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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网讯 （融媒体记者张素萍 通讯员曾
世彬 曾晓萍 文/图）6月8日，泉州市2024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泉州府文庙广
场举办。活动以“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
脉 谱写时代华章”为主题，结合端午节，通
过非遗购物节、中药香囊艾草包制作体验活
动、非遗馆工坊互动展示等，为广大市民游
客奉上精彩的非遗盛宴。

当日上午8时许，来自泉州各小学的百余
名南音乐手齐聚一堂，以非遗“快闪”的形
式呈现了南音的独特魅力和非遗进校园的成

效，由此拉开了活动的序幕。随后，南音表
演《走马》、高甲戏表演《红玫弄》、街舞
《拼搏》等轮番登场，为观众献上精彩的非
遗展演。

泉州府文庙广场另一侧，非遗购物节人
气高涨。活动以“非遗与日常生活”为主
题，国家级非遗项目灵源万应茶、德化陶瓷
烧制技艺、安溪竹藤编、永春香制作技艺等
30个非遗项目现场展销，涵盖传统美术、传
统技艺、传统医药等方面，许多游客赏非
遗、逛市集、品美食，争相参与体验。

活动还表彰了2023年优秀非遗志愿讲解
员、2023年度非遗优秀志愿团队。为有效宣
传推介城市形象，泉州选取10名了解泉州历
史文化、擅长讲解、服务优质、具有社会影
响力的优秀复合型人才，担任“宋元中国·
海丝泉州”旅游推荐官并颁发荣誉牌匾。

当日还发布了濒危非遗项目普查方案。
为全面掌握和了解泉州各县（市、区）濒危
非遗项目的现状，泉州市文旅局率先启动濒
危非遗项目扶持计划，扶持对象覆盖泉州所
有县（市、区），重点针对已列入国家级、

省级、市级等各级非遗名录但面临濒危状态
的项目，以及尚未列入名录但具有较高文化
价值和濒危风险的项目。

正值端午假期，主办方还推出“端午驱
疫病，香囊祈安康”——中药香囊艾草包制

作体验活动，让群众了解中药与香草的搭配
与功效，感受传统文化的实用与智慧。现场
还设有竹藤编互动体验区，广大市民和游客
纷纷参加投壶射礼互动活动，感受不一样的
节日氛围。

泉州网讯（融媒体记者许雅玲 通讯员王
慧雯 文/图）8日，2024年晋江市“我们的节
日·端午”暨第三届“世遗泉州·多彩磁
灶”文化旅游节在世遗点磁灶窑址（金交椅
山窑址）正式启动。

现场，举行“建博会：让磁灶更美好”
随手拍征稿大赛颁奖仪式、磁灶镇文旅项目
签约仪式、磁灶文旅众创驿站揭牌仪式。同
时，结合“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弘
扬好家风 传承好家训”端午节家风书场主题
展演，由磁灶各中小学带来的精彩节目轮番
登台，包括南音演奏、主题小品以及家风主
题朗诵等独具家风传统文化和磁灶窑文化特
色的演出，给现场群众带来了视听盛宴和家
风文化熏陶，赢得了阵阵掌声。

此外，磁灶镇还举办“多彩端午·乐享
世遗”磁灶窑主题研学和端午古风奇妙市集
游园会，70组亲子家庭一同参观泉州古代外
销陶瓷博物馆，游览世遗点磁灶窑址（金交

椅山窑址），参与陶盘彩绘、制作艾草香
囊、剪纸、手工黏土、DIY油纸伞和脸谱、
竹编、团扇、汉服等手工制作体验。

下一步，磁灶镇将整合文旅资源，加强
合作交流，提速文体旅融合步伐，推进文化
遗产的传承保护和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做
好磁灶窑“世遗+非遗”这篇文章，让资源
“活”起来、品牌“靓”起来、环境“优”
起来。

闽台同宗村，明清时期福建先民迁居台
湾垦荒拓展而形成的同宗族、同文化或同地
名的同宗聚落乡村，有1.2万—1.5万对。

每对闽台同宗村，紧连着台湾一个数以
千计人口的宗姓家族，连接着两岸团圆梦。
昨日举办的首届闽台同宗村族谱交流大会，
特意选取闽台各姓氏代表性族谱成规模展
出，两岸学者同场交流，生动再现“迁台记
忆”，进一步深化闽台宗姓家族的族谱对接
和海峡两岸的融合发展。

