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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入围首批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城市

【福州晚报讯】 中国国家发改
委最新公布“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名单，福州以商贸服务型
国家物流枢纽上榜。

据悉，福州枢纽将建设成国家物
流枢纽体系重要节点、全国区域性商
贸物流中心、闽东北区域商贸物流组
织运营中心，引领闽东北商贸物流发
展的标杆，成为福州市商贸物流现代
化发展引擎和“枢、产、城”一体化发
展的枢纽经济新高地。 （江海）

福州创新打造“多网融
合”平台

【福州晚报讯】近年来，福州持
续推动网格化模式融入数字福州建
设、助力社会治理，初步形成了“纵
向畅通、横向集成、联动融合、共用
共治”的网格化管理体系。“数字城
管”今年共巡查上报有效案件90.38
万件，结案率达99.93%。

创新打造“网格化+e福州APP+
微信小程序+12345热线”的“多网融
合”线上平台，推动公安、城管、应急
等部门业务平台与网格化平台互联
互通共享，实现“前端一体采集，后
台多部门联动”的综合治理成效。

（何佳媛）

第四届“吴清源杯”总决
赛落幕

【福州晚报讯】 12月4日，第四
届“吴清源杯”世界女子围棋赛决赛
决胜局比赛在福州吴清源会馆进
行，中国棋手於之莹执黑244手痛失
好局，不敌韩国女子围棋第一人崔
精，最终崔精继第二届夺冠后，再次
登顶“吴清源杯”世界女子围棋赛。

（王光慧）

《影享福州》出版发行
【福州晚报讯】 由福州市委宣

传部、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福州）
执委办联合主编的《影享福州》已出
版发行。该书不仅是福州城市宣传
画册，还兼具福州影视拍摄指南功
能，以光影之名，为人们提供记取福
州、阅读福州的打开方式。

《影享福州》以大美福州为主
题，采用中英双语版本，将古厝新
赋、自然风光、人文民俗、福州美食
等串联成美丽的彩带，从城市历史、
景观、个性等角度，全方位、多元化
展示魅力福州的风采。 （吴晖）

泉州湾跨海大桥全桥贯通
【福州晚报讯】 11月30日，随着

引桥中跨合龙段最后25立方米混凝
土浇筑完成，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
大桥成功实现全桥贯通，这标志着
福厦高铁建设进入最后冲刺期。

福厦高铁是中国首条跨海高
铁，正线全长277.42公里，其中泉州
湾跨海大桥全长 20.287 公里，位于
线路施工难度最大地段，是全线重
点控制性工程。这条铁路建成通车
后，将缩短福州、厦门、泉州、漳州之
间的时空距离，厦榕将形成1小时交
通圈。 （徐文宇）

【福州晚报讯】 11月30日，闽
江河口湿地记录到1只白鹤，这是
在闽江河口湿地、福州地区首次记
录到白鹤。

白鹤被誉为鸟类“活化石”，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极危物
种，全球数量不足4000只。白鹤夏
季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繁殖，秋季飞
往长江中下游中转，随后98%的白
鹤在江西省鄱阳湖越冬，春暖后再
北上。

据了解，白鹤是大型涉禽，略
小于丹顶鹤，略大于白鹭，体长约
130 厘米。白鹤站立时通体白色，

胸和前额鲜红色，嘴和脚暗红色，
飞翔时翅尖黑色。

2020 年 11 月，石狮湿地公园
发现白鹤，这是福建首次记录到白
鹤。而此次在闽江河口湿地又幸
运地觅得鹤踪，这是福州首次发现
白鹤。

今年 11 月 11 日，闽江河口湿
地还曾记录到24只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白头鹤飞掠而过，而1980年后
白头鹤在福建省内也多年未有记
录。

闽江河口湿地是候鸟迁徙的
重要驿站，为了助力候鸟顺利完成

迁徙旅程，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除了治理互花米
草，恢复红树林，退养还湿，还划定
濒危鸟类核心保护区，加强巡护管
护，致力于营造适合候鸟迁徙栖息
的“水鸟天堂”。

11 月是候鸟迁徙到达的高峰
时期，小天鹅、鸿雁、白额雁等雁鸭
类水鸟纷纷到达，数量持续增加。
闽江河口湿地11月鸟类调查，记录
到鸟类 100 多种 2 万余只，其中国
家重点保护动物 21 种，包括小天
鹅、黑脸琵鹭、勺嘴鹬、小青脚鹬
等。 （徐文宇/文 闽江舟子供图）

闽江河口湿地迎新客白鹤
福州地区首次记录到它

【福州晚报讯】 近日，福州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州市闽菜保
护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全市
各县（市）区各提升建设一条（个）
具有闽菜特色的美食街（城），推
进中国闽菜博物馆建设，把闽菜
打造成为中国八大菜系的精品，
到 2025 年初，力争全市餐饮业规
模突破500亿元。

