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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即将来临，
大家“寻年味、赏非遗”的春节游热情高
涨。湄洲岛借势发力、乘势而为，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做足商文旅联动
文章，在惠民利民的同时释放消费潜力、
激发发展活力。

新春即将到来，高德地图发布了《2025年春运出行预测
报告》。其中，报告的“2025年春节期间南方驾车热门岛屿
TOP10预测”显示，湄洲岛位列第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2025年“大力提振消费”，
“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湄洲岛审时度势，积极融入“莆
阳开春·巳巳如意”2025年莆田市春节元宵文化旅游活动，深
入挖掘妈祖文化等独特“非遗”资源，策划生成“莆阳开春·春
暖湄洲”主题系列活动，打造一系列消费场景多、产品体验
深、业态融合广、要素服务全“年味十足”的文旅新业态、新活
动，力争让各地游客和广大群众在妈祖故里寻年俗、赏非遗、
尝美味、购年货，尽享“湄”好春节，带动消费兴旺。

迎福缘迎福缘：：非遗民俗是非遗民俗是““重头戏重头戏””
1月 21日举行的 2025年莆田市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指

出，“妈祖是莆田最鲜明的城市 IP”，弘扬“立德、行善、大爱”
妈祖精神的时代内涵，深挖特质、提炼内核，创新场景表达，

更加打动人心、收获安宁。
文旅是湄洲岛激活消费的“主引擎”。
迎春纳福、体验非遗，是湄洲岛春节“引流”的特色之

一。今年春节，在湄洲岛“莆阳开春·春暖湄洲”主题系列活
动中，“迎春开庙门”“乙巳年海峡两岸新春祈年典礼”“妈祖
金身回上林故居省亲布福”“接妈祖·闹元宵”等独具妈祖特
色的非遗民俗活动仍是“重头戏”。

“迎春开庙门”活动将于除夕夜在湄洲妈祖祖庙西轴线
天后宫举行。届时，海内外游客和广大群众可前往祖庙寝
殿，在新年的钟声中，祈愿新的一年平安、幸福、顺遂，开启
新年愿景。

“乙巳年海峡两岸新春祈年典礼”活动将于农历正月初
三在祖庙南轴线天后殿广场举办。到时候，现场将邀请在
岛的海峡两岸各界人士穿上传统服饰同谒妈祖、共享平安，
让大家在满满的“仪式感”中，感悟妈祖文化，传承妈祖信
俗，祈佑国泰民安。

农历正月初八至初九，祖庙将举办“湄洲妈祖金身回上
林故居省亲布福”活动；农历正月初八至十八期间，“湄洲岛
十四宫接妈祖闹元宵”系列活动将精彩上演。湄洲岛开启
热闹非凡的元宵“咚咚咚”模式。各村各宫届时会张灯结
彩，锣鼓喧天，踩街巡安布福、妈祖供品非遗展示、民俗表
演，以及摆棕轿、换妈祖花、挂脰等丰富的妈祖信俗文化将
精彩呈现。这一系列盛大而庄重的民俗活动称得上是妈祖
信俗的“流动博物馆”，游客参与其中，能最切身、最集中地
体验妈祖信俗流布千年的魅力，感受妈祖文化的远播四海

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除活动类的非遗民俗体验外，湄洲岛春节期间在天妃

故里遗址公园打造非遗民俗“打卡点”，游客可前往参与做
红团、梳妈祖发髻等民俗活动，体验独特的妈祖民俗风情。

观演艺观演艺：：释放消费全新活力释放消费全新活力
“来到湄洲岛，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文旅好戏邀您共

赏，为您推荐《印象·妈祖》。这是妈祖看过的演出，必然会
给您留下难忘一生的妈祖印象……”1月21日，市春节元宵
文化旅游活动启动仪式进行了湄洲岛《印象·妈祖》特色文
旅业态推介。

《印象·妈祖》《缘起湄洲》《首见妈祖》等特色演艺项目
是湄洲岛今年春节打好“文旅消费牌”的“王炸”。作为优质
文化产品，这些沉浸式演艺项目因趣味性强、体验感佳而更
贴合年轻群体消费意愿，为释放消费活力创造了新场景。

眼下，这些特色演艺项目正紧锣密鼓地为“春节档期”
做好准备。《印象·妈祖》春节期间“国风盛宴”将精彩上演，
从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七剧目排期“拉满”，并推出了包含“9.9
元生肖特惠票”“春节联票特惠”“趣味问答”“幸运大抽奖”

