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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三出版）第七届海丝国际旅游节23日启幕

【福州晚报讯】第七届海丝国
际旅游节 23 日启幕，启动仪式暨
文旅合作高峰论坛在福州海峡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海丝国际旅游
节是目前中国唯一以“海上丝绸之
路”为主题的综合性大型国际旅游
节，成功为海丝沿线及周边国家搭
建了对外展示、优势互补、互惠互
利的全新旅游区域合作平台。

走进会场，率先映入眼帘的便
是精心打造的园林小品，各色时花
搭配海丝国际旅游节标志，令人耳
目一新。主会场舞美与氛围，在延
续一贯的现代时尚风格的同时充
分融入海丝国际元素，体现福建福
州特色。

开幕大厅内，中国海上丝绸之
路旅游推广联盟图片展也在此拉
开帷幕，来自数十个国家与地区的
上百张精美图片悉数亮相，特色美
食、独特风情、风景名胜……众多
摄影作品展现了海丝沿线特色。

据悉，启动仪式以“共建海丝
之路，共促文旅繁荣”为主题，通过

“海丝门户潮涌时”“派江吻海共命

运”“一带一路千帆竞”三个篇章，
展现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叙述
福州山海故事与城市精神，向世界

来宾展示福州风貌。
作为海丝国际旅游节的主体

活动之一，“爱旅游 爱生活”2021
福建旅游交易会也落地海峡国际
会展中心 4 号展厅。记者在现场
看到，福建省各地市的展区纷纷登
场，更有“万福”商旅伴手礼、福建
老字号等展区提供丰富多样的旅
游产品展示展销；乡村振兴专题
展、红色旅游展示区展现特色旅游
业态，进一步推动福建文化和旅游
经济高质量发展超越。

“海丝奇妙夜”文旅体验活动
于23日晚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开启。体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
融合形式，线上抖音话题、全民任
务激励POI团购、达人打卡直播多
元联动；线下则聚焦上下杭历史文
化街区，由“沉浸式演艺”“灯光秀”

“文旅集市”“花车巡游”四个板块
组成，为嘉宾和观众带来沉浸式的
欢乐体验。 （阮冠达）

海丝国际旅游节主会馆。池远/图

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场 全容量并网发电

福州将打造升级版“闽菜馆”样板
“全球NEW闽菜馆123亮灯”仪式12月3日举办

福州角梳：百年匠心 传承创新

【福州晚报讯】 闽菜是中国
八大菜系之一。为进一步发掘闽
菜内涵，福建省将在海内外加快
创建一批“闽菜馆”，在福建省内
以福州为示范创建更高水平“闽
菜馆”，并拟在 12 月 3 日在福州举
办“全球NEW闽菜馆123亮灯”仪
式。

据介绍，福建省将以《促进闽
菜繁荣三年行动方案》为纲领，以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打造品牌”
为原则，着力培育一批拥有浓郁闽
味文化和菜肴特色的“闽菜馆”，积
极开拓全球闽菜市场，塑造新派闽
菜形象，不断推进闽菜产业品牌
化、特色化、规范化、规模化，带动
相关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促进闽菜
发展“四大一全”总体目标。经过
三年的发展，培育 1000 家“闽菜
馆”，把“闽菜馆”打造成福建餐饮
业的宣传名片。

在福建省内，福建省以福州为
示范，深化全省“闽菜馆”更高水平
创建工作，重点发挥 30 家中心城
区“闽菜馆”示范作用，2021年福建
省打造100+N家“闽菜馆”；在福建
省外，以北京、上海为重点，2022年
春节前开业若干家“闽菜馆”；在境
外，积极推动闽菜上下游产业链

“走出去”，力争海外“闽菜馆”香飘
五大洲。

作为配套活动，12月3日在福
建省商务厅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将
举行“全球NEW闽菜馆123亮灯”
仪式，视频连线福建省内、福建省
外、海外的“闽菜馆”，举行“闽菜
馆”授牌仪式，并全球同步线上亮
灯、现场启动。活动已得到全球各
区域福建华人商会、餐饮单位的积
极响应。

据悉，“闽菜馆”品牌授权许可
使用的对象为主营闽菜、具有较强
闽菜专业厨师队伍、经营场所及装
修风格有显著的闽派建筑风格和
地方文化特色、管理规范、在当地
有一定影响力、消费者评价良好的
福建省内外餐饮企业和线上餐饮
服务平台。鼓励景区、旅游集散服
务中心、交通服务区等建设“闽菜
馆”，鼓励省内企业走出去创建“闽
菜馆”。

