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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区一路跑至山岭，途
经许多独具风情的畲族村落，感
受到了深厚的畲族文化底蕴。”
在第八届廉岭古道越野赛中，来
自全国各地的近1000名户外跑
爱好者边跑边领略福安自然风
光与人文景观的交相辉映，感受
城市魅力。

“一路跑，一路打卡红色景
点，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五
届闽东红色1号线乡村振兴跑的
跑友们沿着“闽东红色1号线”追
寻革命遗址，重温革命情怀。

“全家福安”闽台青少年棒
垒球交流活动在福安举行，来自
海峡两岸的40多名青少年运动
员同台竞技、以球会友，为扩大
闽台民间交流，促进两岸融合发
展挥出精彩一“棒”。

……
今年以来，福安共举行系列

体育赛事活动 10余场，一系列
精彩纷呈的活动背后，“旅游+体
育”的成效不断凸显，也成为福
安扎根本土特色，催生出丰富多
元的活动形态的生动缩影。

人们常说，文旅产业发展靠
“三老”：“老天爷”创造的乾坤万
象、“老祖宗”缔造的灿烂人文和

“老百姓”的物质文化需求和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随着“老百
姓”需求从单纯观光向多元体
验转化，旅游发展也从硬拼资
源禀赋的“独美”转向创新驱
动、相互赋能的融合。

“活动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认
识福安的机会，也为我们搭建了
和各地机车手聚会的平台。”在
福安白云山风景区，“坦洋工夫
杯”福安白云山第四届音乐帐篷
节暨户外运动嘉年华，吸引了户
外运动、露营及机车爱好者
2000多人齐聚一堂。屏南骑域
机车俱乐部成员影旭希在参加
完活动后直呼：“时间太短暂了，
希望每年都有这样的活动。”

嘉年华活动能吸引人，关键
在于内容丰富。白天，负重徒步
越野挑战赛、机车嘉年华；夜幕

降临，户外音乐晚会拉开帷幕，
伴随各支乐队酷炫登场、激情演
绎，游客围着燃起的篝火载歌载
舞，摇摆欢呼，整个白云山景区
广场变身音乐的海洋。

一场嘉年华涵盖户外音乐
会、帐篷节、坦洋工夫推介会等
五部分内容，为游客带来“户外
运动+旅游+文化”相融合的全
新体验。

“文旅+”加出新体验，福安
还通过改造一条条文化底蕴深
厚的街区，将文旅“安”入其中，
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

位于阳头街道的察阳古街，
曾经物资集聚、商铺林立，街区
内有以“一街六巷”为主体的古
建筑群，包括 1处国家级文物
点、45座已公布的历史建筑，好
似开放的“博物馆”，承载着厚重
的文化。随着交通格局变迁，古
街落寞了。

近年来，福安按照“修旧如
旧”原则进行改造。改造后的察
阳古街“复活”了，集聚了茶舍、
咖啡店、瑜伽馆等众多业态。“春
节期间，街道联合察阳古街各店
铺主理人举办了一场国风集市
活动，每天客流量达 6000多人
次。”一家店铺负责人林云说。

无独有偶，穆阳镇石马兜古
街也经历了从熙熙攘攘到落寞
的转变，当地政府将石马兜作为
民俗工艺文化街来打造，通过邀
请专业设计公司入驻，开展古码
头修复、沿街路面改造等工程，
致力于恢复古巷昔日风情。如
今，斑驳的墙体搭配大红灯笼、
五彩油纸伞，戴望舒笔下的《雨
巷》跃然眼前，不少游客穿着汉
服拍照打卡。

游目骋怀福安山水画卷，细
细品味福安历史人文，亲身感受
福安蓬勃活力……走进福安，感
受福安，总能在不经意间与福安
韵味撞个满怀。聚焦文旅服务
提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擦亮

