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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福州市
传统龙舟邀请赛举行
【福州晚报讯】 14日，2021年福

州市传统龙舟邀请赛决赛在海峡国
际会展中心浦下河段龙舟池举行。

福州龙舟文化历史悠久，底蕴
深厚，龙舟运动活跃，龙舟数量达到
近万艘。作为“中华龙舟项目推广
贡献奖城市”，福州市先后承办2013
年中华龙舟大赛（福建·福州站）、
2014年首届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杯
和 2015—2019 年中华龙舟大赛（福
建·福州站）端午主场比赛。

福州市传统龙舟邀请赛自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创办至今，以“海峡”

“海丝”元素，为传统体育文化交流
合作架设桥梁。台港澳与福州队伍
互邀参赛延续至今，同宗同源共竞
技；美国塔科马、日本长崎、澳大利
亚霍巴特等福州友城也曾组队联合
参赛，通过赛事交流增进友谊。

考虑当前疫情形势，本次福州
市传统龙舟邀请赛共有来自鼓楼
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马尾
区、长乐区、闽侯县、高新区的20支
队伍参赛，分别参加男子传统龙舟
200 米、500 米直道竞速。经过激烈
角逐，高新区建平龙舟队包揽男子
传统龙舟200米直道竞速、500米直
道竞速及团体总分冠军。 （张旭）

永泰庄寨亮相央视直播间
【福州晚报讯】 6 月 12 日是中

国第16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12日
上午，中国中央电视台（简称央视）

《沿着高速看中国》节目沿着山海相
连、横贯东西部的莆炎高速一路直
播，在这条路上的福州永泰庄寨亮
相直播间，向全中国展示福州古民
居文化的保护传承。

永泰庄寨有着千年历史，境内
保护较好的庄寨有152座，其中占地
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 98 座。节
目组走入永泰县白云乡竹头寨，了
解古民居承载的历史底蕴、精神信
仰和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感受永泰

“家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焕发的新活
力。一百多年间，共有30多户，200
多人生活在这座4500多平方米的庄
寨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精美木
雕、旧时楹联承载着诸多文化密码，
令网友啧啧称奇，还有网友认出了
主持人在演播室摆放的庄寨道具正
是永泰“父子三庄寨”之一绍安庄。

（朱榕）

第十九届海创会18日启幕
【福州晚报讯】第十九届中国·

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以下简
称海创会）将于18日至20日在福州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海创会聚焦新产业、新技
术、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围绕“项
目、技术、资本、人才”创新要素，推动
海创会平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业
态模式创新，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
源，推进产业、科技、金融、人才协同
发展，发挥创新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支
撑作用，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上取得更大进步。 （赵铮艳）

聚焦文化“破壁”尽览全球风采
九国十城多点连线共襄2021年福州国际友城文化节

奏响乡村振兴曲，续写福定山海情，架起两岸友谊桥

福州鱼丸“朋友圈”越来越大

8日，由福州市发起的“福州国
际友城文化节”通过全球多点连线
的方式揭开序幕，得到日本长崎
市、美国塔科马市、巴西坎皮纳斯
市、俄罗斯鄂木斯克市、印尼三宝
垄市、澳大利亚霍巴特市、比利时
列日市、美国火奴鲁鲁市、马来西
亚诗巫市等的积极响应，共 9 个国
家10个城市参加了此次文化节。

正式活动为期两天，内容涵盖
开幕式、“城市文化与城市国际化”
对话会等。由参会国际友城共同
推选出 22 个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
视频将长期在线，市民可上网搜索
观看。

22个视频尽显各地风采

韵味浓厚的福州古厝、放松随
性的黑人音乐、高贵典雅的室内交
响曲、抓人眼球的原住民文化，一
天之内，22个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
视频被“挂”上了央视网、百度和今

日头条等主流网站，收获了颇高的
人气——“福州开放的大门越来越
广，福州人的文化幸福指数越来越
高”“已经分享到海外的朋友圈了，
被羡慕了”“支持福州‘走出去’，欢
迎各国‘走进来’”……

