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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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2月11日

■■文旅聚焦文旅聚焦

乡土人文乡土人文

乡村风景线乡村风景线

■■魅力乡村魅力乡村

寿宁凤阳

垂檐飞角、粉墙黛瓦、斗拱柱梁……
春节期间，穿行于福鼎市乡镇村落之间，
看古建筑群，或精致或雄浑，立体呈现营
造之美、古建之妙，成为不少游客打卡的
文化旅游景区。

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
同凝结的艺术，既是寓形宇内的居所，也
是匠心独运的杰作。福鼎市以山为邻，以
海为界，在历史烟尘中浮沉了数百年的古
建，不仅散发出古今交汇的气韵，也见证
了时光雕刻下福鼎的别样风景。

在福鼎市白琳镇翠郊村，“江南第一
大古民居”翠郊古民居精致而典雅，距今
已有近 300 年历史。走进宅院中，便撩开

了岁月幕布的一角：苍翠挺拔的树木下，
三进式院落呈现院通院、院中院、院户相
连的巧妙布局，所有的梁、柱、窗、门皆饰
有木雕图案，或人物、或花卉、或祥禽、或
瑞兽，栩栩如生。

近些年，在新旧碰撞下，当地采取“修
旧如旧”的方式对古民居进行修缮，保留
古民居的原貌和韵味。同时，成功申请省
级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开展古民居消
防安全专项改造工程，完成智能用电监
控、智能烟感和温感系统安装，形成“人
防”+“技防”，让古建焕发新生机，赋能乡
村振兴。

另一边的白琳镇白琳古茶街，同样有

着近 300 年的街市历史，是福鼎茶叶贸易
发祥地、白琳工夫红茶发源地，也是清朝
时期福鼎茶叶主要集散地，见证了福鼎茶
业发展的历程。如今，经过“复兴”，白琳
古茶街逐步恢复 36 家老字号茶馆，重拾

“白琳工夫”工艺，唱响“白茶+红茶”双品
牌，打造茶旅文化街，成为福鼎白茶旅游
溯源的新晋打卡点，月平均接待游客量达
6000余人次。

离开白琳镇，前往太姥山镇。太姥山
东麓纱帽峰下，潋城村坐落于古堡怀抱
中。堡内，古木苍苍，古街悠悠，设有东、
西、南 3 座城门，环城设炮台 4 座、更楼 1
座，一条石板街将城内建筑布局一分为
二，小巷甬道纵横交错。

为了留住根、守住魂，潋城村积极探索
“保护+发展”新路径，在加强古城堡修复和
历史古迹修缮的基础上，致力挖掘整合堡
内文化资源，做出亮点、做强特色。经过改
造，村里串联清巡检司衙门遗址、潋城暴动
遗址、易氏古宅等，开发出5条“剧本游”路
线，沿街布设文化展示区和传统民俗表演
区，夜晚则开启“不夜城”模式，让游客深入
体验古堡的独特风光。如今，潋城村拥有
众多响亮的称号——“中国传统村落”“全
省乡村振兴试点村”“全省生态文化村”“美
丽乡村休闲旅游点”等。

出村上山，览海天胜景，观奇石百
态。作为“中国海边最美的山”，太姥山三
面临海、一面背山，傲岸秀拔，以峰险、石
奇、洞幽、雾幻“四绝”而闻名遐迩。

解锁山境，太姥山加快主景区改造
提升，建成投用森林树屋、景区电梯、山

顶星空民宿等项目，设立“福鼎礼物”直
营店、“吃在福鼎”门店，产品供给更加丰
富，并开发“太姥山景区掌上导游系统”，
向智慧景区转变，深受游客青睐。除此
之外，太姥山还是一座具有深厚人文底
蕴的文化圣山，培育出兼具山海文明特
色的太姥文化，与自然风光相辅相成、互
为表里，游客在景点游玩的同时，也在感
受文化之蕴。

“每个古建、景点都有不同的亮点，也
让我们收获了很多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来自浙江的游客林女士说。