“国潮宋韵主题室外散点式演艺”等的春节大礼包。“我们创
新妈祖文化场景表达，全面焕新戏剧体验。希望观众在领
略国风宋韵之美和感受妈祖文化中，过一个朝气蓬勃的‘中
国年’。”《印象·妈祖》项目执行制作人兼运营公司总经理周
兴文说道。

妈祖影视城的《缘起湄洲》演艺剧场则全力筹备“满城

烟火闹元宵”春节非遗主题活动，将打铁花、上刀山、下火
海、莆田十盘担、红团、火棍等20多项莆田地域特色的非遗
节目加入表演，让游客一票观演全天数十场精彩演艺。《缘
起湄洲》项目投资方负责人林保君表示，有文化、有内容、有
故事的旅游体验是大众旅游的刚需。项目希望通过深挖春
节文化中的莆田地域特色，让演艺能够体现更浓厚的莆田

“年味儿”、更有趣的“互动性”，从而提升湄洲岛旅游文化内
涵和吸引力；也希望让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深入探索莆
田的文化与风土人情。

新年新气象，佳肴美味必不可少。1月 29日至 2月 15
日，湄洲岛还将在市场圆圈政府路一条街举办“海味新春，
福聚湄洲”美食嘉年华活动，设置游客用餐体验区域，展出
妈祖平安面、湄洲鱼饭、海蛎煎、紫菜焖饭、土笋冻、紫菜海
蛎酥、湄洲秘鸭、特色烧烤等多种当地美食，以及妈祖特色
文创、妈祖糕、莆田鞋等多样伴手礼。

“我们希望以此丰富节庆活动内容，积极培育发展‘美
食+旅游’业态，打造‘食在湄洲’品牌，深入实施促消费行
动，拉动餐饮和旅游消费。”湄洲岛旅游和文体局相关负责
人如是说。

此外，湄洲岛还举办2025年湄洲岛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暨“赏年画 过大年”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集中服务活动、
2025年工会助力湄洲岛文旅经济发展活动等，营造浓厚节
日氛围，助力文旅经济发展。

重长效重长效：：让妈祖文化让妈祖文化““活活””起来起来
着力春节传统文旅消费旺季节点，着眼全年文旅市场

发展趋势。湄洲岛将春节作为“吸引流量、树立口碑”的绝
佳载体，围绕让全年都能既“吸睛”又“吸金”的目标，今年在
创造场景、聚集人气、提升活力等方面已制定计划，将持续
发力，努力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更强引擎。

湄洲岛将突出在“妈祖文化”方面的引领优势，以发展
文旅融合示范区和构建全域旅游示范点为导向，以《印象妈
祖》《首见妈祖》《缘起湄洲》三大演艺项目、湄洲岛莲池沙滩
不夜城和湄洲岛妈祖文化系列项目6个项目为切入点，通过
打造“妈祖系列”类演艺项目集群、策划“妈祖杯”体育赛事
活动和拍摄“妈祖”系列影视作品等方式，让妈祖文化在“线
上”“线下”实现双通道的持续创新，让妈祖文化“活”起来、
妈祖文创“潮”起来。

牢牢把握招商引资、业态培育和去存增效三个主要抓
手，以湄洲岛酒店提升改造、旅游民宿发展项目、北埭澳沙滩、
汕尾魟鼻尾沙滩旅游项目、风筝帆板培训基地项目等12个项
目为切入点，加快招商一批品牌项目，培育一批高质量市场主
体，切实推进文旅投资扩量增效，去存量、投资额和完成率方
面取得新突破，筑牢文商旅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充分结合在景区完善、交通扩容、商圈培育和旧址利用
等四个区域的基础设施提升需求，以5A级旅游景区提升项
目、湄洲岛悬挂式轨道项目、闽中海上游击队驻地旧址修缮
布展项目和如意路项目 4个项目为切入点，积极引进新业
态、新技术和新产品，进一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硬件
设施建设水平，完善拓展旅游服务功能，优化业态发展环
境，全力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硬件基础。

湄洲岛春节期间活动亮点繁多、精彩纷呈，总有一款让
您心仪。妈祖圣地欢迎您，过大年、闹元宵、拜妈祖……红
红火火开启新年新气象！

“湄”好春节美美与共
——湄洲岛乘势而为备足文旅盛宴喜迎八方宾朋

□全媒体记者 郑已东 通讯员 许双萍 张丽明 林春盛 文/图

“小小湄洲女”现场写春联，营造新春浓厚氛围。 《缘起湄洲》演艺剧场全力筹备“满城烟火闹元宵”春节非遗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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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前一天晚上，老师家的房间里传来一阵阵欢笑声：
“哈哈，我成功了”“哎呀，我失败了”“真是太好玩了”……咦，
这是在干什么？对了，是我和同学们在搓汤圆。

