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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气满满 乡情殷殷
2022世界福州十邑春晚亮点多多

【福州晚报讯】有一种幸福，
叫身在福州——在有福之州做有
福之人；有一种浓情，叫乡情——
对故乡的思念像潮水一般奔涌。
由福州市委宣传部、世界福州十邑
同乡总会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承
办的2022世界福州十邑春节联欢
晚会，于1月31日18点10分在福
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首播，并通
过众多网络平台在全球播出。此
次春晚亮点多多，在满满福气、殷
殷乡情中与海内外福州乡亲共享
文化大餐、共度除夕之夜。

随着一群虎头虎脑的“虎娃”
欢呼着跃上了舞台，晚会在大型
歌舞《虎虎生威福满门》中开场，
在福州百姓中享有崇高声誉的

“婆姐”，手持油纸伞也来了。她
迈着摇步，穿行在“虎娃”中间，把
平安、健康送给孩子们。《十二婆
姐送平安》根据陈靖姑信俗创
作。如今，陈靖姑信俗文化已是

“国字号”非遗项目。
“七溜八溜，不离福州”是福

州人的口头禅，道出了福州人对
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念。晚会

上，旅游短剧《青春的眼睛看福
州》以歌舞串联的形式，通过两名
即将大学毕业的学子，走访福州
网红打卡点。节目展现的“诗中
的坊巷、榕荫如盖的街道、神仙的
温泉、清香的茉莉花”等，都是令
人难忘的“福气”。在“途中”，年
轻人还邂逅了一群乐享幸福晚年
的“老福州”。“‘七溜八溜，不离福
州’是‘老福州’的共同心声！”领

队高珠英说。
福山福水，人杰地灵，从福州走

出了一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在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
福州市科协、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
福州活动基地的支持下，晚会邀请
了福州籍及在榕工作的两院院士代
表郭孔辉、林东昕、林学钰、王任享
等，为十邑乡亲送上新春祝福。

来自世界十邑同乡总会的代

表林祥华、蒋佩琪等也现身晚会现
场，向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十邑乡亲
拜年。

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总会
长、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换
炎今年春节没有回榕过年，通过
视频捎来了新春祝福。他说：“世
界福州十邑春节联欢晚会举办了
10年，我也追了10年。不论身在
何处，除夕之夜吃福州菜、看世界
福州十邑春晚是我和身边十邑乡
亲的保留节目。”

十邑乡亲自然不会缺席世界
福州十邑春晚。晚会特设了屏南、
罗源两个分会场，在屏南网红文创
古村龙潭村，热情、好客的屏南乡
亲捧出了红粬黄酒招待四方来客；
歌舞《屏南处处春烂漫》以艺术形
式，向人们展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给屏南带来的大发展。

此次世界福州十邑春晚在舞
台设计上科技感满满，为更好适应
全媒体时代观众的收看需求，晚会
大量运用LED屏打造景观，让人们
在熟悉的场景中享受沉浸式观看
体验。 （吴晖）

“两马同春闹元宵”亮灯
【福州晚报讯】 1月31日晚，第二

十届“两马同春闹元宵”灯会亮灯，灯
会将持续到 2 月 16 日（农历正月十
六）。 今年灯会以“盛世华灯 光耀

‘两马’”为主题，采用散点布局，在东
江滨公园、船厂旧址片区、船政街区、
罗星塔公园分散布置四个篇章灯组，
分别为“盛世欢歌 寅虎闹春”“船政之
光 两马浓情”“红红火火 璀璨夜色”
及“两马浓情 同根同源”，共设有大型
灯组 8 组、中型灯组 10 组、小型灯组
15组、环境亮化10组。

（欧阳进权）

五大历史文化街区
春节送“福”

【福州晚报讯】新春佳节到，古厝
迎福来。福州五大历史文化街区三坊
七巷、上下杭、朱紫坊、梁厝和南公河
口街区将推出“看福戏”“逛福展”“享
福礼”“跑福道”“品福味”“宠福娃”六
大福文化主题活动。春节期间，在三
坊七巷、上下杭、朱紫坊、梁厝和南公
河口街区，民谣弹唱、乐器演奏、默剧
等轮番上场，开启与众不同的新春街
头艺术体验。 （王玉萍）

闽侯徐家村古厝迎游客
【福州晚报讯】 1月27日，位于闽

侯荆溪镇的徐家村古村落风貌区启动
区首次对外迎客。据介绍，徐家村古
村落风貌区位于荆溪镇甘洪路以南片
区，启动区项目范围内保留与迁建老
建筑16座，建筑年代横跨明清至民国
时期，包含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荆山
境”、不可移动文物点三落排和传统合
院式民居十三厝等。