点上出彩、线上成景。福鼎市将古建
融入乡村旅游，精心设计太姥山—翠郊古
民居—白琳古茶街—潋城古堡的旅游线
路，吸引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古建筑瑰宝
的魅力和福鼎特色的海洋文化、民俗文
化。该线路还入选“营造之美 自在乡村”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古建筑要留得住，也要让人记得
住。我们希望通过文旅融合，带游客看
古建、访遗迹，寻根脉、品文化，反哺古建
筑保护，推动传统古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与活态传承，同时，解锁福鼎全域旅游更
多精彩。”福鼎市文体和旅游局副局长陈
维新表示。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王婷婷

春节假期，尽管周宁气温维持在0℃左右，但随
着文旅新场景、新玩法层出不穷，传统民俗与新潮
文化交融共生，本是夏天才出现旅游高峰的周宁文
旅也迎来“开年热”。

大年初一，周宁县鲤鱼溪景区人气爆棚，来来
往往的游客穿梭古村，或沿溪领略人鱼之乐，或大
快朵颐品尝特色美食，或踏入溪边小店感受文创的
魅力……夜幕降临，鲤鱼溪景区更是流光溢彩，水
幕电影、灯光秀轮番展示，让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
村“魅力值”暴增。

“白天+夜晚”不打烊的景区，凭借丰富的文化内
涵，让游客身临其境。村中露营，山间漫步，田野追
风，春节假期，周宁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吸引着八方游
客。据统计，正月初二至正月初三，周宁A级景区游
客数量达三万多人，与往年同期相比，增比达70%。

九龙漈景区在蛇年祈福、猜灯谜、幸运大转盘
等活动的基础上，还特别推出了“九龙吟·春为媒”
森林音乐节，以大地为台，森林为幕，音乐为媒，为
群众带来一场视听与文化、生态的盛宴；苏家山景
区推出优惠套票，举办“村晚”，高空玻璃栈道、高空
蹦极、空中骑行、滑索等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以往过年我们都是回老家，今年选择旅游过
年，第一站就是到周宁。和家人朋友一起到九龙漈
景区登高看瀑布，感受不一样的风景。”来自南京的
曹先生说。

不仅是景区游，春节期间，热气球首飞观光之
旅、周宁烟花瀑布美食娱乐嘉年华、新春谜语展猜、
新春雅集等活动层出不穷；周宁村晚、2025年中国
鲤乡《乐鲤杯》好声音民间歌手海选春晚、社戏演出
等地方特色文化活动极大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非遗春节”，非遗元素
也成为当仁不让的“顶流”。“快看，‘铁枝’来了！”正
月初八，周宁县狮城镇万人空巷，一台“百岁挂帅”
的“铁枝”在灯光聚焦下闪耀着神秘而庄重的光
芒。13位小演员身着华丽的传统戏服，在“铁枝”上
或灵动起舞，或英姿飒爽地伫立，用生动的人物造
型演绎着经典故事，所到之处，皆是一片欢腾。

“好几年没看‘铁枝’了。小时候过年，最期待
的就是‘铁枝’巡游。今年回周宁过年，带着家人一
起过来热闹热闹。”远嫁广西的李女士激动地说。
此外，李墩镇际会村板灯龙巡游、礼门乡陈峭村稻
草龙巡游、礼门村魏氏姑婆祈福活动、咸村镇黄七
公巡游民俗文化节等令人大饱眼福，尽显地方民俗
非遗魅力……

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各个村庄年味十足。数据
显示，春节假期期间，周宁县旅游人数达42.65万人
次，增比60.4%；旅游收入40502万元，增比61.2%。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魏知秋

2月8日（正月十一），是福安穆阳镇传统赶墟的
日子，热闹的农商交易和充满喜庆的传统民俗活
动，吸引了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群众游客纷至沓来，
感受市集烟火气，共庆幸福“福安年”。

开春赶墟是穆阳当地一年一度最盛大的农事
农贸活动，有着300多年悠久历史，已形成集乡土、
人情、民俗、艺术于一体的传统节日。来自穆阳和
周边乡镇及邻县的商贩们早早将各类手工农具、春
种苗木、化肥农资以及地域特色农产品、美食小吃
等沿街排开售卖，吸引群众、游客竞相驻足、询价购
买，体验乡村集市的繁华与现场淘宝的乐趣。集市
上商品琳琅满目，叫卖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据了解，穆阳镇“赶墟文化节”作为福安保留完
整的传统农事节之一，尽显穆阳千年古镇的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和民间风俗原味，也成为促进当地农文旅融
合发展，带动乡村旅游经济火起来的重要推手。

