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经事
智

慧

海

都 2025年5月19日 星期一 责编/关菁 美编/建隆 校对/王魁

A05智 慧 海 都
968880

山
海
潮
涌
处

畲
韵
启
新
章

2
0
2
5

年
﹃
中
国
旅
游
日
﹄
福
州
主
题
活
动
点
燃
罗
源
文
旅
新
引
擎
；
近
年
来
，

罗
源
以
文
化
为
魂
、以
山
水
为
脉
，打
造
全
域
旅
游
的
﹃
罗
源
样
本
﹄

N海都记者 林涓 唐明亮 李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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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共舞，风光旖旎。5 月 17 日，以
“有福之州 多彩罗源”为主题的2025年“中
国旅游日”福州主题活动在罗源松山镇盛
大启幕。这场集畲风海韵于一体的文旅盛
宴，通过非遗体验、民俗展演创意市集、旅
游推介等多元形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畲
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罗源文旅融合的创新
活力。

当开幕式的欢呼声化作山海间的回
响，罗源文旅的精彩才翻开序章——从街
头巷尾“周周有戏·月月赶集”的烟火日常，
到图书馆、文化馆里焕发新生的文化空间，
罗源正以文化为魂、以山水为脉，打造全域
旅游的“罗源样本”，向世界发出邀约：来罗
源，遇见不一样的“诗与远方”。

当海风轻吻罗源湾的浪花，当畲家山
歌响彻八井村的晴空，2025 年“中国旅游
日”福州主题活动于罗源松山镇八井村开
场。八井村是传统畲族村，畲医畲药、畲族
服饰、八井拳、苎布织染、畲族山歌等非遗
代表性项目在此薪火相传，让这座畲村收
获“福建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

清晨8时，八井村早已人头攒动。身着
凤凰装的畲族姑娘们，手捧乌米饭、彩带，
以悠扬山歌迎接八方来客。随着一声激昂
的鼓声划破天际，一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
文化大戏正式开锣。罗源是我国畲族主要
聚居地之一。

舞台现场，极具民族特色的“畲族凤凰
装”惊艳亮相。畲女身披缀满银饰、绣工精
美的凤凰衣，衣摆摇曳间，仿佛将千年畲寨
的古老传说娓娓道来。“第一次近距离看到
这么精美的民族服饰，每一个细节都充满
故事，太震撼了！”来自福州的游客林先生
一边用手机记录，一边赞叹道。

美食市集同样热闹非凡。“来尝尝我们
罗源的七境茶，这是传承百年的制茶工
艺。”在非遗“七境茶”展位前，茶艺师一边
展示着“三冲三泡”的古法技艺，一边热情
地招呼着游客。不远处，“畲家乌米饭”香
气四溢，游客纷纷动手，体验用植物染料染
制糯米的传统工艺。

“此次活动将助力罗源进一步打响‘畲
风海韵、多彩罗源’特色文旅品牌，激活全
域旅游消费动能，为罗源文旅产业发展注
入强劲活力。”罗源县旅游事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陈乐堤说，“近年来，罗源围绕‘一
村一品牌，一院一特色’，出台系列扶持政
策，挖掘、整合、盘活农文旅资源，探索‘庭
院+农业’‘庭院+文旅’等多种发展模式，
因地制宜创新发展庭院经济，以庭院经济
带动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目前，全县已
培育 8个特色庭院，精心打造十大旅游驿
站，以‘小庭院+大驿站’助力全域旅游经济
高质量发展。”

山海为幕 非遗为笔
奏响“最炫民族风”

周周有好戏 月月赶大集
点燃罗源烟火气

书香盈城 设施焕新
厚植文化新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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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以“有福之州 多彩罗源”为主题的2025年“中国旅游日”福州主题活动在罗源松山镇盛大启幕

走进全新的罗源县图书馆，宽敞明亮的空间、种类繁多的藏书、智
能化的借阅设备令人眼前一亮

溪尾街沉浸式闽剧表演

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罗源不仅注重打造节
庆活动的“爆点”，更致力于夯实公共文化服务的

“根基”。近年来，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的升
级改造，让文化的滋养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

走进全新的罗源县图书馆，宽敞明亮的空间、
种类繁多的藏书、智能化的借阅设备令人眼前一
亮。“现在借书、看书太方便了，环境也特别好，我
经常带孩子来这里。”市民吴女士说道。除了硬件

升级，图书馆还定期举办
读书分享会、亲子阅读、文
化讲座等活动，成为市民
汲取知识、陶冶情操的精
神家园。

罗源县文化馆同样
焕发新生。舞蹈排练厅、
书画展览室、音乐培训室
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为
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广阔
的展示交流平台。“文化
馆的培训课程特别实用，
我在这里学会了书法，生
活变得更有乐趣了。”学

员陈先生高兴地分享道。
据悉，罗源县文化馆、图书馆于2022年4月动

工建设，总投资 8500万元，总建筑面积 1.1万平方
米。文化馆新馆设有16个培训功能室，集观演、培
训、展览等多功能于一体；图书馆新馆则配备综合
阅览区、少儿阅览区等多个功能区，还设有24小时
城市书房，自习位达102个。“两馆将成为罗源文化
活动的主阵地、文化交流的新平台和展示罗源文
化的新地标。”项目负责人介绍。

如今的罗源，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文化气息
愈发浓郁。无论是漫步畲族村寨感受民族风
情，还是静坐图书馆品味书香；无论是观看精彩
演出享受视听盛宴，还是参与特色赶集体验人
间烟火，都能领略到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与蓬
勃的生机。罗源县文旅局负责人表示，未来，罗
源将继续深耕文旅领域，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
质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书写文旅融合发展的
崭新篇章，让“有福之州 多彩罗源”的品牌更加
深入人心。

如果说“5·17”旅游节是罗源文旅的高光时
刻，那么“周周有戏·月月赶集”则是这座滨海小城
日常魅力的生动写照。依托深厚的畲汉文化底
蕴，罗源将传统节庆转化为可持续的文化 IP，让游
客“日日有新趣，季季有期待”。

每到周末，溪尾街的“戏台”准时开唱。72岁的
陈依姆总会提前半小时到场，和老姐妹们占据前排
位置：“最爱听闽剧了，我家就住在溪尾街附近，吃
完晚饭就出来听戏，特别开心。”每到周末傍晚，溪
尾街便响起熟悉的乐曲，闽剧《七
溜八溜 不离福州》等经典剧目轮
番上演。演员们身着华丽戏服，
以精湛的演技将剧中人物刻画得
入木三分，台下观众沉浸在传统
戏曲的魅力之中，掌声与喝彩声
此起彼伏。这里不是专业剧场，
却是市民最爱的 “文化客厅”。

每月一次的特色赶集活动，
更是成为罗源的文旅名片。市集
上，新鲜的海产品、特色山货琳琅
满目，民间艺人的绝活表演精彩
纷呈，趣味互动游戏让人应接不
暇。“现在家门口经常搞活动，越
来越热闹了，希望这样的活动能一直办下去。”居民
李先生说。

值得一提的是，凤山镇联合团县委、县电子商
务协会等推出的流动摊位和跳蚤市场，为青年创
业者搭建起梦想舞台。“这里人流量大，氛围也很
好，给了我们这些创业新人一个宝贵的实践机
会。”青年摊主小张满怀感激地说。这些常态化的
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生活，也吸引着
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让罗源的文旅产业持续
焕发活力。“我们不仅要让文化‘活’起来，更要让
它‘走’出去。”罗源县文旅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