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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宇宙里，感受三坊七巷的“非遗”之美
福建移动创新数智技术 让游客“穿越”时空“跨越”山海

悠长坊巷，出现了一条AR时空长廊；
网红“爱心树”，摇落一树粉色爱心；

“AR 导游”莉莉，跨出次元壁，陪你
一起玩转坊巷；

……
在福州三坊七巷这条非遗旅游街区

内，福建移动用 AR 等前沿技术，营造了
一个元宇宙时代的榕城旅游“新地标”。

穿越平行空间
元宇宙展示科幻魔力

近日，不少游客跟随着中国移动工
作人员的指引，在三坊七巷开始了一场
新奇炫酷的元宇宙游。

“通过这个系统，能让你看见藏在
这个‘平行世界’里的元宇宙街区。”中
国移动咪咕公司吴雨涵举起手中的平
板电脑介绍道，“只要将摄像头对准三
坊七巷内任意一个特征明显的建筑，比
如眼前这个塔巷的牌坊，就能智能识别
进入三坊七巷元宇宙了。”

而随着步行向前，街道的两侧商铺
就出现了各色虚拟的商店招牌，叠加数
字化信息后，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购物
体验。

福建移动还为这里的特色商铺量
身定制了特别的小彩蛋！比如，当你走
到“永和鱼丸”店门前，你会发现，居然
有一个可爱的鱼丸小人，正在打鱼丸、
做鱼丸、煮鱼丸……憨态可掬的特色
AR 形象，让鱼丸工艺可爱灵动地展现

出来；走到衣锦坊前，头戴茉莉花、身穿
国风旗袍的可爱“导游”莉莉就跳了出
来，充当此行的导游，为你娓娓道来关
于坊巷的林林总总。

在坊巷里，游客还可以体验新奇的
导航服务：无数的“茉莉花瓣”，会组成一
条数字道路，指引你前往你想去的地方。

AR 技术的加持，也让坊巷中的网
红爱心树更具一分甜蜜的色彩。“居然
还有粉色的爱心！”“边上的气泡真浪
漫！”看到屏幕中爱心树的浪漫变身，游
客们立刻围了上去，争相与爱心树合
影。行走在坊巷中的一些历史遗迹中，
游客们还会看到一个神奇的“传送门”，
穿越传送门就进入了“一片三坊七巷，
半部近代史”的时空长廊，感受坊巷阡
陌间的各种时空故事。

传递数智精彩
跨界融合让“非遗”破圈

“我们通过 AR 技术的赋能，打造了
一个好听、好看、好玩的元宇宙街区，一
方面让三坊七巷文化传播的方式更加
多元化，另一方面也让游客的游玩体验
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移动福州分公司
市场部副经理何钊介绍说，依托中国移
动咪咕新空自主研发的 XR 数智服务
平台，该项目采用了云采集建模、数实
融合、AR 导览技术、比特景观、数智人
应用等技术，打造了沉浸式体验的元宇
宙商街。

沿着三坊七巷街区，福建移动一共
打造了 26个打卡点，比如茉莉花花道导
航、AR 时空隧道、爱心树、鱼丸工匠、福
州金鱼等场景，互动性强、趣味性强。

据了解，目前该项目首批针对福建
移动 IOS 用户提供限量内测，下阶段将
逐步辐射向全网手机用户。现在，苹果
手机用户可以通过苹果商店下载“福建
移动”APP，搜索“三坊七巷元宇宙”，在
南后街、爱心树两个场景中用手机进行
扫描，便可零距离体验炫酷的 AR 特效、
幻彩的爱心树、绚丽的烟花等有趣元
素，沉浸式领略元宇宙的酷炫魅力。

发力“新赛道”
促文旅数字化转型

数智融合，让我们可以轻易地“跨
越”山海，感受文旅精彩。

在八闽，福建移动正积极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全力构建“连接+算力+
能力”新型信息服务体系，助力全省“数
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
济”做大做强做优。由三坊七巷管委会
与福建移动联合推出，中国移动咪咕公
司提供整体技术支撑的三坊七巷元宇
宙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为促进文旅经济的信息化提升，福
建移动还推出了一个特殊的 AI 小移云
游导览系统，采用咪咕 AI 引擎，以高度
写实高精渲染的数智人作为导览载体，
打破了时空间隔，建构了一个可望、可
及、可游的云上文旅空间。目前，福州冶
山春秋园与厦门特区馆两个地方的文旅
高清晰场景，均可在手机上零距离感受。