□ 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钟艺

周宁：

“零”度云端旅游热

福安穆阳镇：

开春赶墟幸福年

福鼎打造“乡村有古建”主题路线，创新“古建+旅游”模式——

访古居“趣”山野之旅

▲▲热闹的赶墟现场热闹的赶墟现场 柳德甫柳德甫 摄摄

▲▲春节期间，九龙漈景区持续火热，成为不
少外地游客出行旅行目的地。 陈义冰 摄

戏曲小镇民俗大戏闹新春
开年上门送喜报、鼓乐舞龙庆丰年、

四天四夜看大戏、“吊十三楼”民间绝活表
演……伴随着喜庆的鞭炮声和欢快的鼓
乐声，蛇年正月初八，“甜美田园·戏曲小
镇”寿宁县凤阳镇春节民俗庙会在意犹
未尽中落下帷幕。这个有着深厚文化底
蕴的戏曲小镇，再次成为农民群众的快乐
大舞台。

凤阳镇，作为寿宁北路戏的发源地，
一直以来都有着新春看大戏的传统。今
年春节，凤阳村民间文化公益董事会和凤
阳村北路戏剧团联合举办了这场别开生
面的民俗庙会，旨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让农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
春佳节。活动内容包括开年上门送喜报、
迎请临水夫人陈靖姑、新年祈福、鼓乐舞
龙庆丰年、四天四夜看大戏以及“吊十三
楼”民间绝活表演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吸
引了周边乡村数千名农民群众前来观看。

正月初五上午，凤阳镇农民文化广场
上，鼓乐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民间鼓乐
舞龙等演艺活动精彩纷呈，让现场观众目
不暇接。下午的“搭十三楼”绝活更是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农民文化广场被围
得水泄不通。

当晚，新建的凤阳北路戏演艺中心同
样热闹非凡。舞台上，戏曲声声，婉转悠
扬，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凤阳人爱演戏，也爱看戏。年复一
年，人们在戏里听故事，也讲故事。那些
或远或近或真或假的故事，总是吸引十里
八乡老少戏迷。正月初五下午至初八晚
上，连续四天四夜的看大戏，在北路戏演
艺中心精彩演绎。浙江宏伟剧团的《窦娥
冤》《穆桂英·战洪洲》《赵氏孤儿》，连同此
前，本地城乡剧团上演的《杨门女将·探
谷》《幸福的葡萄》，一出出大戏更是在新

建的农民文化宫北路戏演艺中心引爆人
气，吸足眼球，吊足意趣。

现年 60 岁的村民老刘全程参加了活
动，他激动地说：“过大年就该放松逗趣。
今年，我们村里自发组织举办的传统民俗
庙会，既有祈福活动，又有一系列熟悉而
亲切的民间文化活动，真是一场喜气洋洋
的‘农民大戏’！”

老刘表示，高山富锌葡萄之乡凤阳，今
年葡萄种植喜迎丰收年。观看《穆桂英·战
洪洲》等经典剧目，让他感受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他说：“这样的年，令人难忘！”

活动现场，临水夫人陈靖姑的神像被
迎请到庙会现场，村民们纷纷上香祈福，
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鼓乐
舞龙表演中，两条色彩斑斓的中国龙在广
场上空翻腾，别有丰收意趣。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庙会还邀请了民
间艺人表演“吊十三楼”绝活。这一民间
绝活已有百年历史，表演者需在高空中完
成一系列惊险动作，令人叹为观止。而四
天四夜的戏曲演出，更可让村民们过足戏
瘾。凤阳村北路戏剧团老艺人们表示，举
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农民演员和来自浙
江的剧团演员有了更多沟通互动和借鉴
提升，对北路戏发源地的戏曲文化传承发
展大有好处。 □ 刘霄鹏 文/图

龙舞欢乐年龙舞欢乐年

北路戏演艺中心上演开年大戏北路戏演艺中心上演开年大戏

““吊十三楼吊十三楼””民间绝活民间绝活
群众看大戏群众看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