“福州是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
文化名城，当前正在加快建设现代
化国际城市，助力闽都文化‘走出
去’是福州外事工作的重中之重。”
福州市外事部门负责人表示，“本
次友城文化节作为7月即将在福州
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序曲
’，将向世界传递福州声音，展示海
纳百川的福州城市精神”。

一场对话聚焦文化“破壁”

文化如何异地“培植”？跨区
域文化交流有何成功经验？如何
让传统文化更加“时尚”……9日下
午，作为2021年福州国际友城文化
节的压轴大戏，“城市文化与城市

国际化”对话会在福州以“云对话”
形式展开。日本长崎市、俄罗斯鄂
木斯克市、印尼三宝垄市、澳大利
亚霍巴特市、比利时列日市、中国
福州市的代表隔屏对话，畅所欲
言。

助力传统文化“走出去”，是福
州打造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重要课
题。“榕树被赋予了现代化的精神
品格，市花茉莉则成为一种时尚符
号。”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林山说，闽都文化的演变，
展示了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
已成为与国际互鉴共享的世界文
化中的靓丽之花。

“人们经常通过文化交流加强
政府和民间联系，鄂木斯克同其他
城市一样，拥有巨大的文化潜力，
希望与其他城市在文化交流基础
上建立更多国际对话。”在案例分
享环节，鄂木斯克市副市长特尔普
格娃发出了诚挚邀请。

“早在港口开放之前，长崎就
已经与中国互通往来，时至今日，
在长崎仍保留有很多中国文化的
痕迹。长崎的中国人中，多数来自
福建。也正因此，长崎市与福州市
作为友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长
崎市秘书广报部部长原田宏子寄
语，十分期待疫情结束后两地互访
恢复如常，希望日后能够通过更多
的途径，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友好关
系。

对话中，与会嘉宾也不忘称赞
这场超越“封锁”的盛会意义重
大。他们表示，通过对话，充分探
讨了中西方城市在利用文化推进
国际化过程中的经验和心得。大
会在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沟通和融
合的同时，更加凸显各民族文化的
个性，使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国际
化道路共生共长，也为福州以及世
界其他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意义。 （钱嘉宜）

【福州晚报讯】 6日，福州市闽
都文化国际推广志愿宣讲服务队
暨仓山区首支南台少年英文讲解
服务队在烟台山正式成立。今后，
小志愿者们将用流利的英语，向来
宾介绍烟台山的历史，生动地讲好
福州故事。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福州市委、
仓山区文明委主办，旨在更好地迎
接莅临世界遗产大会的国际友人，
向世界讲好闽都文化。仓山团区
委相关人士表示，首批招募了10名
孩子参与志愿服务。这些孩子喜

爱英语，有较好的英文语感，乐于
参加公益服务，而且敢讲敢锻炼，
能够较好地展示福州少年的形象。

当天，小讲解员们一起走进烟
台山，进行英文讲解首秀，让游客
们感受烟台山不一样的“万国文
化”。据了解，志愿宣讲服务队目
前主要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
在烟台山公园开展讲解服务，后续
主办方还将以仓山区历史文化旅
游景点为依托，陆续成立讲解志愿
服务队，开展英文讲解服务。

（林铭 仓萱 文/图）

【福州晚报讯】作为福清城市
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和福清市城
市形象的一张重要名片，福清市侨
乡博物馆将于本月底预开馆。

福清市侨乡博物馆坐落在福清
市两馆一中心内，现有建筑面积
17254.5平方米。场馆内设有总序
厅、古代史陈列展厅、华侨史陈列展
厅、革命史陈列展厅、文化交流区及
休闲等候区等。记者了解到，福清
市侨乡博物馆将采用历史场景复
原、动画情景剧、宽幅投影等多种形
式，展现千百年来福清人民为追求

幸福生活而百折不挠的精神，让参
观者感受侨乡福清的发展历程。

预开馆在即，福清市侨乡博物
馆近日收到了许多华侨、热心市民
捐赠的珍贵文物。记者了解到，福
清市侨乡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得
到日本、印尼、马来西亚、南非等多
个国家的融籍社团、侨贤支持。福
清市博物馆负责人说，截至目前，
已征集各类文物、资料2200多件，
包括陶器、瓷器、民俗物件等，部分
文物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
价值。 （王光慧）