在冶山春秋园，福建移动以 360 全
景采集技术，在正门、剑光亭、欧冶池、元
代石碑、闽越开疆、冶山春秋博物馆、萨
镇冰故居、中山堂、剑石等 9个标志性景
点进行采集，只要借助相关设备，游客不
仅能“穿越”山海，“零距离”感受园内的
独特历史文脉，还能通过语音与“智能导
游”实时互动。厦门特区馆里的云游导览
系统，则借助了另一项高精场景建模数
字孪生技术，以 1∶1 的比例对特区馆进
行建模，基于 AI语音交互实现数智人全
场景漫游与沉浸式游览体验。

未来，福建移动还将“解锁”更多
文旅精彩场景，并计划把精彩融进福
建移动的电视机顶盒，走进千家万户，
让更多的人实现足不出户即可云游四
海风光。 （王柳欣）

“福建举重有很好的人才基础，拥有一批优秀的教练
员、运动员，这也是福建举重能够连续在奥运会上取得好
成绩的主要原因。”在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举行期间，国
际举重联合会主席穆哈迈德·扎路访问福州。

这是扎路第四次来福州了。2011 年和 2015 年两次到
访福州时，他还是国际举联的执委；2019 年，他已经成为
国际举联的秘书长；这一次，扎路的身份是国际举联主
席。“福州见证了我的成长。”扎路半开玩笑地说，这里也
是他的有福之州。

扎路此次行程安排可谓是满满当当。21日，他在抵达
当天就为参加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的领队、教练员及裁
判员授课，就国际举重运动发展趋势以及国际举联针对
当前项目发展面临的挑战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加大反兴
奋剂工作力度、重新树立举重项目干净纯洁形象所做的
工作进行了介绍。22日，他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全国男子
举重锦标赛 55公斤级和 61公斤级的比赛。

23 日，扎路来到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举重福建马江
基地。他先后参观了基地的训练馆、运动员公寓、规划沙
盘和福建举重展厅。基地的变化，让国际举重联合会的掌
门人感到欣慰。

扎路表示，举重是中国所有奥运项目当中成绩最好、
实力最强的项目之一，“中国举重队是名副其实的金牌之
师，为中国在金牌榜上名列前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福建的传统优势竞技项目，福建举重队建队至
今成绩斐然，共获得奥运会金牌 6 枚、世锦赛金牌 61 枚，
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年富力强、拥有世界级教学训练水平
的教练员。马江举重基地成立于 2005 年，2015 年被国际
举重联合会授予“国际举重联合会培训中心”称号。

对于如何进一步擦亮福建举重的冠军招牌，扎路表
示，希望福建在人才培养上继续发挥作用，同时进一步发
挥基地的功能，在运动队训练、教练员培训等方面进一步
为中国举重乃至世界举重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扎路的记忆中，1982 年，当他还是一名举重运动员
时，就曾经接受过中国援外教练的指导，“我跟中国教练
学习了很多很多”。即使他在 2006 年因战乱不得不离开
家乡伊拉克，流落到埃及，并最终定居卡塔尔之后，依然
没有忘记中国，“感谢中国和卡塔尔对我的一路支持，对
我来说，这两个国家不是祖国胜似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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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窨（音同‘熏’）得茉莉无上味，
列作人间第一香。”

