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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凌燕）我市借力央视等主流
媒体聚焦，全方位多渠道宣传展示莆田春节元宵独特习俗，
升腾“天下看莆田”热度，掀起文旅热。

节前，央视二套《消费主张》《中国米食大会》栏目播出
专题节目，向观众展示独具特色的莆仙美食和充满魅力的
莆仙民俗。央视总台2025网络春晚中，康辉、撒贝宁、朱广
权、尼格买提合唱改编版《走四方》，唱出我国大好河山与文
化风情，“莆田”被写进歌词。除夕当天，央视一套新春特别
节目《金蛇起舞·中国年味》播出莆田制作红团、贴白额春
联、枫亭万人大游灯、涵江千人挑盘担等独特春节元宵习
俗。除夕夜，电视剧《妈祖》的主演刘涛亮相2025年央视春
晚西藏分会场，“刘涛 妈祖援藏”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农历
正月初五，央视新闻频道、微博、快手等平台直播莆田江东
村垒桔塔闹元宵、九鲤灯舞、挑十担盘、踩高跷等习俗。

此外，我市在线上线下加大宣传力度，线上发布情景剧
《来莆田过大年》，展示摆棕轿、南少林武术、摇橹行酒、打铁
花、妈祖巡安、枫亭游灯、十音八乐等特色非遗项目；在快手
短视频平台推出宣传片《成团吧莆田》。

全方位、多渠道宣传，助推文旅市场红火。记者从市
文旅局获悉，根据游客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来莆
游客在购物和景区游览方面的花费占比分别为 10.0%和
8.5%，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市文旅局联合美团团购发起
文旅促消费行动，依托美团App向用户提供优惠措施，鼓
励线上领取优惠、到店消费。依托“莆田文旅一卡通”，开
展满减打折、免门票、综合让利等促消费活动。创新推出

“新莆田二十四景”文旅打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引导游客深入探索莆田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在特
定景点拍照后即可领取相应文创礼品，受到游客的欢迎。
该局出台“专列入莆游”“入莆过夜游”奖励办法，春节期
间，各旅行社接待旅游团 116团、游客 3628人，境外旅游团
5团、游客数71人。

莆田特色年俗
持续亮相央媒
助推掀起文旅热

2月5日傍晚，从中国台湾台中驶来的“金海发”轮发出
救助信息，一名中国籍船员在工作时突发急性肾结石，急需
救治。此时，该轮正停泊在湄洲湾 3号锚地等待靠泊。一
场紧急救援迅速展开。

得知情况后，莆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立即启动
紧急救援预案，与海事、港务等口岸相关单位取得联系，协调
拖轮前往救援。时间就是生命，莆田边检站执勤一队迅速集
结警力，赶往秀屿拖轮码头前沿，准备迎接患病船员。

拖轮在波涛中破浪前行，经过近5小时的往返航行，终
于将受伤船员从锚地安全接回。当天22时50分，拖轮缓缓
靠岸，早已守候在码头前沿的莆田边检站执勤一队移民管
理警察行动起来，为患病船员开通绿色通道，迅速送往莆田
九十五医院进行救治。经过医生的及时诊断和治疗，目前
船员的病情趋于稳定。

莆田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姚瑶表示，将继续加强与口
岸相关单位的沟通协作，共同构建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
口岸通关环境。同时，提醒广大船员，在海上作业时一定要
注意身体健康和安全，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向相关部门求
助，确保自身安全。 吴志 林孟

紧急救援患病船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林英 通讯员 朱秀花）春节
期间，涵江区在涵西街道延宁社区广场举行萝苜田春节闲
趣“英雄会七天乐”活动，通过各种各样的民俗体育项目，让
广大市民“趣”享假期，感受浓浓年味。

据悉，该活动由共青团涵江区委、涵江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和涵西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共同主办。现场设置了
滚铁环、踢毽子、弹玻璃珠、颠乒乓球等趣味游戏，吸引众多
市民和游客参与其中。“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平
时就热衷于踢毽子的李阿姨笑着说，借此机会重拾童年乐
趣，与家人朋友共享欢乐时光。现场还有不少家长带着青
少年前来参加，他们一边指导孩子如何完成项目，一边讲述
自己小时候玩这些项目时的经历。参与项目过关后，大家
在兑奖区兑换礼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除了趣味游戏，萝苜田街区还推出了集福先锋、集章打
卡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文旅体验。活动
期间，游客们可以在延宁社区、青年社区、楼下社区内，与

