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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沉寂多年的涵江区江口镇东大
村姚氏纪念堂重新热闹起来，一场百年侨乡东
大村文化IP设计特展暨东大村乡村振兴种子计
划成果展在此开幕。

东大村是著名侨乡，素有“小南洋”之
称。100多年前，当地许多村民远赴南洋，白
手起家，艰苦创业；事业有成后，回乡盖起一
栋栋民居。这些民居融合了莆仙特色和南洋美
学，构成独具特色的南洋风格村落。

2019年，江口镇以东大村特色文化资源
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委托九略瑞
翼团队进行深度挖掘、梳理、提炼，将东大村
建筑空间以及依附其间的各式神兽、纹饰、花
砖、门楣题刻等元素，通过设计，把文化资源
转化成为具有鲜明在地文化特色的乡村文化IP
素材库，率先在国内建立完整的乡村文化资产
包。

此次展览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受村
民喜爱的“东大狮”。“东大狮”设计灵感来
源于东大村建筑上随处可见的威风凛凛、口衔
宝剑的狮子图腾，如今成为东大村最为突出的
文化IP。

不少东大村村民来到展厅，观赏寓意美
好的“得其所”“德有邻”“满堂春”等门
楣，穿越五彩斑斓的花砖隧道，驻足细看一幅
幅民居图片。“这不是我家墙面上的花砖
吗？”“这杯子上的图案是墙头那画啊！”
……这些既熟悉又有新鲜感的文化IP设计，让
东大村村民倍感亲切。

“这是我家。”戴着老花镜的村民姚文
贵指着墙上展示的民居图片，兴奋不已。“我
父亲早年赴印尼和乡亲一起创办‘万丰隆’公
司，1935年回乡兴建房屋，屋里石雕、木雕都

非常精美。”
“这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乡村，越来越

美了。”村民姚美珠亲历着东大村的发展变
化，还加入东大村“浪花姐姐班”，成为种子
计划的志愿者，为家乡振兴献力。

山西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姚重涵是种子计
划蒲公英志愿者，她说：“文化IP设计让村庄
的文化元素更具现代感、时尚感，也连接起东
大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东大村村委会主任姚国强介绍，东大村
民居的“重楼飞檐”“满堂锦”“书卷墙头”
及花砖、雕刻等都很精美，希望通过乡村文化
IP的挖掘和研发，带动文化旅游美好体验，赋
能东大村产业振兴。

“今年以来，镇里不遗余力推进乡村振
兴，以产业为支撑，用文化做推手，推进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东大村有38幢南洋特色古民
居，定义为‘南洋风情，梦里老家’主题村，
结合旅游、文创等要素，走出乡村文创发展之
路。”江口镇镇长陈海防说，通过展示东大村
文化IP设计成果、设计理念，为精准发现乡村
文化价值、构建乡村文化IP、打造高质量的乡
村文旅文创产业提供经验参考。

“ 东 大 村 文 化 元 素 极 具 特 色 也 极 具 美
感，我们尊重本乡本土特色，用全新的视觉设
计进行二次创作、开发。”负责东大村文化IP
设计的王成福介绍，文化IP设计向泥土扎根，
往潮流靠拢，将在乡村振兴中持续打造特色文
化IP，构建文化精神家园。

福 建 省 乡 村 振 兴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王 胜 熙
说，东大村文化IP设计，挖掘乡村生活美学文
化元素，以规划设计引领乡村发展，对留存乡
愁记忆很有意义。东大村未来可期。