见茶不见花，却有茉莉香。作为
风靡世界的“中国春天的味道”，福州
茉莉花茶里居然没有茉莉花？

这里，藏着一份闽人智慧——

千年茉莉：“莫离”福州

茉莉谐音“莫离”，代表着永不离
弃的爱情，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之花。

相传古时的少女在七夕夜，会乘坐
满载茉莉的游船出行，并沿河抛撒茉莉，
祈祷自己能够获得浪漫美好的爱情。

茉莉“莫离”，也象征着故土难以
忘怀。冰心就曾将茉莉花茶当作故乡
福州的象征。

她在《还乡杂记》中写道：“我所
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辛苦
创业的福建侨民，握手之余，情溢言
表。在他们家里、店里，吃着福州菜，
喝着茉莉花茶，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福
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千年茉莉“莫离”福州，茉莉花与
福州的缘分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
时茉莉从遥远的古罗马，经海路作为
香料来到福州并在此扎根。

花与茶在这座沿江向海的城市
相遇，也造就了见茶不见花，却有茉
莉香的窨制工艺。

“闽边江口是奴家，君若闲时来
吃茶。土墙木扇青瓦屋，门前一田茉
莉花。”自古以来，福州茉莉花种植区
域大多数分布在闽江和乌龙江两岸
及其下游的沙洲盆地。

在福州市仓山区帝封江，远处五虎
山上青翠连天、乌龙江水波光粼粼，江
畔一望无垠的花田里茉莉花开满枝头，
为这幅“山水画”点缀出了别样意韵。

这片由滔滔江水冲积而成的沃野，
与传承两千年的栽培、窨制技术，不仅
造就了福州茉莉花茶的盛名，还见证了
东西方文化交流。

福州茉莉花茶源于宋，成于明，
盛于清。

北宋时，福州成为茉莉之都，开
始生产茉莉花茶。至明代加工技术成
熟稳定，窨制工艺定型；明徐 《茗
谭》载：“闽人多以茉莉之属，浸水瀹
茶。”清道光年间，福州作为通商口

岸，成为中国三大茶市之一；咸丰年
间，福州茉莉花茶作为皇家贡茶，开
始进行大规模商品化生产。

受益于严格的保密和传承，目前世
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窨制茉莉花茶。

很长一段时间内，茉莉花茶带着
福州的水土精华，顺着海上丝绸之
路，畅销欧美和南洋。

记忆中的“冰糖甜”

作家老舍先生最喜欢饮的花茶就
是“茉莉香片”（茉莉花茶的别称）。每
次老舍先生去拜访冰心时，一进门便
大声问：“客人来了，茶泡好了没有？”
冰心定要拿出茉莉花茶来款待他。浓
浓的馥郁花香，让老舍啧啧称好，因此
他还曾写下这样的句子——“中年喜
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

让老舍难以忘怀的香味，正是唤

醒味觉的“冰糖甜”。甜而不腻、沁人
心脾——福州人把这种最地道的茉
莉花香气，称为“冰糖甜”。

这种香味，源自茉莉花茶独特的
制作工艺。

茶引花香、花增茶味。茉莉花茶采
用烘青绿茶窨制，即用一层花一层茶重
重叠叠，充分拌匀、通氧，让花不失生
机，茶吸收新鲜的花香达到饱和状态。

三窨、六窨、九窨……花茶的窨
制次数越多，等级越高，难度越大，也
就越难得，最繁复的窨制甚至能长达
一个月，一次出错就前功尽弃。需历
经 60 多天、201 道工序，用花量、窨制
时间、烘焙火候都有严格规定。

上好的福州茉莉花茶要花香入
“骨”，要挑选上好的茶坯和高质量的
茉莉鲜花，窨制后要有浓郁持久的茉
莉花香，茶汤要有福州茉莉花茶独有
的“冰糖甜”。

其技艺流程主要包括茶坯粗制、
精制和伺花、茶花拼和（窨花）、静置
通花、收堆复窨、茶花分离（起花）、转
窨或提花、匀堆装箱。

制茶的福州茉莉花茶种类很多，
有寿珠、白龙珠、玉蝴蝶、大白毫等。
以寿珠为例，芽头肥状挺直，披白毫，
形如珠，芽色黄绿油润光亮。

匠心技艺薪火相传

茉莉花茶，贯穿着福州人的日常
生活。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也得
到了一代代人的精心传承与保护。

2008 年以来，福州茉莉花茶陆续
荣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
村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是国内首个
同时获得三大地理标志的农产品。

