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办协办：：蕉城区文旅局蕉城区文旅局 福鼎市文旅局福鼎市文旅局 福安市文旅局福安市文旅局 霞浦县文旅局霞浦县文旅局 寿宁县文旅局寿宁县文旅局 屏南县文旅局屏南县文旅局 古田县文旅局古田县文旅局 周宁县文旅局周宁县文旅局 柘荣县文旅局柘荣县文旅局

文旅周刊 责任编辑：孙丽晶 电话：2823365 邮箱：280836316@qq.com
美编：陈居众 校对：陈小秋44版版

2024年
4月23日

周
宁

季春时节，周宁县鲤鱼溪景区游人如
织，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游玩。一大早，周
东星就来到鲤鱼溪丰景客栈施工现场，查
看民宿装修进度。

鲤鱼溪丰景客栈总投资约 200 万元，
分三期建设，拟对鲤鱼溪闲置民房进行修
缮改造、活化利用，按照“以旧修旧”的原
则建设民宿。客栈一期于 2019 年动工建
设，完成 2 间茶室、2 间客房的建设，节假
日客房入住率达 70%。二期以四星级酒
店标准，按照四合院布局，装修 6 间客房，
并设早餐厅、酒吧等配套设施。三期项目
正在规划设计中。

周东星是土生土长的周宁人，外出打
拼多年又返乡创业。“这几年乡村旅游逐
渐火热，住宿又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品民宿建设也是鲤鱼溪景区所需。
2019 年，在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我
们以 20 年的租期，成功租下鲤鱼溪 90 号
和周边几栋沿溪民宅及连片空置地约400
平方米，打造一家庭院式中高档温馨民
宿。”周东星说。

从周宁城关出发，往七步镇方向，途经
“风谷山居”民宿，远处薄雾缭绕青山，近处
一栋栋徽派建筑错落有致，古朴典雅，和青
山薄雾组成了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卷。

“风谷山居”建于2017年，由创业青年
蔡述宾投资建设，民宿内配建有咖啡吧、
茶空间等，集餐饮、住宿、休闲于一体。由
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风谷山居常年与
云海相伴，在民宿广场休闲平台，将四周
的风景尽收眼底。“周宁有着良好的生态
自然环境，每年 5 月至 10 月都是旅游旺
季。旺季期间，民宿的入住率达到70%。”
蔡述宾说。

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
住宿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也是提高旅
游服务质量的关键领域。聚焦产业短板弱
项，近些年，周宁县加大民宿产业扶持力
度，培育和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民宿，
打造生态旅游民宿特色文化品牌，推动乡
村振兴发展，助推县域旅游蓬勃发展。

周宁县先后出台了《周宁县扶持旅游
民宿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暂行）》《周宁县
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六条措施（试行）》等措
施，形成政策综合“服务包”，全力激活民

宿产业。周宁县民宿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多次赴各乡镇，实地考察调研民
宿产业，引导民宿业者强化沟通、联络、交
流，打造精品民宿、星级民宿，尽量避免同
质化，提高经营品质，提升“周宁民宿”的
知名度、影响力和带动力，防止民宿无规
无序无度发展。

截至目前，周宁已发展不同规模的民
宿经营单位近 50 家，可提供床位数 1000
多个。同时，周宁县还成立“民宿联盟”，
采用“结盟抱团”破解民宿单打独斗问题，

将全县民宿纳入统一管理，通过互相帮助
扶持、共享客流客源等方式引领民宿协调
发展，进一步做大做响“周宁民宿”品牌。

“下一步，我们将规范民宿市场的管
理，加强民宿的培训和推介，提高民宿的
品质，按照《民宿管理办法》，落实评星授
牌机制，并积极引导品牌企业来周宁投资
精品民宿项目，培育一批具有新活力的精
品民宿。”周宁县文体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 本报记者 陈容 张瑜 通讯员 李何颖

“奈何天不永年，遽尔云亡，人非草
木，焉能忘情，衔悲忍痛，还招尔魂……”
近日，一场特殊的鱼葬礼在周宁县浦源镇
鲤鱼溪畔举行。

当天，铜锣声响起，鱼祭队伍从郑氏宗
祠出发缓缓来到鱼祭广场。经“燃放鞭炮”

“焚香”“洒酒”“诵读鱼祭文”等隆重仪式
后，一只“得享天年”的鲤鱼被小心翼翼地
送入“鱼塚”。整个仪式持续近20分钟。

“鱼祭习俗意义重大，我们把鲤鱼当
成自己的亲人，同等对待，鲤鱼去世后我
们举行仪式送它们入土为安。”今年 88 岁
的鱼祭司仪郑孝禄说。

相传南宋末年，迁居于浦源村的郑氏
先祖开始在溪中放养鲤鱼，制定村规民约保
护溪中之鱼。后来，村民为死去的鲤鱼专门
建造了鱼冢，演绎出独特的鱼祭习俗。八百
多年来，浦源村民与溪中鲤鱼和谐相处，书
写了人护鱼生、鱼助人兴的人鱼佳话。