使用“闽菜馆”品牌商标采取
自愿申请原则，申请企业应当具备
主营闽菜、形象鲜明、单门店经营
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门店装修
符合“闽菜馆”统一风格等条件，配
备统一标识的“闽菜馆”牌匾、灯
笼、徽章等要素。 （江海）

【福州晚报讯】最近，罗源县起
步镇的护国溪、起步溪来了几个萌萌
的水上机器人，它们“头戴斗笠、瞪着
大眼、脚踩四轮、能水上漂”。据悉，
这是罗源在主要河道试点投用的“智
慧河长”，在数字治水领域为福建省
首创。

水上机器人的学名为“5G智能
河长助手”，由太阳能光伏板、球机、
电源、浮体、传感器5部分组成。

它可实时监测水质、提供360度
监控，大大提升了治水效率。

据介绍，水上机器人的传感器
可完成水质pH值、溶解氧、氨氮、总
磷、浊度等指标实时监测，再将数据
上传到电脑终端、手机客户端，工作

人员每天只需点开手机，就能进行全
天候分河段实时观测，实现“数字治
水”。

水上机器人设有报警功能，一旦
河道出现污染，水质下降到一定标准，
就会自动发送警报到手机上，方便工
作人员及时处置。

水上机器人头顶装有太阳能光
伏板，可全天候续航。高清摄像头是
水上机器人的“眼睛”，可进行360度
无死角拍摄录制，有效防止违法采砂
等行为。

据悉，罗源将在主要河道继续试
点投放5台水上机器人，并根据实施
情况逐步推广，逐步在全域实现“数
字治水”。 （李锦清 文/图）

福建省首创！罗源“智慧河长”投用

外表萌萌哒 本领杠杠的

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机了解水上机器人的工作情况。

双语版新歌
《福州福》亮相

【福州晚报讯】 14日下午，位于
福州高桥支路的“老福州茶摊”举办
了第268 期分享会，原创歌曲《福州
福》的普通话版本和福州话版本同
时亮相。

今年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大
庆，在福州市委文明办指导下，福州
南仙茉莉志愿者服务中心作为承办
单位，编撰了画册《闽都百福庆百
年》，并特邀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林山创作了《福州福》的
歌词。 （顾伟）

福州两地入选首批国家
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福州晚报讯】近日，中国文化
和旅游部发布了第一批国家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其中，
福州2地入选，分别是三坊七巷历史
文化街区与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近年来，福州市不断推进景区
夜游开发，加强沉浸式互动演绎，取
得丰厚成果。截至今年10月，三坊
七 巷 夜 间 接 待 人 次 占 比 已 达 到
70%。 （阮冠达）

电影《诗巫风云》
12月中国上映

【福州晚报讯】以闽清爱国侨领
黄乃裳事迹为主线的华侨文化主题
电影《诗巫风云》已制作完成并拿到
龙标，预计12月在中国院线上映。

影片讲述黄乃裳领导福州同胞
在马来西亚建立“新福州”垦场的故
事。据悉，黄乃裳出生于侨乡闽清县
坂东镇，是清末民初的华侨领袖、民
主革命家、实业家、教育家。他领导
福州十邑乡亲，远涉重洋，拓荒开垦，
创建了蜚声海外的沙捞越诗巫“新福
州”垦场，为福建华侨的海外创业故
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晖）

福州上月空气质量
位列中国第五

【福州晚报讯】中国生态环境部
通报了10月和1-10月中国地表水、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168个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排名中，福州10月位列第
五、1-10月位列第六。

10月，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3.7%。168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前
五位的依次是海口、拉萨、资阳、昆
明、福州。 （何佳媛）

闽台陈靖姑
民俗文化旅游节开幕
【福州晚报讯】第十四届闽台陈

靖姑民俗文化旅游节20日在仓山区
南江滨九龙壁公园开幕。来自两岸
及港澳地区信众齐聚一堂，共同弘
扬临水文化，促进两岸交流。

在福州主会场，庄严隆重的顺
天祈安、扬福海丝会香颂典等传统
礼仪，传递了闽台同胞对女神陈靖
姑的敬仰之情。随后，一场“南台临
水·福耀五洲”主题情景演出，展现
了陈靖姑文化与仓山的渊源、传播
到海外的影响力以及历史底蕴深厚
的民俗文化。 （林铭）