2014 年，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
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年来，福州已逐渐形成与茉莉
花茶相关的保护与发展体系：

起草编制《福州市茉莉花茶保护
规定》，出台《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
统 保 护 和 发 展 专 项 规 划（2021—
2025）》等一系列规划，制定“支持福
州茉莉花茶产业发展九条措施”“福
州茉莉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等政策方案……

从立法保护、规划支持、基地建
设、生产加工到品牌宣传等，福州全方
位多层次扶持、壮大茉莉花茶产业。

此外，从 2010 年开始，福州茉莉
花茶传统工艺传承人、传承大师赛每
两年举办一次，至 2022 年已累计授予
28 人“传承大师”荣誉称号，并推荐其
中的 18 人分别入选国家级、省级、市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

在去年举办的传承人、传承大师
大赛中，还涌现出一批“80后”“90后”
面孔。

目前，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有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 名、省级非遗传
承人 6 名、市级非遗传承人 11 名，中
莉、春伦、闽榕等品牌驰名海内外。

如今，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见证，搭上“一带一路”的顺风车，飘
香千年的福州茉莉花茶，将借机扬帆
再启航。

“人间第一香”的智慧密码
□闵福

本报讯（记者 姚雨欣） 27 日上
午，福建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在南平市圆满闭幕。

本届运动会生动谱写了八闽大地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的华章。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本届
运动会比赛成绩以及获得体育道德风
尚奖、优秀组织奖的代表团名单。福州
市接过会旗，将承办福建省第十一届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后
还举行了精彩纷呈的文体表演。

本届福建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设陀螺、蹴球、毽球、射弩、民族武
术、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 7 个大项 32
个小项的竞赛项目，以及 18 个表演项
目。为期 5 天的大会共决出竞赛项目
40 枚金牌、40 枚银牌、44 枚铜牌和表
演项目 6个金奖、6个银奖、5个铜奖。

共有 12 个代表团的 1800 多名运
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等参与本届运
动会。首次应邀参赛的台湾花莲表演
队获得表演项目特别奖。

福建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闭幕

本报讯 （记者 李向娟 通讯员
林婉清）“来福建，露营去。”27 日晚，
2023 年福建省帐篷露营季活动在德
化九仙山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16 个
福建省“值得期待的露营地”和 10 条
露营线路发布，吸引八方游客来闽体
验不一样的“诗意春天”。

作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的配
套 活 动 之 一 ，2023 年 福 建 省 帐 篷 露
营 季 活 动 由 省 文 旅 厅 主 办 ，泉 州 市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德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承 办 ，通 过 创 造 主 客 共 享 的 旅 居
生活，打造福建露营旅游新名片，撬

动旅游消费市场，培育消费新热点，
让福建成为八方游客露营旅游首选
目的地。

当晚，我省发布泉州德化九仙山
星空露营地、泉州德化石牛山闲云星
空营地、福州柱里露营地、厦门天竺
山月芽寨露营地、泉州南安清境桃源
生态农业观光园帐篷露营地、泉州南
安翔云星空露营地等 16 个福建省“值
得期待的露营地”，以及德化夏日露
营奇遇季、鼓岭柱里露营之旅、“乐活
厦门 畅玩山海”露营之旅等 10 条露
营线路。

福建省帐篷露营季在德化开幕

本报讯（记者 郭斌）“福聚晋安·
如约春归”——2023“乡约北峰”春耕
好时节文旅活动 26日在福州市晋安区
举行。活动中，“春耕、春集、春宴”悉数
亮相。

产品出村，人气进村。活动中，游
客和村民一起拿起锄头，在春天的田
野里种下小白菜、南瓜等农作物；梯田
边，田间“农民趣味运动会”场面欢快，
乡间接力跑、农产品运输赛、农趣拔河
赛等引得一片欢声笑语；直播间里，乡
村土特产人气火爆，许多优质农产品、

民宿、景区刚一上架就销售一空，线下
的乡村圩集一条街也是人头攒动。

当天开赛的“北峰新八大碗”厨
艺大赛争“香 ”斗“宴 ”，吸引众人围
观。农家乐、民宿业主和酒店名厨齐
聚一堂，以北峰土特产为食材，烹饪
北峰美食。赛事启动了大众评选云端
投票，将在 7 月 31 日公布排名前八的