（陈木易）

福州重奖
引进和培育金融机构

【福州晚报讯】在 1 月 29 日召开
的福州市金融支持一季度“开门红”融
资对接专题会上，福州发布最新修订
的《福州市引进和培育金融机构奖励
办法》，突出“引进”和“培育”金融机
构，其中落户奖励最高达 5000 万元。
此次福州市修订《福州市引进和培育
金融机构奖励办法》，旨在贯彻落实强
省会战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
金融支撑，未来将有更多金融机构入
驻福州。与此前相比，2022版有八大
变化，涉及落户奖励、人才奖励等方
面。 （欧阳进权）

中科经纬智慧产研城
落户福清

【福州晚报讯】 1月28日，中印尼
“两国双园”重点项目中科经纬智慧产
研城项目签约仪式在福州新区福清功
能区管委会举行。中科经纬智慧产研
城项目规划总用地约 526 亩，总投资
约35亿元，将以现代食品产业链上下
游为主导，以中印尼“两国双园”产业
布局为重点，建设现代食品产业基地、
科技孵化加速基地、创新服务中心及
相关配套，打造集食品储运、加工、展
示、体验、交易、结算等产业生态功能
于一体的都市工业创新综合体。

（张铁国）

台青台商台胞欢乐过春节

【福州晚报讯】“干杯！新的一年福气临门！”1月31日晚，由福州市
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主办的“围炉守岁虎开年，辞旧迎新福气临”迎新年
活动在福州大洋晶典5楼西屿龙餐厅举行，近百名在福州工作的台湾青
年、台商和台胞齐聚一堂，围炉守岁，辞旧迎新。

（任思言）

开场歌舞《虎虎生威福满门》中，活泼的“虎娃“们登场。张旭阳/图

福光夜画榕城俏 流光溢彩山水韵

越夜越精彩 榕城醉八方
【福州晚报讯】虎年新春到，

处处可见“福”。2022年的福州，到
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夜色律动的
光影更是让海内外游客为之倾倒。

福光夜画榕城俏，流光溢彩山
水韵。福州派江吻海，山水相依，
素有“山在城中，城在水中”的说
法。福州市近年来统筹夜景布局，
以灯光为笔巧作画，江岸、河岸、湖
岸，到处都有夜景灯光建设的点睛
之笔，构成“一江两河三线多片区”
的城区夜景灯光格局，为市民和游
客展开一幅绚丽多彩的“福光夜
画”。尤其是随着闽江之心—滨江
步行街日前开放，让白天的闽江好
玩，夜间的闽江好看，沿线律动的
光影更是让人沉醉。

灯光夜景扮靓了大江，闽江两
岸形成约9公里的夜游核心段精
品夜景，特别是闽江南岸形成一条
完整的水岸夜景线，气势恢宏。山
水之间流光溢彩，白马河（示范
段）—西湖—左海夜色景观带用绵
延的画卷为榕城添色，其中白马河
鼓楼段的夜景灯光营造了密林寻
踪、绿野仙踪、雾光之河等七大夜
景节点，让白马河成为一幅动人

“油画”；“水墨”大西湖则成为一幅
充满意境的中国山水画，黛色的夜
景灯光串起梦幻风景线，将西湖与
左海的水岸线、木栈道等沿湖景观
与园内建筑群融为一体，营造优雅
静谧、温婉含蓄的夜色美景。另
外，承载着福州历史文化的中轴线
也在夜晚的华灯中灿若星河。层
层灯光勾勒出白塔秀美的轮廓，塔
顶蓝白渐变的灯光，凸显古塔的洁
净气韵；上下杭、三坊七巷、朱紫坊
等历史文化街区也通过夜景灯光工
程，在体现城市自然环境秀美的同
时，在夜幕下展现福州的人文之美。

新春期间，福州城内各坊巷、
街区、商圈也已成为春节“氛围
组”，预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华
林路上，大红灯笼高挂；鼓屏路、于
山附近，五彩灯带与中国结相互辉
映；金山大道两侧，捧着“福”字小
老虎造型喜气洋洋，行道树上的各
色灯笼竞相争艳。

“福州太美了，特别是流光溢
彩的夜景，简直让人沉醉其中，乐
不思归。”海外回来的林先生对夜
福州的魅力直撬大拇指。

（刘磊 李锦清）

海外版向印度尼西亚乡亲拜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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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津泰路上的红灯笼与中国结。郑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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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福州市民坐游船夜游晋安河。叶诚/图

在榕台胞欢度除夕。池远/图

留学生榕城团圆过大年

22位留学生在榕团圆过大年。池远/图

【福州晚报讯】 1月31日，除夕，福建师大海外教育学院寒假留校的22
位留学生在学生公寓开展迎新春活动。

来自乌干达、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12个国家的留学生一
起做灯笼、写福字、包饺子，感受中国新年福文化，团团圆圆过大年。

（林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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