计划提出培育壮大闽菜餐饮龙
头企业；开展100家“闽菜推荐示范
餐厅”、100 家“福州鱼丸（闽味小
吃）体验示范店”和30家“闽菜佛跳
墙体验示范店”等闽菜名店评选工
作并给予奖励，鼓励聚春园集团等
闽菜品牌、老字号企业入驻公园、景
区开设平价福州鱼丸等风味小吃
店，推动闽菜进星级宾馆、景区、机

场、车站；支持闽菜餐饮企业连锁化
经营发展，实现闽菜餐饮企业全国
连锁的突破；打造闽菜食材供应链
平台，打造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
的全链路闽菜产业链。

在闽菜宣传推广方面，计划提
出讲好“闽菜故事”，展示品牌餐饮
企业和家乡味道菜品；选择一批特
色美食街（城）和闽菜餐饮名店等，
制作“福州美食地图”；精选一批闽
菜美食旅游精品路线，打造一批旅
游与闽菜美食热门打卡点；推动闽
菜“走出去”，努力实现闽菜餐饮业
国际化发展的目标。

在闽菜保护传承方面，计划提
出加快推进在仓山区塔亭地块，结
合历史建筑，采取市场化运作加快
建设中国闽菜博物馆，集展示、教

育、体验、消费等功能于一体，把闽
菜博物馆打造成闽菜保护发展中
心；分期分批编制闽菜保护名录项
目，实施70岁以上闽菜大师制作技
艺的拍摄及口述记录等传承保护工
作，开展闽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及工作室申报与评定工作；评选
推荐一批闽菜技艺类非遗项目及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推动一批福州市
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含闽菜类）建
设，进一步提升闽菜技艺文化保护
传承水平。

在提升闽菜品牌方面，我市支
持申报闽菜商标，加强闽菜品牌建
设；推动闽菜餐饮企业、行业组织
开展闽菜（福州菜部分）标准体系
研究、建设，到 2024 年构建一套科
学合理、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闽

菜标准体系，支持制定闽菜食品安
全 标 准 ；建 设 闽 菜 特 色 美 食 街
（城），鼓励美食街（城）延长营业时
间，打造“深夜食堂”“大众食堂”

“平价食堂”等美食经济载体，到
2024年，福州全市各县（市）区各提
升建设一条（个）具有闽菜特色的
美食街（城）。

在汇聚闽菜人才方面，组建由
中国烹饪大师（闽菜）、闽菜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等组成的名师培训队
伍，依托行业协会及职业院校开设
闽菜培训班；每两年举办一次闽菜
职业技能大赛，通过大赛培养发现
闽菜新一辈人才。

计划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有效期三年。

（何佳媛）

闽菜保护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福州将建中国闽菜博物馆

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九号文儒闽菜馆邀请市民一起见证亮灯仪式。

【福州晚报讯】 3日19时，随着
分布在全球的多家知名闽菜馆点
亮统一标识的“闽菜馆”灯笼，“全
球NEW闽菜馆123亮灯”仪式正式
在榕启动。

在各相关餐饮协会、福建省内
外闽菜馆、全球各区域商协会、海
外餐饮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下，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近300
家福建省内外知名闽菜馆同步亮
灯。亮灯现场与全球各地的闽菜
馆直播连线、实时互动，展示了闽
菜宣传推广和闽菜馆建设情况，共
同见证全球各地闽菜馆亮灯时
刻。现场还播放了“闽菜飘香”闽
菜馆宣传片，发布了闽菜馆统一标
识和50道“好好吃二十四节气闽菜
药膳”，介绍了元洪在线为全球闽
菜馆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并邀请国
民美食节目主持人刘仪伟在线推
介“全球NEW闽菜馆”。

活动期间，矩阵直播平台人气

高涨，央视频移动网、新华社现场
云、新浪微博，以及福建商务一键
通等十多个平台有数百万人次在
线观看，线上线下齐发力，共同助
力闽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当晚，作为“全球NEW闽菜馆
123亮灯”仪式的分会场，位于福州
三坊七巷的九号文儒闽菜馆邀请市
民一起见证亮灯仪式，共赏闽味。

九号文儒闽菜馆是福建省“闽
菜馆”示范单位，通过线上方式参
与了全球直播互动。在现场，元
宵、锅边、海蛎饼、鱼丸、虾酥、芋泥
等数十款闽味特色小吃现做现吃。

九号文儒闽菜馆“掌门人”郭
可文说：“我们很高兴加入‘全球
NEW闽菜馆’的大家庭。未来，我
们将始终坚持以‘传播闽菜技艺，
弘扬闽都风俗’为己任，以此次亮
灯仪式为契机，持续推动闽菜发
展，让闽菜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江海 林雅/文 石美祥/图）

