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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网1月25日讯（融媒体记者 王金植 
通讯员 曾世彬）昨日，记者从市文旅局获
悉，泉州突出本地春节、元宵特有的民俗、非
遗等传统特色和烟火气息，按“好玩、好吃、
好看、好精彩”进行延展提升策划，推出“寻
龙记”+世遗、非遗、美食、演艺、明星、工
业旅游六大板块上1000场系列文旅主题活动、
优惠促销措施，欢迎国内外游客来世遗泉州过
春节闹元宵。

全域联动全面开花
以古城、中心市区为核心，市、县齐发

力，县县有活动、有精品、有特色。
中心市区将举办300多项活动，鲤城区有

“人来神往趣泉州”第六届闽南美好生活嘉年
华，配套开展大型龙生肖展及主题装置展、古
城“活态博物馆”Citywalk、非遗之美沉浸展
演、汉服祈福漫步、“祈福刺桐”闽南春节民
俗嘉年华、戏曲展演等；丰泽区有“这young
丰泽·花young龙年”促消费系列活动、海丝
蟳埔文化节、两岸非遗文化旅游节、海峡体育
嘉年华、工业游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洛江区
有“宋风文化艺术节”“迎龙年 寻年味”新
春喜乐会等活动。

其他地方活动同样多姿多彩，如泉港区第
三届“灯耀泉港”花灯节、石狮市“来狮转运 
五福临门”新春文旅系列活动、晋江市“龙腾
盛世 来去晋江”文体旅新春消费季、南安市
“福见南安·享成功”祥龙登场乐购狂欢季、
惠安县“火红中国 探春古城”文化旅游节、
安溪县“溪时有味”——过佳节·兴文旅·促
消费春节元宵主题系列活动、永春县第二届海
丝中国年·欢乐嘉年华、德化县生肖陶瓷文创
嘉年华、泉州开发区“花样迎新”系列文化活
动暨“福龙迎春 乐购清濛”全民购物节、台
商投资区欧乐堡龙腾鱼跃过大年等。

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文化
2024年春节元宵期间，泉州围绕打响“宋

元中国·海丝泉州”世遗城市品牌，深度挖掘
泉州文化遗产资源和传统民俗，首次举办“人
来神往·泉州民俗节”，时隔20年重启的泉州

民俗踩街，将于正月初六晚上精彩上演。
同时，还将举办2024泉州非遗年货节、泉

州元宵灯会、“宋元中国 海丝泉州”笋江公
园大型迎春灯会、天后宫泉澎乞龟、古城古街
“宋元穿越”行、南安英都拔拔灯、泉港樟脚
游板龙灯、永春逐火把等近百场民俗活动，并
通过在热门点位、街巷进行宋元氛围打卡布
置，组织民俗微街巷快闪、街艺展演、非遗活
态展示等，力争再现宋元泉州繁华盛景。

全市各地依托非遗代表性项目，利用剧
场、园区、景区、公园、广场、步行街区、商
业综合体等空间开展非遗展示展演及文化年货
节、庙会、灯会等民俗活动，打造富有浓郁闽
南年味的节日场景，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异彩
纷呈的旅游新体验、献上泉州特有的文旅盛
宴。

烟火家宴百戏争芳
春节元宵期间，各地将推出美食嘉年华、

一县一桌菜等活动，比如“味美丰泽 侨连天
下”华侨美食文化节、洛江区印尼特色美食展
销、南安洪濑龙阁美食文化节、“溪食有味 
味在湖头”湖头百味美食节、台商投资区美食
文创集市等。

2月12日—18日，“烟火家宴”城南庙会
将在德济门遗址广场举行，由闽南特色小吃、
泉州老字号、名小吃等代表产品共同组成烟火
家宴，通过线上互动预约、线下公益性收费、
汉服传统服饰免费体验等多种参与方式，邀请
广大市民以及游客朋友进场参与闽南美食流水
品鉴，热气腾腾的即食现场同步设置制作过程
的互动体验。

此外，全市各地将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沉
浸式夜游、主题光影秀、夜间集市等，突出
“宋元”文化展示、沉浸式体验，活跃夜间消
费氛围。

同时，以各大院团及各演艺空间、古戏台
等为平台组织开展古城百场文艺演出，包括梨
园、高甲、南音、木偶、闽南歌舞等，每天都
有好戏上演。泉州木偶剧院提线木偶戏初一到
十五天天演出，南音艺苑初三到初七每天两

场，梨园古典剧院初三到十五每天两场，泉州
歌舞剧院《遇见泉州》初四至初八将连演五

场。从城镇到乡村，各地社区（乡村）春晚、
文艺晚会、戏剧展演、百姓大舞台层出不穷。

泉州网1月27日讯（融媒体记者 陈玲红 
胡彦明 庄珊珊 许钹钹 赵伟 文/图）昨日，农
历腊月十六，闽南人的尾牙日，也是永春县达
埔镇达德村的敬老节，村里年满80岁的老人如
期收到一份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而来的新年红
包。

这是一份特殊的红包，红包两端的老人互
不相识，甚至从未谋面，但持续6年漂洋而
来。这份红包看似很轻，每份只有200元，但
又很重，它承载着海外侨胞们深厚的乡情。它
由马来西亚侨胞叶鸿发于2018年发起，后又吸
引了侨胞叶清华、叶逢春加入，甚至带动整个
马来西亚叶氏宗亲会五六千人参与家乡建设。
它跨越国界，联结起达德村海内外叶氏宗亲的
血肉情；它跨越时间，传承着海外叶氏族人牵
挂家乡的家国情。