我们先准备一袋糯米粉、一碗温水和一个装汤圆的盘
子。随后，我们撸起袖子，把手洗干净后，往糯米粉里倒入适
量的水进行搅拌、揉搓。不一会儿，糯米粉团和好了，那样子如
同一座白白的“雪山”。我们揪下“雪山”的一角，把它放在左手
掌心，右手掌心轻轻放在面团上，再不停地搓，面团很快就变成
了一个白白胖胖的汤圆；压扁后，它就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皮；接
着往里面放上红糖、白糖、芝麻合成的馅料。因为经验不足，我
放了太多馅料，结果汤圆就裂开嘴巴“笑”了。我看着旁边的小
伙伴“兔兔”把汤圆搓得圆溜溜，再看自己手中的汤圆，心里有
点想放弃。这时，老师笑着鼓励我：“不急，慢慢来。”

第二次，我不再着急搓汤圆，而是停下来仔细观察“兔兔”
怎么搓圆、如何加馅料。紧接着，我多试了几次，馅料放得不
多也不少，终于搓成功了。没过多久，一个个圆溜溜、白胖胖
的汤圆就相继“诞生”了。我的心中顿时有了成就感，让我开
心得手舞足蹈。

经过这次搓汤圆的经历，我得出了一个道理：做所有事情
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仔细观察，不断尝试，才有可能取得
成功。

可爱的“小胖子”
□谢辰希（五年级）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宛如一位神奇的魔法师，施展着
无边法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彩。

当我们走进超市，你会看到那些曾经忙碌的结账柜
台已经换成一台台自助结账机器，它们宛如一个个恪尽
职守的小卫士静静地伫立在那里。顾客只要把商品轻轻
一扫，机器就像长了一双慧眼似的，迅速识别并打印发
票。整个过程快捷，既不需要顾客长时间等待，又减轻了
工作人员的负担。正是人工智能的介入，让购物变得更
加轻松愉悦，极大地提升了消费体验。

回到家，我们同样能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革新。
智能家居系统如同一位体贴入微的管家。瞧，智能扫地

机器人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小工兵，在家中灵活穿梭，将每
一个角落都打扫得一尘不染。智能门锁通过面部识别或
指纹验证，为家人打造更安全的进出通道。不仅如此，当
你累了想听音乐或看电影时，智能语音助手会立刻响应，
为你播放心仪的歌曲或电影。

在图书馆里，智能检索系统犹如一位经验丰富、知识
渊博的导航员，只需输入几个关键词，它便能在浩瀚书海
中迅速精准定位书籍和资料，节省了大量查找的时间。
在交通出行中，导航软件如同一个精准的指南针，根据实
时路况为我们规划最佳路线，避免拥堵和迷路的烦恼。
更让人满怀期待的是，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未来我

们或许会乘坐无人驾驶的汽车，享受更加安全舒适的出
行之旅。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我们带来
了无数的便利与乐趣。但我们也应警醒自己，人不应该
被技术控制，而是要学会掌控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
正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让人工智能成为我们生活中
的得力助手，与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指导老师黄丽霞评语：文章紧跟当下科技进步与生
活变化，描述人工智能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场景。文
中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改善生活品质方面的积极作
用，而且对人类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有一定的思考。

人工智能走进生活 □林煊烨（六年级）

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要回老家赣州和爷爷奶
奶一起过年。爸爸说，围炉团圆就是最好的孝敬。

今年也不例外，爸爸放假了，我们一家子终于
踏上了回老家之路。我们的座位刚好靠着窗户，
可以一路欣赏窗外美丽的风景。窗外的天空湛蓝
如洗，没有一丝云彩；高楼林立，工厂烟囱挺立，道
路四通八达，田野辽阔高远，树木高大而挺拔，给
人一片欣欣向荣的感觉；风景如同一幅画卷，让我
感受到祖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动车平稳地行驶在铁轨上，窗外突然飞快地
驶过一列动车，像闪电一样。弟弟急忙问爸爸：