从一条护城河，到如今的景观
水道，安泰河畔古韵犹在；从“重建
轻管”的河沟，到专业管护的水系，
福州城区水系的变化，让身边的幸
福越来越多。从一条河到全水系，
从少人管到众人护，4年城区治水，
福州内河水质全面改善，三分之二
主干河道水质主要指标可达IV类
水标准。

多样管水 护好美色

“台江创新设立的‘民间河长
’，就是在政企‘双河长’基础上，为
河湖新添‘宣传员’‘巡查员’‘监督
员’和‘联络员’，让爱河护河成为
越来越多市民的自觉行动。”市城
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福州，不仅有“河长日”“民
间河长”，更有因地制宜的管水妙
招。

在鼓楼，有创新“大数据+河长
制”这一河湖生态管理新模式，在
全省率先实现河长制“数据共享”；
在台江，有福州市率先制定的《台
江区政企河长联席会议方案》和严

格落实的政企河长联席会议，专攻
涉河“重症顽疾”；在晋安，有“志愿
服务+河长制”，用“小积分”激发共
治共享“大能量”；在仓山，有福州
市首个由区纪委牵头的“6+X”区
水系提升工作日常监督联席会议；
在长乐，有无人机河长制遥感巡查
监测系统……

补足短板 更添品质

10日的安泰河畔颇为热闹，市
民游客正惬意悠闲。他们不知道
的是，这条与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
区相邻的河道，刚刚经历过一场

“手术”。通过雨污分流、补水工程
等补短板，留住“最忆市桥灯火静，
巷南巷北读书声”的盛景。

“在水系治理好底子的基础
上，我们展开新一轮城区内河水质
提升行动。”该负责人说，聚焦市政
基础设施、沿河污染源管理及部分
河道水量、水动力不足等短板，根
治还在继续：有新建改造污水管网
37公里；有强化污染源防治的老旧
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和内河周边环

境污染问题专项整治；有增加水量
提高水动力的高水高排工程和螺
城补水泵站建设。

“对标2022年全面消灭V类水

总目标，我们正开展城区水系治理
后评估，还会加快编制城区水系专
项规划，提升内河功能品质，擦亮山
水城市名片。”该负责人说。（孙漫）

福清佾舞列入
中国国家级非遗名录

用英文讲好福州故事用英文讲好福州故事
福州仓山成立首支南台少年英文讲解服务队

仓山成立首支南台少年英文讲解服务队。

福清市侨乡博物馆月底预开馆福清市侨乡博物馆月底预开馆
已征集各类文物资料2200多件

【福州晚报讯】 10 日上
午，中国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共 185 项，福清佾
舞上榜。同时上榜的还有沙
县小吃制作技艺等其他14项
福建省非遗项目。

福清素有“海滨邹鲁，文
献名邦”之美誉，周礼佾舞在
福清源远流长，清乾隆木刻版

《福清县志》详细记载了官方
集体传承佾舞的建制。北宋
福清籍乐师刘铣主持制订的

“大晟乐章”被宋徽宗定为国
家正统音乐，颁行天下；明朝
时，其中六首被李之藻收录编
撰在《頖宫礼乐疏》中而得以
保存，至今仍为两岸佾舞配
乐。清代纪晓岚又将《頖宫礼
乐疏》收录在《四库全书》之
中，得以流传至今，成为现在

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及中
国台湾等地区孔学礼乐文化
研究考据的权威文献。

近年来，为进一步弘扬和
保护佾舞文化，福清市不断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凝聚提炼佾
舞的当代价值：2012 年成立
立达孔学会，以传承周礼·佾
舞为抓手，整理佾舞图谱画册
及乐理典籍等；2013 年启动
恢复和延续传承“周礼·佾舞”
的保护计划；2015 年在福清
龙华职专设立传承基地，让佾
舞走进校园……得益于福清
市的努力，2017 年 1 月，佾舞
入列福建省第五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名录；
2019 年 10 月，佾舞列入福建
省推荐申报第五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王炳聪 王光慧）

唱响管护新曲 做好水质加法
福州擦亮城区水系名片 全民共享生态福利

福清佾舞表演。（福清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福州市民乘船游览白马河。叶义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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