2005年，鲤鱼溪护鱼习俗被列为福建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鲤鱼溪以三
个世界唯一（鱼塚、鱼葬、鱼祭文）申请年代最

久的鲤鱼溪、世界吉尼斯——中国之最，获
得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证通过。

近年来，周宁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保存鲤乡历史风貌，挖掘鱼祭礼俗、护
鱼武术等资源，常态化开展鱼祭礼俗展演，
推动护鱼习俗活态传承。同时，对鲤鱼溪
景区进行提升改造，全面整治鲤鱼溪水系、
景区交通及环境，修缮古民居、沿溪店铺，
规划实施推动了一批建设项目、引进一批
文创项目、扶持一批特色产业、复原一批传
统民俗的“四个一批”项目，布设鲤鱼文化
非遗馆、博物馆、鲤鱼溪孝道馆、书画院等
场馆，引入黄浦“北路戏”“方言评书”等非
遗技艺，景区面貌及内涵进一步提升。

乘着鲤鱼溪“人鱼同乐”的“东风”，鲤
鱼溪不断探索新模式，打造新业态新场
景，配套百亩荷塘、夜景灯光秀、水幕电影
等设施，实现“春夏秋冬”全季游，鲤鱼溪
畔更添魅力风韵。据统计，2023 年，鲤鱼
溪景区接待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9.6%，旅游收入达6.27亿元。

□ 郑文敏 文/图

提起三都澳，宁德人估计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即使没有去过，也必定有所
耳闻。如果你让一个宁德人推荐当地的
特色景点，三都澳也必然是榜上有名的。
且不论历史的悠久跟波澜，今日你若登临
三都澳的螺壳岩，俯瞰碧波万顷山海色，
心胸为之豁然一开，想必你就很容易明
白，为何三都澳之于宁德，之于宁德人是
举足轻重的。

三都澳是闽东山海中享有奇异之美
的海湾，这片水域，面积达 714 平方公里，
但唯一的出水口——东冲口，宽度仅有
2.6 公里，可谓腹大口小，水深港阔，加之
不冻不淤，避风良好，是世界上少有的天
然海湖和深水良港。这里，也是我国仅有
的大黄鱼产卵洄游场，素有“大黄鱼故乡”
之美称，而今，它成为大黄鱼繁殖自然保
护区和天然繁殖场。

如今，借着无人机的视角，你容易看见
新型养殖渔排排列齐整，如万亩良田置于
海上。春天里，来这里走上一圈，目之所及
皆是海上春耕的繁忙景象。秋天里，“海上
粮仓”仓满鱼肥，起网的日子渔民们摸黑起
早，大黄鱼在灯下如金子般闪闪发光，这便
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节。如今，在宁德，与
大黄鱼产业相关的企业有数百家，全产业
链产值超过百亿元，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
大黄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和出口
基地，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超30万人。

好水养好鱼，随着大黄鱼产业的飞速
发展，宁德的海上养殖设施也在不断转型
升级。为了海水清清，宁德进行了一场海
上革新。2018年开始，宁德市政府持续推

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与转型升级，积极推
动大黄鱼养殖从“规模养殖”向“质量养
殖”转变。

乘坐快艇从三都澳码头出发，沿途
可见成片的新型环保塑胶渔排，这些渔
排把三都澳上万亩养殖区划分得整整齐
齐，一条条大黄鱼畅游其间，犹如住在

“连排别墅”。

渔排转型升级后不仅鱼的品质提升
了，渔民还借此吃上休闲渔业的“旅游
饭”。在三都澳白基湾海域，从空中俯瞰
三都澳食品有限公司的环保型大网箱和
环保塑胶渔排，造型独特，蔚为壮观，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观光度假。但你来“海上田
园”，就不能只看“海上田园”，三都澳的魅
力远不止于此。

据记载，早在唐代，三都澳就已开
发。五代闽王王审知执政时期，由于重视
港口建设和对北方的海上沟通，三都澳得
到进一步的拓展，福建省内外茶叶、陶瓷
等穿越茫茫大海，运向世界。明代开辟了
运粮航线，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这里抗击
倭寇。清代郑成功曾率师进三都澳。清
康熙年间设税务总口，下辖九个口岸；光
绪年间，先后有日、俄、法、德、西班牙、葡
萄牙等十三国在此设公司建洋行。至今
留有的梵蒂冈罗马教廷组建的哥特式天
主教堂、修道院、主教府和历经百年沧桑
的邮政福海关，都已成为三都澳极具特色
的西洋古建筑遗址。这些建筑或掩映于
苍松翠柏丛中，或沉寂于崖壁山冈之畔，
峰幽林密，春绿夏凉，蝉鸣秋意，海景旷
远，让来此旅游的人领略旧埠风光与西洋
建筑的韵味。

