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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记忆，而承载着
城市记忆的地方，往往是充满人间烟火的老
街。在高楼耸立的涵江城区，被隐藏在楼宇
间的萝苜田曾是水乡商贾云集、人丁兴旺、
物资往来流通之地，见证着涵江“小上海”
商贸的繁荣。

这天傍晚，我们走进萝苜田。狭长的巷
子就像是一条时光隧道，把我们带进了儿时
的记忆：单车响着车铃匆匆而过小桥，肆意
欢笑的孩童在街角打闹，摇橹的船夫划花了
蓝天白云，铺子里的铁匠“哐当哐当”打
铁，货郎嘶哑而有力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每座红砖古厝，每条逶迤深巷，都在时间轴
上叠加着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这些故事汇成
涵江之美，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漫步其
中，体验到的是内心的宁静。

在城市进程的车轮声中，这片年久失修
的旧街巷虽已难觅往日风光，却又因一群追
梦青年的到来而重新焕发活力。今年6月，
“小上海”蒲文涵江服务站挂牌成立，80后
女孩黄丽丽是创始人。她说，服务站就像
“红娘”，为政府牵线，把文创人、民间社
团、文旅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共同盘活萝苜
田。这几个月，她吃住都在这里，了解萝苜
田的历史、拜访老居民，一趟又一趟往相关
部门跑。

她说，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萝苜田历史
文化街区，涉及涵江青年、延宁、涵西、楼

下、保尾、前街、集奎、霞徐8个社区，总面
积56.79公顷，其中20.48公顷是核心保护范
围，同荔城区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一起，
成为莆田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组成部分。这
里有“东方二十五坎”“顺茂隆”“杨氏民
居”“陈训彝侨居”等展现中西合璧风格、
体现“小上海”时代特征的近现代商家宅
第，保护和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服务站所在地是涵江燃料公司的办公旧
址，这是一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石头建
筑。服务站设有24小时不关门的共享茶室和
“小上海”旗袍体验馆。旗袍体验馆馆长戴
海燕说：“这段时间，来这里拍照的预约不
断，我每天根据客人的需求安排旗袍和摄影
师。”贴着发黄宣传画的绿白色墙壁、踩上
去“嘎吱”作响的掉漆阁楼板、放着红色老
式电话的办公桌、有年代感的自行车、痕迹
斑斑的旧行李箱等频繁出现在慕名前来打卡
拍照的年轻人的照片里。

最近在服务站帮忙的90后女孩拾方，已
经在萝苜田寻找了一个多月的老房子，准备
开一家咖啡店。她说，萝苜田是她实现梦想
的理想之地。人们可以在暗红的街灯下、潺
潺的流水中、古朴的石桥上，放缓脚步，享
受匆匆生活中突然慢下来的时光，品一杯浓
香咖啡，放松疲惫的心情。

在服务站的牵线搭桥下，萝苜田已有二
厂书店、一厂及间、陡门集物、龙花担等多

家业态入驻。接下来，服务站还将依托楼下
社区萝苜田“党建+”邻里中心，建设摄影师
作品空间、汉服工作室、音乐社团空间等，
再引入涵江家具企业和莆阳书房，让新旧在

这儿共存，历史与现代在这儿共融，打造企
业品牌文化馆和有烟火气的涵江书苑。（蔡玲 

杨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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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在湄洲岛成功举办五
届，不断扩大妈祖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
力，进一步促进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为着力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
献。

文化相通、民心共鸣、发展共享。第五
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在妈祖圣地湄洲岛成功举
办，影响力不断扩大，妈祖文化热度不减，湄
洲岛越发“国际范”。

湄洲岛凭什么越来越好？自2016年发挥
妈祖文化作用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后，同年世界妈祖文化论坛获批在岛上举办，
这5年来，湄洲岛上下以此为契机，牢记嘱
托，不忘使命，一年又一年，当好东道主，在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全力办好每一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努
力构建世界妈祖文化中心核心区，打造两岸心
灵契合、共创共享的幸福家园，推动海洋命运
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时代妈祖
文化发展浓墨添彩，切实保护好湄洲岛。