一个团圆梦：
寻找“源”和“根”
“两岸同一家族宗亲交流的意义最重要

的就是寻找‘源’和‘根’，不管‘发芽’
到哪个角落，后代子孙的源头就在大陆。”
首届闽台同宗村族谱交流大会开幕式的致
辞，道出了热切的团圆梦。

“因为祖籍认同和乡土文化情节，促使
我去做这些事。”来自台湾彰化县的台湾著
名族谱文史研究专家蒋敏全，看着台湾青年
后辈通过族谱寻亲成功，备感欣慰，“族谱
是连接两岸宗族血脉的脐带，开展族谱研究
与交流活动对两岸乡亲认祖归宗具有重要意
义。”早在33年前，他就开始研究闽台同宗
村族谱，热心帮助台湾乡亲梳理信息破碎的
族谱，通过与大陆乡亲的族谱比对，成功促
成寻亲。他本人也是受益者和践行者——10
多年前，带着儿子到晋江福全村寻根谒祖。

“两岸族谱研究与交流已经成为两岸社
会各界的共识。”厦门大学教授、著名文史
专家陈支平认为，党中央、国务院支持福建

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举办族谱交流
会就是最接地气的具体行动。

交流大会由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闽台对
渡文化节组委会主办，泉州姓氏文化交流协
会、石狮市博物馆承办，包含首届闽台同宗
村族谱展、闽台族谱文化交流对话、闽台同
宗村族谱文化研讨会、闽台族谱文化专题讲
座、闽台同宗村族谱对接寻根咨询服务等系
列活动。

泉 州 姓 氏 文 化 交 流 协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此次交流会最大的亮点是福建省首次专
题举办闽台同宗村族谱交流大会，共展出族
谱42个姓氏188部220册，包括闽台前12大姓
“蔡、陈、黄、李、林、刘、王、吴、许、
杨、张、郑”及25个闽台同宗姓氏族谱，其
中，石狮蚶江镇蚶江村“欧阳”氏族谱等为
首次展出。

两场寻根记：
家乡是最深的归途
无论身在何处，家乡始终是内心最深处

的归途。闽台同宗村的交流活动，不断唤起
台湾同宗村民众到福建祖籍地寻根的诉求。

“昨天，我回到了祖籍地祭祖、扫墓，
看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和住过的房间，我太
感动了！”来自台湾台中市的吴瑞当通过与
来自晋江青阳霞梧社区的吴铭旋比对族谱，
再次确认了自己的“根脉”，“我们是堂
亲，族谱从一世开始就对上了。他是宗族第
二十二世，我是第二十四世。”

1992年出生的吴瑞当有大半时间待在美
国，非常渴望知道祖先来自哪里。两年前回

台湾，他着手准备寻根，独自将残破不堪的
族谱整理成册。今年1月，循着族谱留下的片
点痕迹，他只身来到晋江，可惜无功而返。4
月，不肯放弃的他试着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寻根，得到了积极回
应。“通过馆藏的族谱《青阳霞浯家谱》比
对到了他们宗族的第六七代，后来我们帮忙
联系到霞浯社区，把他们宗族约200年的脉络
都梳理出来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工作人
员梁白瑜说。

交流大会上，和大陆乡亲族谱比对上的
台湾乡亲还有1955年出生的蔡裕荣老先生。
“找到了，旭文是我的曾祖父，旭踏是他们
的曾祖父，他俩是亲兄弟。”蔡裕荣老先生
指着族谱上曾祖父的名字激动地对大家说。

自1994年首次踏上故土，蔡裕荣就未曾
停止过寻根。这条寻根路，一走30年。“听
姑姑讲，曾祖父是9岁时跟随大姐去的台湾。
我们家祖宗牌位上写着‘泉州府晋江县莲塘
村’，但具体是哪个莲塘、亲人在泉州何
处，却没有方向。”