“那是什么车啊？那么快！”爸爸一脸骄傲地说：
“那是高铁，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我兴奋
地说：“那不是比孙悟空的筋斗云还厉害啊！”爸爸
咧着嘴笑着说：“世界上最快的高铁就是我们中国
的复兴号，它是我们祖国的骄傲。”“爸爸那你以前
上大学坐的是什么车啊？”我看着爸爸问。“我以前
上大学坐的是绿皮火车，车身是墨绿色的，它的速
度很慢，每小时只有 60公里。那时从赣州坐到重
庆需要三十多个小时，而现在坐高铁只要十几个
小时就够了！”一路上，爸爸又跟我们讲了很多关
于“辽宁舰”“神舟飞船”“天宫二号”“嫦娥号”的知
识和故事。

从“绿皮火车”到动车，再到高铁，再到航天飞
船，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科技的力量，对科技也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我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在今后
的学习中，我将更加努力地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各
方面的素养，将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回老家的路让我充满快乐，充满希望，充满
力量！

回老家的路上
□曾元希（四年级）

一首首人人传唱的歌曲、一对对朗朗上口的
春联、一幅幅勃勃生机的画卷……中国的习俗多
到数不清。而我，最喜欢做窗花了。

春节就要到了，望着窗户上空空荡荡的，我
的思维一下子打开了——做窗花。我正想去取
白纸，突然想起可以利用废纸上面别具特色的图
案。我立即取出一张废纸，用圆规精心地描上一
圆，然后去查找资料。我翻找到“喜迎新春”一
词，开始描摹。我把纸张贴在平板上等比例放大
后，用彩铅轻轻地勾勒出图案，再把四周的花纹
一一描绘出来，又用多功能尺描绘出图形，很快，
一条生动形象的线便跃然纸上。你认为中国元
素就这样完了？不！我又上网查了一条祥龙，象
征着我们家的生意能一跃而起、直上云霄。我伏
案于桌前描出龙的样子，只见那龙角直立，威风
凛凛。

接下来是上色，我用上了我的法宝——马克
笔、毛笔和墨水。我用毛笔在纸上丝滑地绕圈。
不一会儿，一幅红艳艳的图片就出现了，我再点
上了金色。终于要动手剪了，我把晒干的纸对
折，用小刀刺出一个小口，再把剪刀穿进去，沿
着描好的线条细细裁剪。我小心翼翼地剪着，
剪不下去时，便起身去请教奶奶。奶奶望了望我
手中的窗花，耐心地说：“这个地方你刚好剪断开
窗花的角落，所以你剪不下去了。来换一地方试
一试……”我仔仔细细听着，思维再一次被打开。

在奶奶的指导下，我终于剪好了窗花。最
后，我把画和小金龙一同贴上窗户。哇！一条龙
向祥云飞去。朋友们见了这条活灵活现的龙儿，
无不惊叹。

这次制作窗花十分有趣，剪纸真的太好玩
了。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学习更多的手工，传承并
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做窗花 □李子晴（六年级）

梦幻的湖面、丰富的植被、精巧的白鹭，还有座座亭台与
石拱桥……湖石淉生态公园是我心中的“小江南”。

苏轼眼中的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我
眼中的湖石淉亦如此。

晴天，湖水宛如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绿树和飞禽，勾勒
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傍晚，太阳公公的余晖为万物
镀上了一层金色，一阵微风拂过，湖面上的“金鲤鱼”争先恐后
地涌向岸边。此时，原本拥有白色羽毛的白鹭也变成了“金
鹭”，看起来更加高贵了。小黄鸭们跟着鸭妈妈在湖面上散
步，好不温馨。每一个经过的游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
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美好。

雨天，雨点儿从天而降，似乎是有人把一大盒珍珠洒向人
间。雨点滴在大树上，落在鲜花上，敲在湖面上，仿佛迷迷蒙
蒙地为整个公园披上一块面纱，显得梦幻神秘。顺着木栈道
在雨中漫步，看着随风旋转的巨大风车，看着时不时跃出水面
的鱼儿，你的心田会自然而然地开起一朵朵鲜花。

清晨，湖石淉的空气更是清新，你可以在这里晨跑、散步，
开启美好的一天。

傍晚，你可以邀上三两好友在水文化馆喝咖啡聊聊天，好
好放松放松。

也许湖石淉不像妈祖庙那样壮观，不像莲池沙滩那样热
闹，也不像天妃故里那样有浓浓的文化味道，但它以独有的清
新与自然深深地吸引着我。

湖石淉生态公园
□张一菲（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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