湄洲岛党工委书记林韶雯说，未来5年，
我们将持续努力，让湄洲岛天更蓝、水更清、
岸更绿，还有沙滩更美丽，妈祖文化的魅力更
加凸显。

高端平台越来越洋气
随着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一年一届的成功

举办，已吸引了更多国家嘉宾前来参加活动，
给这个高端的平台增添一抹洋气，让海岛更时
尚、更融合、更文明。

参加第五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的斯洛伐
克共和国驻华大使杜尚·贝拉走出会场，被场
外展出的陶瓷妈祖像吸引，特地恭请2尊陶瓷
妈祖像回国，向斯洛伐克民众介绍妈祖“立
德、行善、大爱”的精神，推动妈祖文化传
播，密切两国交流。

的确，妈祖文化就是通过这样一位位热
心而友善的“老外”不断向外传播，不但扩大

了妈祖文化“朋友圈”，而且推动妈祖文化交
流与传播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发展，提升其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影响力。

这几年，世界妈祖文化论坛连续举办，
影响范围不断增加，妈祖文化向心力更大。截
至目前，吸引了7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政府机
构、学术单位和社会组织，200多位专家学者
参加。2016年以来，妈祖文化传播分布从38个
国家和地区增加到46个。“妈祖下南洋·重走
海丝路”等民间文化活动持续开展，湄洲妈祖
先后巡安布福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
国等地，妈祖文化已成为更具代表性的文化符
号和文明交流纽带。

论坛倡行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精
神，以及“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谐之海”
的海洋观，每一届举办都收获满满，取得重要
成果，文化共识不断深入，妈祖文化凝聚力更
强。这些年，不论是大会发出的“湄洲倡
议”，还是“湄洲共识”，都让人看到，参加
论坛的与会领导嘉宾、专家学者，用他们的闪
耀智慧和真知灼见，合力推进妈祖文化精神内
涵挖掘，梳理完善妈祖文化传承脉络，全力构
建妈祖文化表达体系等，并在彼此合作中实现
民心相通、在交流中实现文明互鉴，有效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
挥建设性作用。

同时，以论坛举办为契机，推动与南太
平洋旅游组织在妈祖文化传播、品牌互动、客
源互推、信息共享、产业共赢等方面达成一致
意见，拓展妈祖故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经贸文化交流合作领域。第五届论坛成
功举办了招商活动，推介妈祖故乡突出开放招
商、强化项目带动，实施强产业、兴城市“双
轮”驱动的发展思路，以及蕴藏的合作商机，
并现场签约涵盖农业发展、健康产业、旅游业
态、高新技术等方面的项目，让“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妈祖故乡有更深的认识，并

进行更深入合作。
办会经验越来越成熟
“good！”“赞！”参加第五届世界妈祖

文化论坛的嘉宾对湄洲岛提供细致的服务保障
称赞有加。随着包括世界妈祖文化论坛在内的
各类大型活动在湄洲岛成功举行，湄洲岛举办
节庆活动能力得到不断提升，经验越来越丰
富。

但对于这个国际性的论坛，湄洲岛一直
以来都是全力以赴，对全岛6家规模酒店、151
家民宿进行全面提升，开展环境卫生和市容秩
序大整治，做好食品安全、交通、住宿等方面
的保障工作，让与会嘉宾享受高水平、专业
化、精细化的优质服务。

为确保与会人员饮食安全，守护好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湄洲岛市场监督管理
分局精心组织，多措并举，全体执法人员始终
坚守在第一线，持续宣传发动，保障常态化疫
情防控；持续加强抽检，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持续监督执法，督促责任落实；持续部门联
动，形成高效合力，确保实现活动期间食品安
全零事故目标。

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届论坛来宾
的交通运输保障任务。该集团实行岛内岛外任
务分工，提前培训驾驶员，车辆提前安全检
测，并安排技术人员提前进岛，做好后勤保
障；湄洲车队严格落实车辆保洁、日消毒、趟
通风和驾驶员岗前测温。论坛期间，全体参与
保障交通运输的人员践行妈祖“立德、行善、
大爱”的精神，只要接到调令，就准时、准
点、专业化做好精细化和人性化服务，“定人
定车”、“一对一”和“点对点”，保证所有
来宾出行“安全、有序、舒适”。