诗人郭沫若曾二度来此，留下“三都良
港举世无，水深湾阔似天湖”的诗句，从此

“海上天湖”的名声四方传播。改革开放至
今，三都澳作为海洋旅游资源丰富的海岛
重镇，围绕海洋旅游大做文章，三都澳旅游
景区由此应运而生。从人文角度分类，可
分为斗姆景区、福海关遗址景区、青山景
区、笔架山景区和鸡公山景区五个部分以
及三都军港观赏和海上景观游览等。

无数来者，浪挂天帆，他们一头扑进
的是迷人的画卷，但见一边是碧蓝的大
海，一边是葳蕤的山林；农舍渔村，半隐云
间，半隐芳丛，山海交响在此有了具象化
的体现。
□ 本报记者 郑霄 通讯员 余汕康 文/图

近日，2024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文旅赛道决
赛在龙岩举行，我市企业中国移动宁德分公司参赛
的《基于大数据可视化的全域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获
评三等奖。

《基于大数据可视化的全域智慧旅游平台》项目
通过初赛、复赛，成为我市唯一进入决赛的队伍。该
项目基于中国移动自有核心大数据能力，连接宁德
全域旅游各个环节，是一个集旅游信息、旅游服务、
旅游资源、旅游智能分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平台，包括全域旅游监管平台、景区管控平台、一机
游、综合运营管理四大部分。目前，该项目为蕉城、
屏南、古田等地提供定制化的平台服务应用，宁德文
旅官方发布的权威数据也依托该平台开展。

据了解，2024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文旅赛道
由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组委会主办，面向全社会广泛
征集线上文博、智慧旅游产品和服务、沉浸式文旅场
景、旅游智能制造、旅游线上资产等数字文旅创新融
合方案和优秀应用案例，通过开发一系列“数字科
技+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彰显新时代文旅发展
新模式、新业态、新格局。 □ 记者 龚键荣

阳春三月，“中国传统古村落”——蕉城洋头村
暖阳斜照，春山青青，春草漫漫，呈现出一幅富有中
式美学意味的春日画卷。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八都镇洋头村秀丽溪畔的
溪谷营地中，只见阳光透过树梢倾泻在大地上，白
色帐篷分布在溪岸，汽水、水果、零食在餐桌上一并
摆开。远处几艘“小黄鸭”静静停摆在清澈河水中，
近处游人正进行烧烤，小小营地里欢乐无限。

据介绍，该营地是今年村子引进的新产业，占
地面积约一万多平方米，主要经营火锅、烧烤、露天
酒吧、围炉煮茶、下午茶以及茶点等项目。适合户
外婚礼、婚纱摄影、公司团建、主题派对等活动形
式。营地的工作人员都是村里群众，为村集体增收
的同时，也给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我们村的生态环境非常好，能利用起来，让我
们在家门口就业，村里人气也旺起来了。”在营地工
作的村民吴帮栋说。据悉，洋头村于明万历三十五
年（1607 年）建村，地处蕉城西北部仙人湾山东南
侧，因三面环山，一面向洋，且处于洋之头，故名洋
头。村庄依山而建，北溪自闽坑绕村而下，水量充
盈，水质清澈，山水秀美，自然风光优越。

村内保存有近200株桫椤群，村落枫榕密布，吸
引众多游客流连。村内古村落保存完好，基本全部
为黑瓦黄土房，独具特色。

村前福口溪环绕流过，静静的河水，沿着两岸
河柳、百亩竹林和千亩草场，向东缓缓流去。村民
们引来清澈的山泉，注入村中，让山泉在全村家家
户户门前流过。

这样，既方便村妇们淘米洗菜洗衣裳，也给全
村消暑防火保平安提供保障，还起到排污、净化生
活废水的作用。整个村庄，给人以古朴、静谧、诗情
画意与田园般的感觉。

近年来，该村充分发挥《那山那海》取景拍摄基
地带来的文化品牌效应，不仅对外开放“蓝主任家”

“观风寨村委楼”“观风寨学校”“钟大虎摆摊点”“结婚
点”“流水席”等剧情场景，还独具匠心地打造《那山那
海》主题摄影展、沉浸式实景阵营剧本杀“山海商盟”
等新游玩场景，并配套建设民宿、露营地等设施，引进
文旅团队，对村庄闲置房屋进行创意设计，通过发展
乡宿、文创、休闲、旅游等产业，盘活古村落。

□ 本报记者 郑霄 通讯员 褚子强 文/图

我市一项目获数字中国
创新大赛文旅赛道三等奖

蕉城洋头村：

风景秀丽美如画发展民宿产业 推动全域旅游

蕉城三都澳：

碧波万顷山海色

周宁：传承八百年的鱼祭文化

周宁鲤鱼溪景区周宁鲤鱼溪景区 魏孙亮魏孙亮 摄摄

▲三都澳海域壮美秀丽的海上田园风光三都澳海域壮美秀丽的海上田园风光

▲鱼祭队伍沿溪缓缓前行

▲溪谷营地

▲风景秀丽的洋头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