寻根之路的转机，发生在2017年，在泉
州姓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蔡第乐的帮助下，
“我在莲塘草埔蔡氏族谱中找到我曾祖父的
名字，又经多方比对核实，并最终确认。”
蔡裕荣说道。

三个想不到：
尚有同宗村族谱等待溯源
闽台宗姓家族的族谱对接，民间力量的

深度参与功不可没。
“ 福 建 是 广 大 台 湾 同 胞 最 主 要 的 祖 籍

地，闽台约有1.2万—1.5万对同宗村。”中国
闽台缘博物馆原副馆长、闽台谱牒文史专家
朱定波十余年来数百次前往台湾进行田野调
查，“我走访过台湾数百个家族，每一个家
族的祖先给后辈留下的愿望都是——寻根谒
祖、修编族谱、认祖归宗。”他在多个场合
表达过自己的想不到：想不到台湾民众对同
宗村的族谱研究那么认真；想不到台湾不同
阶层，无论乡长、村长、里长，都愿意一起
推动族谱对接；想不到两岸还有那么多同宗
村没有交流，台胞寻根之路还存在那么多曲
折和艰难。三个想不到，更加坚定了他深入
对接闽台同宗村家谱的决心，十余年来，已
帮助400多对两岸同宗村成功实现族谱对接。

此外，作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海峡论坛自2007
年举办以来，已积极促成台胞回大陆寻根谒
祖、续谱联宗，推动两岸共修族谱10000多
部、对接族谱2000多部。

□融媒体记者 黄小玲 王树帆 颜雅婷

记 者 从 泉 州 市 统 计 局 了 解 到 ， 今 年 以
来，泉州市大拼经济、大抓发展，深化开展
“项目创优年”活动，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建
安投资拉动力增强。

1—4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1%，
其中，项目投资增长18.2%，占全市投资比重
75.4%，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2.7个百分点。

从投资构成看，建安投资增长14.4%，增

速比1—3月提高3.7个百分点，占全市投资比
重77.7%，占比较1—3月提高1.2个百分点；拉
动全市投资增长10.7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比
1—3月提高2.6个百分点，比设备工器具购置

费和其他费用分别高7.5和15.5个百分点。

泉州鄉情160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星期五（農曆五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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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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开春，泉州兔子艺术装置触发流量密码。

                                                                                  泉州非遗馆迎来众多游客

泉州网讯 （融媒体记者王金植 文/图）
漆扇、刻纸、木偶头、竹藤编、锡雕……昨
日，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迎来众多游客，
他们沉浸式体验非遗，过别样精彩的端午。

“藤编竹织·漆彩生活”专题展览展
示活动正在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四楼新型
空间举办，这是一场集艺术性、观赏性和教
育性于一体的文化盛宴，展示了精美的藤编
竹织艺术品与漆艺相结合的创意作品。展览
现场还有漆扇制作和竹藤编制作体验，吸引
许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在非遗传承人的指
导下，参与者拿起画笔和漆料，五彩斑斓的
漆料在扇面上流淌、交融，形成美丽的图
案，传递着非遗技艺的多彩魅力。

市 民 詹 女 士 带 着 小 孩 前 来 体 验 ， 她
说，这样的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间的交流与
互动，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馆里的非遗工坊也在举行非遗体验，

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驻足。
据介绍，端午假期，泉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15个工坊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
此体验刻纸、木偶头、木雕、花灯、彩扎、
珠绣、竹藤编、锡雕等非遗项目，还有非遗
剧场梨园戏、高甲戏、南音等精彩演出。

           汇聚江门，开启人文体验之旅

江门市假期文旅市场生机勃发

     一个团圆梦 两场寻根记 三个想不到

首届闽台同宗村族谱交流大会折射两岸情 沉浸式体验非遗 别样过节

体验竹藤编

 蔡裕荣（右二）在蔡氏族谱上认真寻找曾祖父的信息 （融媒体记者颜雅婷 摄）

赏非遗逛市集 体验别样端午

   泉州市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活动奉上端午非遗盛宴

世遗牵手非遗 畅享文化盛宴

独具特色的演出

泉州市1—4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稳健增长
项目投资占比逾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