“福”文化标识和精美海报合影，并通过朋友圈集赞的方式
赢取不同等级的礼品；或在端明陡门、竹巷、顺茂隆等 7个
标志性古建区域寻找印章盖章，从延宁广场领取集章券即
可开启打卡之旅，领略街区独特的水利文化、海丝文化、莆
商文化。

“动”起来健康过节

本报讯 连日来，2025年福建省集邮文化巡展·莆田
站暨“莆阳开春·荔城邮福·巳巳如意”集邮文创展览在兴
化府历史文化街区衙后邮局展出，吸引众多市民及集邮爱
好者前来观看。

此次邮展由 50框“江山”邮票艺术大赏、30框“方寸印
党史”、40框“福见福建”系列展板、10框莆田地方邮史等组
成，从邮局前厅、大院到主楼，串联成线，令观众大呼过瘾。
邮展中，工作人员向观众讲解集邮知识，展示特色邮品，赠
送纪念品，让大家领略集邮文化的魅力。

此次展览于 1月 29日（农历正月初一）启动，为期 30
天，汇聚全市14个国家级、省级、市级青少年集邮活动示范
基地和18个邮友之家的力量，设置30个主题日，为游客打
卡、会员观展、集邮研学、邮礼派发等活动提供有力的支
撑。这是福建邮史近年来主题日最多的文创邮展。莆田邮
政为此发行PT13纪念封 1套 1枚，启用主题日纪念邮戳 11
种。同时，首发“荔城邮福·巳巳如意”集邮文创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邮展还盛邀海内外集邮家提供邮
刊、邮集、邮品等原件（复印件），追根溯源，为福建省第一个
不附设于海关之内的邮局——兴化府邮局理清发展脉络，
通过存世量极少的封片戳讲述这里的百年邮情。

（朱崇飞 林海娟）

集邮文创展览举行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李俊华/文 林罗晓/图）
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八，仙
游县枫亭镇麟山宫皂隶舞巡
游闹元宵。作为省级非遗，
这一特色民俗吸引了上海、
江苏、辽宁、广东等地的游
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
拍摄（如图）。

记者了解到，皂隶舞由
西汉时期的“傩舞”演变而
来。麟山宫皂隶舞传习所所
长陈遵华表示，每年元宵期
间，当地例行巡游、游灯，
参加者数千人，活动持续 3
天。通过表演皂隶舞，祈求
新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人畜兴旺。

当日下午，记者在麟山
宫前广场看到，许多自媒体
从业者和摄影爱好者架起

“长枪短炮”，拍摄现场盛
况。大连游客王晓娜手持 2
部手机通过视频号现场直
播。她说，刚刚开播 2 天，

就吸引了 2000多名粉丝。来自厦门的游客郭
秀玉自驾而来，跟拍巡游队伍，通过抖音直
播，吸引近 10万人围观，并实现了涨粉。她
告诉记者，回去休整两三天后，还要跟同伴
来拍枫亭游灯。

“之前通过网络平台了解到莆田元宵民
俗，今天第一次现场观看皂隶舞表演，真是
不虚此行！”曾随“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拍摄
极地冰川风景的游客姜宁说，莆田元宵“最
热闹，最有特色，保留最古老的元素，很有
烟火气”。

“太震撼了！我要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尤其是莆田浓浓的年味带到美国去。”今
年 58岁的游客陈怡从美国辗转至上海，随中
美摄影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浦东摄影家协会
副主席姜宁一行7人，来到莆田观看特色的元
宵民俗。她说，来莆田“过大年”的 3天里，
每天行程满满，感受到莆田人的热情，以及
妈祖文化、民俗文化的源远流长。她将通过
社交媒体宣传莆田。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桂勇/
文 见习记者 陈仁韬/图）2月 5日，农
历正月初八，城厢区东海镇蔡厝村、西厝
村举行“板凳圈灯”绕境巡游闹元宵特色
民俗活动。万盏彩灯汇聚成长龙，吸引了
游客前往观赏。

据介绍，东海镇的游灯习俗历史悠
久，起源于宋代。蔡厝村、西厝村的灯龙
队伍，以村小组、片区为单位，共有 14
条。每条“灯龙”，由龙头灯和板灯串联
而成。

当日下午 5时许，记者在蔡厝村、西
厝村各境的宫庙前看到，家家户户陆陆
续续扛出自家的板灯，来到宫庙前接
灯。每节板灯长度约 3米，装有 9盏灯。
板灯串联起来后，排在龙头灯后，形成绵
延不绝的“灯龙”，最长的有上千米。在