此次特展将持续至8月30日，对东大村文
化IP进行全面展示、推广，力求形成旧乡愁与
新家园的结合体——百年侨乡文化活化资产，
带动东大乡村振兴。

（湄洲日报记者 黄凌燕 卓晋萍）

三清殿里，江南古建之花常盛常开，暗
香盈袖。

龙华双塔上的风铃，摇晃清脆响。
木兰陂把石头垒进历史，让河患转弯，

护一方安澜。
湄洲妈祖祖庙，照亮三亿敬仰者的精神

航程。
……
这些现存莆仙地区的自然文化遗产，它

们无一不以千年起誓，向今人展示瑰宝，超越
三间厢仔，冬暖夏凉。斑驳的白灰墙，剥落了
多少记忆。

宁海桥边，日升日落。宽广的入海口，
见证了多少世事。

萝苜田里，一群人正在搭建7月的“齐搭
聊”集市，年轻脉搏拨动古老街区，见人见物
见生活。

兴化府中，新旧木香混合，一砖一瓦的
修缮中，接续城市文脉。

这些地方伴着我们成长，也烙进了时代
的新印记。我们赞叹它们的美，心甘情愿成为
它们的追光者。

只因，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文物。

因为独一无二，我们珍视这座城市每个
角落的“宝”：莆田现有不可移动文物1483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省级62
处、市级184处、县区级321处。

保护文物功在千秋
过去五年，莆田新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1处、省级15处、市级40处、县区级77
处。同时完成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和非
国有博物馆藏品备案，新增登记文物藏品6510
件（套）。

全市共投入资金4404万元，发动民间力
量自筹8000多万元，完成了12处国保、53处省
保、123处市保单位的维修、安全消防和环境
整治工程。

今年，莆田市委、市政府结合全市50年
以上建筑普查工作，再认定公布一批市级、县
区级文物，实现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应保尽保。
此外，完成全市1483处不可移动文物定线落图
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共普查50年以上建筑
11181座，甄别认定公示文物建筑预公布名单1
处、历史建筑预公布名单115处、传统风貌建
筑预公布名单483处。城市旧改中的文物保护

力度持续加强。
2021年5月，全市929处未定级文物保护

牌已全部挂牌到位。
文物保护不止于此
莆田进一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理

木兰溪的重要理念，组织开展木兰溪流域考古
调查研究工作。上半年已完成常太、华亭、南
日岛、埭头大蚶山等重要调查点勘察工作，下
半年将继续完成流域内史前遗址调查工作，摸
清木兰溪流域内历史文化遗存保存和分布概
况，理清历史文化发展序列，填补区域唐宋以
前历史空白地带。

莆田对不可移动文物保存现状、价值高
低等进行综合评价，重点优先修缮名人故居、
重点文物建筑、城市景观沿线古厝，按筹备谋
划、设计审批、组织实施等阶段，形成一批不
可移动文物修缮、安全消防任务清单及计划，
让文保工作一直有序开展下去。

莆 田 组 织 编 撰 《 莆 田 古 厝 》 《 莆 田 古
桥》《木兰陂》等世遗考察点文物丛书22册，
策划拍摄《妈祖故里·文化莆阳》等系列纪录
片135集，举办传统古建专题展，引导全社会
对文物保护利用的认知和了解。

莆田还成功加入“海丝”联合申遗城市
联盟，与其他城市一起守护共同的财富，共创
未来。

活起来正当时
千 年 大 院 内 ， 款 款 蝶 步 走 来 ， 一 曲 唱

罢，全场雀跃。
可爱莆仙戏，风流世代传。今年年初，

在莆田元妙观三清殿古建筑群内，莆仙戏传习
所一经亮相，别开生面。

有别以往，此次表演在形式上，引入沉
浸式演出模式。内容上，不仅拉开台前幕后的
神秘大帘，还增设戏曲文化普及导赏环节。

据 介 绍 ， 原 三 清 殿 内 的 西 岳 殿 长 期 闲
置，后经修缮一新，成莆仙戏实景演出现场。
正殿设演员妆造、曲牌展示、工尺谱、乐器演
奏、道具砌末、拍曲教学等功能区；拜亭置明
式座椅，观众可近距离欣赏演出；表演开场前
别具一格地增设剧目导赏环节，于大殿山门
区，由专业莆仙戏演员或专家讲解戏曲文化。

一个小时的实景体验后，观众了解演员

妆造、拍曲、导赏的同时，也将折子戏或经典
剧目看过瘾。

三清殿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莆仙戏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左手坚守文物保护
红线，右手植入国家非遗，这是活化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有益探索。

哲理钟楼位于城市的另一端，它见证着
这座“文献名邦”150年的近代教育史。它走
出了闽中第一个中共支部，揭开了红色莆田的
序幕。它点燃革命之火，激发了众多青年的理
想与信仰。

