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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鹏） 近日，仙游储备粮库迁建工程主
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 3月底完成竣工预验收。

据悉，项目于去年 9 月 30 日开工，总投资 2.88 亿元，位
于仙游县郊尾镇三埔村。计划建设 16 座高标准生态仓库，4
座高大平房仓，总仓库容量 12.62万吨，配套建设工作塔、转
接塔、汽车接发站、风雨罩棚、一站式服务用房、消防水池、
药品库等辅助设施，工期 540 天。项目设计采用适合我省高
温高湿特点的仓型，配套先进的绿色生态储粮技术，同步建
设信息化系统，实现储备粮准低温储存与智能化管理。

仙游储备粮库主体封顶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洪峰松） 近日，莆田高
速执法支队一大队江口中队执法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
发现莆炎高速 AK60 处有一位老人沿着应急车道往萩芦方
向行走，十分危险。

执法人员立即靠边停车，快步追上老人，但老人有些痴
呆，不管不顾，仍继续往前。出于安全考虑，执法人员与赶来
的高速交警决定先将老人带出高速公路。到达庄边收费站
出口时，老人称自己到家了，但经周边村民描述，老人住在
白沙镇长兴村，距此仍有 1 公里多。于是，执法人员又将老
人带到长兴村村部，最后在村干部的引路下将其护送回家。

老人误上高速 执法人员送回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王飞） 近日，莆田高速
执法支队一大队执法人员在涵江区江口镇开展桥涵检查时，
发现莆炎高速 12K+450M 处的涵洞内堆放了大量建房木
板，经计量，堆放的木板有120多立方米，将整个涵洞占用。

由于在现场并未发现当事人，执法人员分头走访排查，
最终在一处工地附近找到相关人员。原来，这些木板将用于
工地建房，由于数量太多无处放置，才临时堆放到涵洞里。
执法人员向当事人普及《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有关
法律知识，进行释理说法，并现场发放了违章整改通知书。
当天下午，涵洞内的木材已全部搬离。

涵洞堆放木材 迅速整治到位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柯常安） 日前，一辆货
车在莆炎高速 BK70+300 处掉落一袋压缩木料颗粒物，后
车因无法及时避让产生碰撞，木料颗粒散落一地。

莆田高速执法支队一大队江口中队接到警情，与交警、
路勤、养护等部门赶往现场处置。只见木料颗粒散落百余
米，覆盖面积 800 多平方米，阻碍车辆正常通行。设置好安
全防护设施后，执法人员迅速清出一条通道供车辆通行，随
后集中清扫残余木料颗粒。经过 3 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置，1
吨多的木料颗粒被清理干净，道路恢复畅通。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货车司机在调整移位货物后没有
固定好，导致上高速后货物从左侧掉落。执法人员当场对司
机进行批评和教育，同时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相关规
定对其进行立案处理。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一吨木料散落路面
高速执法高效处置

本报讯（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柯常安） 近日，莆田高
速执法支队一大队黄石中队执法人员在开展路面巡查时，
发现沈海高速 BK2166 处第三车道上停着一辆小车，护栏
外站着的 5名司乘人员在接打电话。

执法人员立刻停车，拉起警笛，迅速摆放锥桶进行安全
布控。经过与司乘人员沟通，得知该车在不远处撞到障碍
物，无法正常行驶，但不知如何联系高速公路救援，正在尝
试拨打各类号码。

执法人员检查车辆情况后发现，汽车左后轮被铁板卡
住锁死，无法行驶。执法人员尝试重新启动车辆并挂入空
挡，发现车辆可以移动。于是，众人合力把车辆推到紧急停
车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随后，执法人员向司乘人员普及
了交通安全知识，告知“12122”求助电话，待高速路勤人员
到达施救后，还将司乘人员安全护送到收费站出口。