龙头灯的引领下，队伍开始绕境巡游。
最后进行圈灯，圈圈相绕，形成“盘龙”造
型（如图），将活动推向了高潮。据介绍，
人们通过游灯、圈灯，祈求新的一年风调
雨顺、平安幸福。

此次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前
来。“莆田元宵习俗非常有特色，让人意犹
未尽。”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王喜生告
诉记者，今年是他第一次和家人来福建过
年。了解到莆田元宵特色后，他们特地改
变行程前来体验。这次游灯观赏让他难
忘，他感受到了莆田浓厚的节日氛围与人
民的热情好客。

来自四川成都的“95后”游客黄笠坐
飞机来到福建，特地来到东海镇。他告诉
记者，来莆田闹元宵过非遗中国年，不虚
此行。

“莆田的元宵一村一习俗，独具特色，
全国闻名。”来自辽宁的王晓娜说，她是一
名摄影爱好者，她计划通过20天的旅程，
深度体验莆田元宵特色民俗文化和风土
人情，通过镜头积极推介莆田，让更多人
了解和爱上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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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镇“板凳圈灯”绕境巡游

外地游客来观赏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郑已东/文 蔡昊/图）2月 5
日，由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主办的“妈祖赐福，欢庆元
宵”——莆台同胞护驾妈祖金身回上林故居省亲布福活动
启幕（如图），两岸同胞同谒妈祖，共享平安。活动吸引了多
名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络“大V”现场聚焦。

当天 9时 58分，湄洲妈祖祖庙锣鼓喧天，灯笼高挂，人
潮涌动。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与台胞代表、
各地游客等向妈祖金身行三献礼，恭请妈祖金身起驾出
巡。在锣鼓声与礼炮声交织中，众人稳稳地擎起妈祖金身
銮驾，36名提灯湄洲女在队伍前方开道，英歌队、车鼓队等
特色民俗表演精彩纷呈。台湾嘉宾方阵紧跟在妈祖金身后
面，引人注目。11时许，妈祖金身抵达天妃故里遗址公园，
驻跸妈祖故居。

“跟着妈祖回娘家过元宵的感觉真好！”台胞黄侦祯首
次来湄洲岛，她们一行17名台胞跟随踩街队伍护送妈祖金
身回上林。她表示，湄洲岛元宵活动十分热闹，让她们倍感
亲切。她将组织更多亲朋好友来湄洲岛朝圣旅游，让两岸
年轻人多走动、常来往。

来自四川的夏宇是一名网络“大V”。他通过网络直播
与网友分享了活动全过程。他说，此次活动很震撼，直播中
得到了网友的热烈反响。同时，《缘起湄洲》等丰富的文旅业
态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将推荐更多人来湄洲岛游玩。

“这里的民俗让我大开眼界！”来自沈阳的游客刘捷感
叹，这么多人热情参与元宵，年味十足！期待以后有机会再
来莆田过大年。

此次活动为期 2天 1夜。妈祖金身驻跸天妃故里遗址
公园妈祖故居期间，还举行了游园灯会、摆棕轿、十音八乐
演奏、文创产品展示等活动，以一场民俗盛宴展现湄洲岛的
元宵魅力。6日下午，妈祖金身回銮安座。

湄洲岛妈祖金身省亲布福活动举行

网络“大 V”齐聚焦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屹/文 见习记者 陈仁
韬/图）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摇橹行酒闹元宵活动在秀屿
区埭头镇黄瓜岛举行。海岛居民与远道而来的游客欢聚一
堂，共赴这场元宵盛会。

当日上午 9时许，“春江摇橹”民俗活动在岛上大埕宫
戏台热闹开场。现场，十音八乐旋律悠扬，5对新人端坐台
前，与扮成“老渔翁”的演员互动（如图），生动再现了渔民与
风浪顽强搏斗的海上生活场景。声声饱含祝福的莆仙赞句
在周围响起。来自辽宁的游客张昀激动地说：“我从‘莆田
发布’平台上了解到黄瓜岛的元宵民俗别具一格，亲眼看到
后，真的太震撼了！”

激昂的打锣击鼓声与动感有力的鼓点交织共鸣，人们
如潮水般纷纷聚集在广场，观看“行道酒”表演。据介绍，

“行”，寓意着船舶出海一路顺风畅行；“道”，寓意着陆道上出

入平安，万事顺遂。“这
种热闹的氛围，让
我感受到了黄
瓜岛人民对生
活满满的热
爱和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
江苏游客刘亚
娟告诉记者。