“北峰新八大碗”名菜。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北峰乡村游

精品旅游线路指南》，游客按图索骥
就能方便畅游，吃住行游娱购无忧。

福州晋安举行春耕好时节文旅活动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厦门市文旅局联合主办的“2022 全国（厦门）工笔画作品
展览”日前在厦门市美术馆开展，共展出 238幅优秀工笔画作品。展览将持续至 5月
22日，“五一”假期全程开放。 本报记者 林泽贵 摄

本报讯（记者 肖榕） 夏沙音乐
节、沙雕艺术展、缘起情人礁、房车奇
遇记、踏浪赶海节、净海清沙行……
记 者 昨 日 获 悉 ，梦 栖 滨 海·踏 浪 追
风系列活动将于 5 月在福州新区举
行 ，结 合 当 地 优 越 的 滨 海 资 源 和 海
丝 文 化 ，推 动 滨 海 新 城 文 旅 一 体 化

合作，共享滨海新城美好未来。
其中，作为福州年度音乐盛事，夏

沙音乐节融合海风、沙滩、音乐的美好
体验，将于 5 月 1 日和 2 日在下沙海滨
度假村举行，通过线下丰富且创意十
足的音乐嘉年华，积极打造“文化+音
乐+旅游”的文旅品牌。

福州新区将举办梦栖滨海文旅活动

“窨香”，或称“窨花”，即
把茶与花混合在一起，让茶吸
收花香，再把花除去，反复多
次才形成了茉莉花茶浓郁的
香气。好的茉莉花茶一般看不
见一片花瓣。

2022 年底，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正式批准“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纳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该项目包括福建省
的 6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名
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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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梦娴 通讯
员 林鹏）“山海宁德·福籽家园”宁
德市民族文化数字云小镇日前正式
上线。

据了解，该项目是由宁德市民族
与宗教事务局组织实施，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共同家
园、共同富裕、共同进步”目标建立的

VR 线上三维虚拟展馆。观众在“多彩
畲族”公众号上点击“云游民族文化小
镇”，即可访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题馆、闽东畲族文化展馆、闽东畲
族革命展馆、闽东畲族语言视听馆等
四个虚拟展馆，也可以访问“畲语通”
等小程序，感受畲族语言文化的数字
保护成果。

宁德市民族文化数字云小镇上线

本报讯（记者 姚雨欣 通讯员 李
梦凌 黄帆） 24日，松溪县旧县镇旧县
村村民刘烨荣向松溪县博物馆捐赠了
他在山林中挖笋时意外发现的文物。

据悉，此次捐赠的文物为宋龙纹
葵形铜镜（右图，李梦凌 摄），直径 16
厘米，厚 0.4厘米，重 259克。

“当时我正在山上采挖竹笋，突然
挖出来一块坚硬的东西，擦干净泥土
后可以看见边缘的花纹。我们马上联
系松溪县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判别，确
认是一件文物，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
希望捐赠它能对发掘和保护松溪的历
史文化有所帮助。”刘烨荣说。

“由热心群众捐赠的古代铜镜将
被我馆永久收藏，接下来还会将这一
文物纳入湛卢冶金博物馆的展览之
中。希望通过本次捐赠，带动更多社会
团体和个人投身到文物保护行列当
中。”松溪县博物馆馆长兰坤发表示。

据了解，湛卢冶金博物馆项目位
于塔下镇湛卢特色小镇内，是福州市
长乐区与松溪县山海协作援建项目，
旨在立足松溪湛卢的冶金发展历史，
面向社会展现古代湛卢剑的铸冶历
史及我国冶金领域丰厚的文化遗存。
该博物馆建有序厅、五色土馆、湛卢
馆、冶金千年伟绩馆、综合馆、5D 影
院等，即将进行陈展设计布置，将运
用实物、图像、多媒体等多种手法，生
动展示有色金属的历史与福建冶金
产业的发展。

挖到文物 松溪群众热心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