本届论坛因为疫情缘故，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包括论坛开幕、妈祖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都进行现场连线嘉
宾展开对话交流。为全力保障活动可靠供电，
国网湄洲岛公司对全岛12条10千伏线路及61个
环网柜进行特巡，对11家重点保障单位开展客
户侧安全检查，并对论坛会议中心平安会堂和
天后广场2个重要场馆配电室的保电开关进行
分合闸调试，同时对接4组UPS电源进行重要
负荷保障供电。活动举行期间，24名参与保供
电值守的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定点定人值守关
键位置，密切关注线路设备运行情况，全程通
力合作，发扬电力铁军连续作战精神，圆满完
成所有场次活动的保电任务。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展现出湄洲
岛的经验水平与实力，同时，也体现湄洲岛上
下践行妈祖精神，争当妈祖义工，甘于奉献的
新气象。

成效展现越来越明显
成功举办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是对保护

好湄洲岛重要嘱托的生动实践。一年一届论坛
在湄洲岛举行，湄洲岛已然成为世界各地嘉宾
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这就促进湄洲岛必
须快马加鞭向前奔跑，不断夯实基础，练好内
功，坚持可持续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主动要求
立法保护，推动《莆田市湄洲岛保护管理条
例》于2019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系统、
全面保护好湄洲岛提供了法规保障。近3年，
湄洲岛累计投资75.44亿元，全力建设妈祖文
化特色小镇、“一贯四片区”风貌整治、环岛
路新开路段、渔港码头、零排放智慧出行工
程、全岛污水管网全覆盖等一批重点项目。同
时，编制实施全省首个海岛造林绿化提升规
划，全力推进“花样湄洲”和“点亮湄洲”行
动。

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
园”。这几年，湄洲岛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打造妈祖文化旅游品牌，推进湄台
产业深度融合；持续实施《湄洲岛台胞朝圣旅
游免门票优惠政策》，实行来湄台胞直接核发
“台胞居住证”政策，赋予台胞“岛民待
遇”。林韶雯表示，湄洲岛正以妈祖文化为纽
带，从机制融合、文化融合、产业融合、生态
融合、社区融合、创新融合等多个方面入手，
吸引台胞台企上岛创新创业创造，发展文化创
意、旅游等产业，把湄洲岛打造成台湾同胞共
同向往的幸福家园。

积极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湄洲岛有
效整合旅游资源，提高湄洲岛旅游品牌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妈祖文
化国际旅游目的地。目前，全岛共有规模酒店
6家，750个房间；“湄洲人家”民宿以读旅两
岸艺术民宿、湄屿时光等为代表共150家，
1440个房间。岛上主要交通有新能源公交车33
辆、共享新能源汽车30辆、旅游电瓶车（个
体）269辆、共享单车1272辆。体验互动项目
有《祥瑞湄洲》室内情景剧、《妈祖》3D水
幕秀、晨拜妈祖、平安塔秀、民俗体验、夏季
沙滩音乐节等。

讲好妈祖故事、传播莆田声音。湄洲岛
将继续借助世界妈祖文化论坛这个国际大平
台，持续扩大妈祖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
力，进一步促进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为着力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
献。（吴伟锋 许双萍）

旧时光里话新事
红旗瓷厂凝聚德化人的陶瓷记忆 （黄谷莹/摄）

中烯新材料产业项目开工

   文 化 自 信   发 展 共 享
— — 世 界 妈 祖 文 化 论 坛 向 心 力 影 响 力 不 断 扩 大

各地参会嘉宾在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永久会址合影
留念。

外国嘉宾在论坛会场外陶瓷妈祖展览上认真了解
妈祖文化。

萝苜田的红砖古厝、逶迤深巷吸引了大批摄影师前来创作。

钢筋水泥丛林间的萝苜田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