花
围技艺的基础上，结合‘新中
式’审美潮流，提供旗袍、马
面裙等服饰搭配，并支持个

性化定制，采用真花‘簪花
围’，时尚、创新，这是走在前
列的。”黄丽泳说。蟳埔爆火
之前，村里只有数家簪花店，
没什么游客，她的店也只提
供蟳埔传统服饰。而随着
簪花店越开越多，市场竞争
激烈，为迎合游客需求，他
们也在不断创新，吸引游客
进店，这两年高峰期每日进
店三四百人。

“太多款式可选择了，
到店就能享受服饰、妆造、
摄影一条龙服务。”游客林

女士走进铂爵民族写真店
内，店长马先生向她详细介
绍了研究团队专门为“簪花
围”元素打造的上百款多样
化风格，任由她挑选。

“为服务蟳埔市场，我们
扎根蟳埔，在尊重传统技艺
基础上，研究各类风格的簪
花围妆造，由游客选择自己
喜欢的，拍摄团队也是统一
管理的，服务好游客。”2024
年，马先生在蟳埔经营的 4
家店服务客人超 3万人，营
业额达1500万元左右。

文创品热卖 非遗元素“加分”

簪花围走红 古城满街“繁花”

生肖IP火爆 游客专程“打卡”

开栏语：八闽大地，烟火滚烫。福建这片充满活力与创新的热土，正以多元消费场景的蓬勃发展为底色，绘

就经济回升、内需回稳的生动画卷。从特色产品的匠心打造，到服务升级的贴心体验；从政策红利的精准落地，到
行业转型的积极探索，福建全力释放消费潜力，消费市场愈发“闹热”。

本报近日推出“在福建 很闹热”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城市乡村街头巷尾，聚焦不断“上新”的经济形态，挖掘
日益丰富的消费场景与新增长点，剖析行业创新与转型，探寻经济结构优化趋势，解码福建消费市场的活力之源。

专家：

大量游客在泉体验簪花围

▲小朋友对泉州
文创爱不释手

润物市集热闹非凡（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