一二三“全球NEW闽菜馆”齐亮灯
线上线下发力，十多个平台数百万人次在线观看

闽江河口湿地的白鹤。

白马王信俗在福州民间家喻户
晓。白马王是福州地方道教神仙
信仰体系中的典型神灵，也是海峡
两岸民众广泛信仰的道教神灵之
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白马王
的故事不断演变、充实，成为闽越
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王子射鳝 为民除害
《三山志》记载：“昔鳝溪山峡间

有二潭，下潭广六尺，深不可计，距
上潭五里。闽越王郢三子有勇力，
射中大鳝于此潭，其长三丈，土人
因为立庙，号白马三郎。”

闽越王无诸之孙，闽越王郢的
第三子驺寅，因好骑白马，故号白
马三郎。传说当时鼓山鳝溪有一
条恶鳝，长三丈，残害百姓，白马三
郎将它射杀，但自己与马也被鳝尾
缠住拖入水中同归于尽。后人感
念白马三郎的功德，建鳝溪广应白
马王庙奉祀纪念。

白马王祖庙总理、白马王文化
研究会法人代表郑仁双说：“驺寅
当年在鳝溪为民射鳝除害，据志书
记载和专家考证应当在汉初景帝
年间，距今有2100多年的历史。”

明代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
明代万历年间王应山编撰的《闽都
记》、清代林枫编撰的《榕城考古
略》等也都记载了白马三郎为闽人
除鳝怪的故事。其中，讲述最为精
彩的是清代小说《闽都别记》，文中
白马三郎不仅有名有姓，威名远
扬，还增加了白马王除豹害的情节
和除害牺牲的细节，使英雄形象更

加生动丰满。白马王也由王子演
变为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成为世
代官民推崇的充满大爱的正能量
神祗。

随着地方史志和民间传说不
断创造，白马王信俗内容不断丰
富，信仰系统不断扩大，上承汉闽
越王信俗，下衍五大元帅等部属神
灵信俗，影响遍及福州地区城乡各
地，并随着移民播迁到台湾。

闽越古庙 穿越时空
境以灵著，地以人传。位于晋

安区鼓山镇鳝溪的白马王庙是白
马王信俗的祖庙，也是现今福州唯
一留存下来的汉代闽越国时期的
古庙，是福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庙

宇之一，1961年被市政府列入第一
批文物保护单位。

跨越溪涧，拾级而登，来到鳝
溪的白马王庙，沿途可见宋、明、清
的名人摩崖石刻。虽然这些摩崖
石刻已苔花斑驳、字迹磨漶，但这
条道路仿佛是一条由时光镌刻的
天然碑廊。其中，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所作的《福州鳝溪祷雨
文》和宋代蔡襄所作的《祈雨记》尤
为珍贵。

原来，鳝溪的白马王庙自唐宋
以来成为祈雨圣地，白马王被尊为

“司雨之神”。因祈雨灵验，白马王
曾 5 次受朝廷敕封（其中一次是王
审知奏封为“弘润王”），鳝溪白马
王祖庙由此成为官府祈雨的圣

地。曾在福州任职的蔡襄、曾巩等
人都曾到这里祈雨，留下祈雨祷
文。

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射鳝台、
深藏于峡谷里的鳝鱼潭，以及附近
的东山曲水流觴古迹和三月三越
女踏青的风光旖旎处——由此，穿
过时光隧道，仿佛能看到满山红叶
里，白马三郎英姿勃发，骑白马一
骑绝尘，曾巩、蔡襄、程师孟、刘瑾、
陈垲等人着宋明冠带鱼贯而上，吟
念着祈雨祭神韵文的情景。

情牵闽台 历久不衰
据史料记载，汉朝末年，长乐梅

花和连江一带的先民迁徙到台湾
马祖垦荒，白马王信俗随之传至马
祖，并逐渐被奉为重要的地方守护
神，进而传播到台湾各地。

近年来，两岸的白马王信俗交
流体现了两岸之间血脉相连、同根
同祖。白马王信俗文化同陈靖姑、
陈文龙、闽王王审知等信俗文化一
样，成为沟通闽台两地民间文化交
流的桥梁。

郑仁双说，白马王信俗以历史
记载为据，以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
传说为纽带，以鳝溪白马王祖庙和
海峡两岸的众多庙宇为物质载体，
以祈福踩街迎神庙会、进香谒祖仪
式、巡安会香等活动为表现形式，
彰显了白马王舍生取义、为民除
害、保境安民、造福百姓的人格魅
力和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精神。

（管澍/文 林双伟/图）

射鳝保境安民 祈雨造福百姓

闽越白马王演义出闽都文化信俗

位于晋安区鳝溪风景区内的白马王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