“全家福安”文旅品牌，福安步履
不停。

山海交响韵悠长 人文荟萃福满堂
N通讯员 陈雅芳 海都见习记者 余盈吟

当白云山的冰臼群映照着云海日出，当坦洋村
的茶巷飘来百年茶香，福安正以“山海为骨、文化为
魂”的独特气质，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生。近日，第
十四届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文化旅游节在福安盛大开
幕，让这座因“五福安康”得名的古城，再度成为福建
文旅版图中的热点。福安之美，首在山海形胜。这
里有“海上仙都”白云山的亿年冰臼奇观，有“中国最
美滩涂”溪邳渔村的潮间诗画，更有潭头万亩果园的
四季芳华，构成“一半碧波浩瀚，一半峰峦叠嶂”的立
体景观。而畲族“双音”山歌、坦洋工夫红茶、平讲戏
等非遗活态传承，则为山水注入千年文脉，让自然与
人文在此交响共鸣。

福安文旅热，热在哪
儿？

走进广袤乡村，可以
一窥究竟。

露营、赏花、亲子游，
徜徉家门口的山水间，一
场旅行说走就走。

“风景好、空气好，可
以带孩子亲近大自然。”依
山傍水、绿荫环抱，溪潭镇
上湾村绵延草甸上，游人
惬意散步、围炉煮茶，游客
林晶晶如是说。

福安，背山临海，在历
史长河中沉淀出独特的气
质。“韩阳风景世间无，堪
与王维作画图……”宋淳
祐五年（1245 年），理宗御
批“敷赐五福，以安一县”，
因而得名的这片土地，如
今既是“花果香红茶发源
地”“南国葡萄小镇”等物
产宝库，更是全域旅游的
创新试验场。

微风不燥，社口镇坦
洋村游人如织。“今日坦
洋，1000多人，热热闹闹。”
坦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李青青在朋友圈记
录分享。

坦洋村缘何“出圈”？
在坦洋村内走一走，或许
能找到答案。

村前清流如练，村后
桂树飘香。好山好水孕得
一方好茶，作为“坦洋工
夫”红茶发源地，坦洋村内
至今保留着与茶相关的廊
桥、横楼等老建筑。如今，
这些承载着茶气息的老建
筑迎来送往一波又一波游
客，诉说着村内茶叶辉煌
的历史。

时光流逝，老茶乡没
有老去，而是邂逅了许多
新茶事。

喝上一杯“遇见坦洋”
出品的奶茶，已成为不少
游客打卡坦洋村的选择之
一。店铺负责人吴晗羲用
3款坦洋工夫红茶，调配出
理想中的奶茶口感：“村里
人气上涨，奶茶月销量达 3
万杯。”

在坦洋村，像“遇见坦

洋”这样致力于创新坦洋
工夫呈现形式的业态不在
少数。漫步村中，不时与
福茶馆、非遗文创工坊、宁
时光“库迪村咖”等数十个
新业态撞个满怀。“新业态
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体
验 ，也 让‘ 流 量 ’变‘ 增
量’。”李青青介绍，去年，
坦洋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破
200万元。

“出圈”的坦洋村如今
再出发。去年，福安成立

“大坦洋”片区乡村振兴联
合体，以坦洋村为核心，与
周边6个村一体化打造、发
展，明晰各村定位，让游客
有更多选择。

行走在福安，随处可见
的美丽风光，吸引游客驰骋
畅怀：世界地质公园白云
山，以云海壮阔、自然奇幻
的冰臼群和九龙洞地下秘
境闻名，不少游客慕名而
来；素有“闽东明清建筑博
物馆”之美誉的潭头镇南岩
村依托连片古建筑群、红色
革命遗址和艺术文创等优
势资源，开发民宿、奶茶店，
振兴之路蹄疾步稳；穆云畲
族乡依托万亩桃花林，每年
三四月吸引如潮游客，带动