百年后，钟楼上，铜钟依然高悬。忠言
仍在，初心不改。

6月28日，在莆田市荔城区哲理钟楼内，
省委宣传部，莆田市、龙岩市委宣传部和厦门
大学联合举办“囊萤星火 扬才先锋”校地联
动党史学习教育。同日，“正当时，莆田
红”——莆田市献礼建党100周年之“北大红
楼与哲理钟楼的时空对话”举行，北大青年学
生和莆田高考考生，越过2000公里，进行一次
跨时空的对话。

从厦门大学囊萤楼到莆田映雪楼，从北
大红楼到哲理钟楼，不变的是初心，一脉相承
的是使命。百年风华正青春，红楼精神常为
新。这是老建筑与青年人合拍共鸣的生动实
践。

一场对话，唤醒沉睡的钟楼，也提醒着
青年人，厚植向党情怀，以吾辈之青春，再创
时代新辉煌。（记者 俞靓）

莆田鄉情 23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  星期五（農曆六月二十八）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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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开元寺内的凤凰木花开正艳，火红
夺目，成为夏日美景，吸引游客们争相打
卡。（王柏峰 摄）

  莆田：做文物的追光者

企业做大做强

图为当地村民及游客在观展。 湄洲日报记者 陈斌 摄

“我们只希望自己比孩
子多活一天。”7月27日，在
荔 城 区 镇 海 街 道 镇 海 社 区
“党建+”邻里中心，一名
自闭症患者家长的话道出了
无比心酸的现实，也是许多
自 闭 症 患 者 家 庭 的 真 实 写
照。“星星的孩子”长大变
成 “ 星 青 年 ” ， 离 开 了 学
校、机构该如何走向社会，
是其父母最忧虑的事。

想家长之所想，急家长之所急。当天，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市蓝色灯塔助残帮扶
中心在一场以“爱有回声·点亮繁星”为主
题的公益活动上，签约成立了“星青年工作
坊”，成为全市首个关注自闭症患者技能培
训中心，尽可能地帮助大龄自闭症患者融入
社会。

活动现场，十几名大龄自闭症患者在家
长的陪伴下，由烘焙老师手把手教授制作糕
点和手工艺品（如图）。称面粉、揉面团、
压花型……1个多小时里，他们全神贯注，把

每个细节都做得十分到位。省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副理事长余深冬说，每个“星星的孩
子”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性格和专长，基金
会通过购买设备、聘请专业老师、开设培训
班，发掘、培养大龄自闭症患者的优点和潜
能，增强他们的信心，争取庇护性就业条
件，帮助他们凭借一技之长安身立命，获得
社会尊重并实现自我价值。

（湄洲日报记者 蔡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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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龙华双塔

连日来，在县道仙度线的度尾镇屏山村
至惠格岭段改造现场，工人们冒着酷暑进行路
面水泥浇筑、养护等，力争明年春节前实现通
车，方便度尾镇屏山村、仙竹村和西苑乡仙山
村、仙东村、仙西村等周边群众出行。

据悉，今年以来，该县交通重点项目建
设有序推进，已完成投资11亿多元。其中，木
兰大道三期仙游段的一标段仙潭至石马段总长
8.1公里，正进行路基桥梁施工，预计明年底
建成通车；二标段大济溪口至度尾石牌兜段长
约6.6公里，预计今年10月底完成前期报批和
征迁并动建。纵三线的钟山湖亭至榜头上昆长
16公里，正实施安保提升工程，预计9月份完
工通车；第五标段沽山至梧椿段长约5.3公
里，正开展征迁和投招标前期工作。联十一线
仙游段A11-1标段长约1.7公里，已完工；
A11-2标段连接线长约2公里，目前主体建设
完成，进入扫尾施工，预计8月底完工。联二
线西苑凤顶至仙西半林段长约16公里，在开展
招标前期工作。（湄洲日报 陈国孟）

到东大村，赴一场艺术之约
紧抓交通重点项目建设

仙游县今年以来完成
投资11亿多元

全市首个关注自闭症患者技能培训中心成立 帮助“星青年”融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