黑牛角梳。

1933年，中国受邀参加美国芝
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那个时候，
整个中国馆只有区区10万余元的
投入，展馆仅是一座日本乡村式样
的简陋木屋，展品寥寥数样。正是
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福州角梳与
福州油纸伞、福州脱胎漆器同时获
得博览会金奖，被誉为“福州三宝”。

福州角梳制作技艺去年获评
第六批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历史走来，一路传承创新，福州
角梳如今正走向新的未来。

历史悠久 工艺精湛
据考证，在清代，福州的制梳

行业已颇具规模。从清末到抗日
战争前夕，是福州角梳业的兴盛时
期。由于福州角梳精美实用、造型
小巧，民国初年福州一举成为中国
三大制梳产地之一，角梳业得到很
大发展。

上世纪30年代初，福州年产角
梳278万把。鼎盛时期，福州角梳
店铺曾多达150家。历史上，福州
市区的角梳生产主要分布在洋头
口至茶亭手工一条街，其中洋头
口、斗中街、河上村、安淡等区域角
梳作坊密布。

福州角梳历史悠久，是传统工
艺的典型代表。它以动物角为原

料，主要挑选、釆用南方水牛角和
北方绵羊角，要求质地坚实，用不
易弯裂、不伤皮肤的牛羊角来制作
各种款式与大小不一的角梳。

制梳者拿到原料后，需将其先
晾干一年左右再打磨，还要经过锯
料、凿料、打坯、平坯、压坯、画坯、
锯坯、开齿、粗沙、细沙、踢齿、抛光
等十几道工序。

角梳的品种繁多，根据作用来
分，有日常梳、按摩梳等；以大小而
论，有适合粗厚头发的大梳、适合
细软头发的篦梳等；按材质来分又

有水牛角梳、黄牛角梳、牦牛角梳、
羊角梳等……很大程度上兼顾了
有不同需要的人群。

不断创新精进技艺
福州角梳的发展体现了角梳

匠人继承传统工艺、不断创新的精
神。

1951年，黄兴前往福州角梳合
作社拜师学艺，潜心研究角梳工
艺，逐步研创出一套新的角梳制作
技艺。梳杏角梳文创馆是一家牛
角梳老字号，位于三坊七巷中的黄

巷巷口，创始人商茂梨于1988年拜
黄兴为师，他将老一辈的传统技艺
与自己对生活的观察相结合，潜心
研究，研发出更新一代的角梳制作
技艺。30余年间，商茂梨先后在台
江文化古街、三坊七巷、道山路及
闽越水镇等地开设手工角梳馆，推
广传播角梳制作技艺。

福州宝锐牛角梳起源于王高
春。1915年，王高春开始在茶亭街
的角梳店当学徒，制作角梳。出师
后，他开设了一个家庭作坊，其子
王能俊长大后接过了父亲的衣
钵。王能俊之后，传承人便不局限
于家族内部，而是广收学徒传授技
艺，第三代传承人刘永信便是其徒
弟。

宝锐牛角梳现在的掌门人刘
铁光从 2002 年开始学习角梳制
作。2006 年，他正式拜刘永信为
师，系统学习角梳制作技艺，并成
为了第四代传承人。从2010年开
始，他陆续在贵州千户苗寨、杭州
宋城、平潭古城等旅游景区开设门
店，不断在中国范围内扩大福州角
梳的影响力。现今，福州角梳制作
技艺的分布区域以福州市区为主，
并扩散至闽侯、罗源、闽清、连江、
永泰等周边地区。

(蓝秀楠/文 张旭阳/图)

【福州晚报讯】 18 日 4
时 22 分，中国华电首个海上
风电——福建福清海坛海峡
海上风电项目最后一台风机
成功并网。至此，该项目 46
台风机全部并网发电，比计
划工期提前5个月。

据悉，随着该海上风电
场全容量并网发电，各台风
机运行正常，进入240小时试
运行考核，后续将进行专项
验收，力争一年内实现高水
平达标投产。

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
项目是华电集团首个海上风
电项目，也是福建省首批核
准的 6 个海上风电项目之
一。项目总装机容量近 300
兆瓦，建成后每年可向福建
省提供清洁电能约11.3亿千
瓦时，年利用小时3679小时，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31.92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3.91
万吨，为福建省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提供强有力支
撑。 （朱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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