联结乡情：互不相识的老人 一份红包关
爱乡亲

昨日上午，达德村紫堂叶氏宗祠拱门迎
宾，一派喜庆。这一天是全村年满80岁老人们
的专属节日，他们不仅被全村奉为上宾，更被

远在马来西亚的侨胞们惦记着。
一早，老人们满脸笑意地来到宗祠，吉时

一到便排着队从村书记、宗族长手里接过新年
红包。有的老人除了领自己的一份，还要为他
们所在地行动不便的邻居们代为领取。今年共
有98位年满80岁的老人可以领到新年红包。

“领了人家6年的红包了，我还没见过鸿
发长什么样。我专门问过，他没在永春出生，
也没在这里生活过，还能这么惦记我们，非常
感恩！”达德村年纪最长的叶汉成老人今年96
岁，虽然行动不太利索，但口齿清楚，一说起
新年红包便双手合十，一个劲地感谢。

今年76岁的叶鸿发自小生长在马来西亚。
2018年，他看到马来西亚民间组织在年终慰问
老人和困难户，由此及彼，想到家乡的老人
们，便打算为达德村年满80岁的老人发放新年
红包，并且于当年邮寄2万元至身在达德村的
侄子叶永联家，委托叶永联和其他族亲代为发
放并向老人们问好。那年共有105位老人首次
领到跨海而来的新年红包。也是在那一年，同
在马来西亚的侨胞叶清华、叶逢春知道此事后

非常激动：“这是好事，我们也要一起出
钱！”就这样，第二年起，给老人们的新年红
包便由三人一起出资。

跨越时间：传承乡音乡情 了却父辈遗愿
“支援家乡、联系家乡是我父亲的遗愿。

我父亲早年带着我大哥和大姐漂洋过海来到马
来西亚做建筑生意，后来生意做得不错就想为
家乡捐资，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种种原因
未能如愿，63岁时他带着遗憾离世了。”叶鸿
发虽然生长在马来西亚，但传承乡音，说一口
流利闽南语的他就像从小生长在家乡一般。他
说，家里都讲闽南语，他的儿子、孙子的闽南
语说得和他一样溜。

“早年我父亲、我大哥经常会跟我们说家
乡在永春达埔，虽然当时生活非常困苦，但无
论如何不能忘根。”叶鸿发告诉记者，也许是
听得多了，这“根”也长在心里了，1992年他
第一次回到永春，尽管行色匆匆，但他的感觉
很清晰——“亲切”。也是自那时起，他与永
春的亲戚取得联系，开始资助慰问亲人们，后
来资助范围从小家庭发展到大家族，进而慰问
全村老人。海外侨胞一家亲，早在2000年，马
来西亚雪兰莪福卿叶氏宗亲会便成立了，成员
有五六千人。宗亲会把海外叶氏侨胞联结在一
起，经常开展活动。后来为了与侨胞有更多的
联结，2008年达德村成立了紫堂叶氏宗族理事
会。至此，两地的叶氏宗亲有了“官方”组
织，开始“官方”互动。“哪边有宗族活动，
另一边都会派人参加。”达德村叶氏宗族族长
叶沧江介绍，互动的增加让海外的侨胞们对家
乡宗族以及宗族老人的生活有了更实际的了
解，也让叶鸿发触景生情，产生发放新年红包
的想法。

跨越国界：修路建桥奖教奖学 诠释海内
外一家亲

红包虽轻，但承载着海外侨胞们厚重的家
国情，在红包的背后，更是数以千计的叶氏宗
亲对家乡建设数以百万元计的投入支持，可以
说家乡缺什么，侨胞们便提供什么。

20世纪90年代，农村基础设施还不完善
时，修桥和修路可以说是最紧迫的事情。达德
村依桃溪而建，被一分为二。过去，村民们耕
种、外出总要绕溪而行，费时费力。参与出资

红包发放的叶逢春的爷爷叶云祚得知后，立即
发起叶氏侨胞捐资建桥，之后海外多地侨胞纷
纷响应，不久，200多万元的建桥资金汇到达
德村。几乎在同一年，长约100米、宽5米的神
潮大桥在桃溪达德段架起，大桥就像一根绳，
把一分为二的达德村连了起来，也再次联结起
侨胞与乡亲之间的深厚情谊。“原来30分钟的
路程只需1分钟了。”叶沧江表示，神潮大桥
的建设深得人心。之后，各种村道、耕种道、
乡间小道先后修建，大大改善了达德村的通行
条件。如今，在达埔中心卫生院的候诊厅、多
个诊室门口都能看到侨胞捐建的牌子。在达德
小学，主体建筑完成之后难以为继，侨胞们及
时捐资，让这所乡村小学不仅建起操场跑道、
宿舍楼、礼堂等，还有了奖教奖学基金。

据了解，达德村拥有侨胞1700多人，他们
累计为家乡捐资上千万元。走在村里，几乎到
处有侨胞们捐资助建的影子，这正是海外侨胞
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离家不离根”的家国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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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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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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视“明星”合影、感受“天然摄影棚”魅力……
讲述江门华侨爱国爱乡的革命故事

2023年开春，泉州兔子艺术装置触发流量密码。

收到跨海而来的新年红包，达德村的老人们很开心。

侨亲们捐资修建的神潮大桥，让村民们原本30分

钟的行程变成只需1分钟。

春节假期怎么玩？上千场文旅活动带您“烟火闹新春”

 (福建侨报供稿）

寻龙打卡已成热门活动 （融媒体记者王金植 摄）

蟳 埔 簪 花 围 在 国 内 互
联网平台火爆以来，不少来
泉旅游的女子把拍摄簪花围
美图列入行程。

（融媒体记者陈起拓 摄）

尾牙日，侨胞情
一份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而来的新年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