“畲家三宝”等各类农特产
品畅销……

春可赏桃花灼灼，夏
可避暑探秘冰川遗迹，冬
可观雾凇佛光，生态优势
转化为文旅发展胜势，福
安这座山海交融的五福之
城，总能以不同姿态惊艳
游客。

旅游发展促使基础提
升改造按下快进键。福安
抓好白云山文化旅游基础
设施配套项目和福安市乡
村振兴“千万工程”建设项
目等 10 多个重点项目建
设，对白云峰景区游步道、
九龙洞灯光艺术、环白云山
沿线道路、景区智慧导览系
统及标识标牌等旅游配套
工程进行综合提升，进一步
改善旅游景区的通达性和
便捷性，为游客提供更加安
全、舒适的旅游环境。

“好茶在中国、好茶在坦
洋。”4月 19日，中国文物学
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
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
体验世界非遗坦洋工夫制作
技艺后赞叹道。

时间再往前推。3月 25
日至 28日，“寻美中华·美在
福安”主题采风活动走进福
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发
行公司相关负责人杜聪参观
完廉村后，感触颇深：“廉村
走出了开闽第一进士薛令
之，作为以‘廉’字命名的村
子，它的廉文化体现在细节
处，如悬鱼、鹅卵石等。”

坦洋村、廉村缘何能获
得参观者的连连赞誉？深厚
的文化底蕴是关键。

打动单霁翔的是，坦洋
工夫从初制的萎凋、揉捻、发
酵、干燥，到精制的抖、筛、
撩、扇、漂、簸等，每道工序都
饱含匠心。“传统制茶工艺没
丢，每道工序都精益求精，这
让我非常感动。”单霁翔希望
坦洋工夫在走向世界的同
时，能将蕴含其间的传统文
化精神、匠心制茶技艺传播
开去。

在福安这片富有魅力的
土地上，全域旅游的蓬勃兴
起，让文化与旅游碰撞出不
同的精彩。

现年 71 岁的陈木成是
廉村义务讲解员，每每向游
客介绍村里历史，他总会从
矗立在廉政主题公园内的薛
令之塑像说起。“薛令之从小
立志报国，唐神龙二年（706
年）考中进士，官至左补阙、
太子侍讲，后因不满唐玄宗
沉迷淫乐、宠用奸臣李林甫，

毅然称病辞官，挂冠归隐
……”陈木成娓娓道来。

随着崇廉尚廉蔚然成
风，陈木成发现，村里建成了

“四要馆”——闽东勤廉榜样
人物展陈，游客越来越多。
福安乘势整合廉村“廉”元
素，打造廉政文化教育旅游
专线。村里积极发展乡村旅
游，通过廉溪水上游乐船、旅
游商铺等项目，提高村里人
气，带动村民增收。

福安的畲族文化历久弥
新，“三月三”，不少游客走进
福安，与身着盛装的畲族同胞
载歌载舞，打糍粑、品乌米饭，
沉浸式体验畲族风情；福安的
茶文化源远流长，在坦洋村，
百年茶香绕古街，游客可亲手
制作茶叶，感受非遗制茶技艺
的匠心；福安的红色文化熠熠
生辉，在柏柱洋，留存着许多
红色记忆，流连于那些革命遗
址、纪念馆，重温福安人民英
勇斗争的本色……

山水为脉，文化为魂，唱
响“全家福安”文旅品牌。福
安以白云山大环线沿线“福、
畲、茶、古、廉、红”特色文化
为抓手，将沿线 1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白云山风景名胜
区、3个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和 5 个国家 2A 级旅游景区
串联，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廉村、福安坦洋茶谷·寻
源坦洋工夫“全国茶乡旅游
精品线路”、溪柄镇柏柱洋

“全国百条红色茶乡旅游精
品线路”，推出“畲族风情之
旅一日游”“文化探险之旅一
日游”“环白云山世界地质公
园精品二日游”等多条旅游
线路，持续激发文旅活力。

风光为画布 游客入画来

文化铺底色 旅游添活力

业态再上新 体验更多元

游客在白云山观日出（陈长赋/摄） 中国廉文化第一村——廉村（钟楠/摄）

田垄桃花红，畲乡入画来（吴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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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白云山九龙洞（吴景华/摄）

游客漫步在廉村油菜花田（张星光/摄）

坦洋村村口（李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