夜幕降临，花炮
齐鸣。新婚夫妇盛装立于
厅堂，笑意盈盈迎接登门的乡亲。主人为客人分发喜糖、橘
子等伴手礼，欢声笑语不断。来自重庆的游客蒋显智特地
来莆田感受元宵民俗，不时用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埭头镇黄瓜岛：

“春江摇橹”闹元宵

（上接第1版）还是开场视觉秀《迎福》等非
遗元素表演，赋予古老技艺以新潮表达，本
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让传统活在当下。数
字技术不是传统的敌人，而是放大器。就
像榫卯结构需要适应现代居住空间，传统
文化也需找到与时代的共鸣点。

■从工坊到国礼：艺术家的
文化担当

陈玉树致力于以作品架设中外文化交
流桥梁。他表示，今年的春晚，他看到了不
一样的国际文化交融：一曲《山鹰和兰花
花》创新融合了秘鲁《山鹰之歌》与中国《兰
花花》，串联起地球两端的情谊，共振出全
球的和声。正如一件古典家具的诞生，需
要数十种榫卯类型协同作用：燕尾榫负责
横向拉力，格肩榫承担纵向压力，楔钉榫化
解扭曲应力……每个构件既独立成章，又
彼此依存。这种“万物互联”的系统思维，
与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

春晚舞台的聚光灯，照见的是整个行
业的转型：通过创造性转化融入当代生活
语境。匠人不能只做“守艺人”，更要当“创

变者”。陈玉树以自身实践印证这一理
念。他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进行了深
度挖掘，其作品更是多次亮相国际重大活
动，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
亚洲论坛、迪拜世博会、巴黎奥运会等，成
为展示中华文化的“外交名片”。这些恰恰
揭示了其新时代古典家具超越工艺层面的
文化深意。

2018 年，陈玉树为巴布亚新几内亚
APEC会议创作的《祥瑞》，融合当地国鸟

“天堂鸟”与中国祥云纹饰，被该国国会收
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

他的作品《万荷》以“荷”象征万邦协
和。荷花与鲤鱼（合理）、青蛙（和鸣）、金鱼
（和愉）等内容，体现了万物和合共生的系
统观。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物化表达。作品《天地》以
《周易》哲学为基础，以希腊文明与中华文
明互鉴为内涵，设计象征“天地和谐”的椭
圆地球底座，融入奥林匹克精神，在冬奥会
及巴黎奥运会期间亮相国际舞台。作品
《合璧》以超越单纯的工艺美学创作逻辑，
以古典家具为载体，将中华文明的“和合”

理念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融合，既展现了传统木
作的时代生命力，也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
可触可感的艺术样本，展示于中国工艺美
术馆。《同梦》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之作，以“同”造型、“回”字纹和龟足寓意

“回归”，展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同心同德。
他将儒家“君子文化”、道家自然观与

佛家禅意融入作品。比如，《松风》灵感源
自《论语》与乾隆紫檀宝座，融入榫卯结构
与丝翎檀雕工艺，体现儒家“君子端方”的
思想，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万荷》再现
圆明园“曲院风荷”意境。

■春晚之外的传承哲思
春晚落幕后，陈玉树第一时间在微信

公众号分享了感受：“春晚像一面棱镜，让
世界看见传统文化的千面光华。而我们这
些手艺人要做的，是让每束光都找到属于
它的眼睛。”他认为，我们不是在创造一件
作品，而是以刀为笔，在书写属于这个时代
的中国叙事。

从春晚现场榫卯之舞的惊艳亮相，到

艺术家多年来的坚守创新，传统文化现代
转型的路径愈发清晰。当古老的榫卯智慧
与当代科技、美学的碰撞迸发出新的生命
力，这或许正是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他
坦言：“当千年榫卯化作跃动的‘中国脊
梁’，我看到的不仅是技艺之美，更是文
明传承的当代觉醒。”新时代古典家具的
使命是“以器载物”，记录历史事件、传
播文化价值。手艺人应活在当代、融汇古
今，让作品与时代共情，成为中华文明的
物证，让古典家具成为“世界语言”，推
动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与认同。陈玉树
以其对传统的敬畏与创新的胆识，将中国
古典家具从实用器物升华为文化符号，让
其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重
要桥梁。

作为一名传统文化传承者，陈玉树将
继续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中国传统家具艺
术，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正如榫卯之力，真正的栋梁，既要深扎
传统的土壤，更要向上触摸时代的天空。

据中国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