车辆故障急停路面
紧急处置化解危机

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涵江区主要
领导带队“四下基层”，通过访项目问进度、访
企业问营商、访乡村问振兴等，了解情况、掌
握问题、提出对策、推动转化。

“作为村级组织领头雁，在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践中要怎么干？”“我们将深度
挖掘侨乡文化内涵，打造乡村文化 IP 产业，
实现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18 日，江
口镇东大村家风家训馆里，一堂接地气的党
课进行着。涵江区委书记、莆田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连向红与镇、村党员代表
围坐在一起，面对面交流互动，共同探讨谋划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思路、新举措。

连日来，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大力

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涵江区通过开展
“党课上到家门口”，打破党课学习空间限制，
现场倾听群众心声和需求，不断拉近干部群
众之间距离，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具体
行动。针对不同对象特点，涵江区量体裁衣、
分类指导。其中，机关党组织结合“机关+”，重
点开展“双报到”活动，转作风提质效；村居党
组织开展“送教下乡”“书记讲给书记听”等，
强组织、办实事、解矛盾；“两新”组织重点用
好“两新”实训基地，提升非公党建水平。目
前，涵江已开展主题教育集中学习31场。

开展主题教育，关键是学习。21日，涵江区
委常委会主题教育第一次读书班以现场教学的
方式进行。全区四套班子领导来到木兰陂、木兰

溪防洪工程奠基点、木兰溪治理展示馆、白塘镇
双福村、江口镇东大村等地，学习木兰溪治水历
史和治理理念，激发新时代干事创业精气神。

涵江区挖掘资源、拓展载体、延伸阵地，
设置 7 门特色学习课程及 7 个类别共 20 个特
色现场教学点。10 月 19 日，一场宣讲活动在
萝苜田历史文化街区举行。“保护好传统街
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
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福建省首批新时代宣讲
师、理论小分队成员、区委党校高级讲师施必
鸿说，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学、对着问题改。
涵江各部门还用好“问题清单”，推动问题解

决。涵江区各级领导一开始就确定重点调研
课题，直奔困难多、群众集中关切的领域，收
集相关意见建议，采取动态管理、滚动销号的
方式，将问题整改到位。针对黄霞三期群众安
置回迁需求，加快推进保利堂悦安置区配套
设施建设，中秋节当天顺利交房；针对山区群
众寄递不便问题，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探索
村级物流服务合作新模式，新开乡村快递服
务站点；针对企业资金难问题，指导 75 家企
业争取项目奖补资金 3444 万元，18 家企业产
融对接签约 3.5 亿元，35 家企业通过“金服
云”平台申请专项资金贷款 1.49 亿元。此外，
对于优化食品经营（网络经营）审批，审批时
限由 10个工作日缩减至 5个工作日。

涵江：一线解难题 走心又走实
□本报记者 沈琳 通讯员 林亦霞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莆田全市接
待游客 2361.11万人次，同比增长 39.6%；实
现旅游总收入181.26亿元，同比增长49.8%。

莆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自然
生态资源以木兰溪为代表，遍布各地；滨海
旅游资源以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区湄洲岛
为代表，涵盖湄洲湾、平海湾、兴化湾等三
大湾区；历史文化资源以千年古刹广化寺
为代表，不乏正月初四做大岁、正月闹元
宵、莆仙戏等地方特色。

近年来，莆田着力厚植品牌，重点提
升木兰溪、湄洲岛、城市绿心等几大空间，
贯通木兰溪与滨海两条旅游带，打造全域
旅游大格局，推出莆田四季旅游品牌，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建设绿色高质量发
展先行市。

四季皆景，铸造系列旅游品牌

日前，“莆阳赏秋·山海福美”文旅活动在
莆田市数字中心开启。“这里千年古邑与现代
新城相互交融”“千百年来形成了独特的海洋
地 貌 ”“ 收 获 迎 接 日 破 云 海 的 浪 漫 与 惊
喜”……全市7个县、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化
身导游，为家乡文化、美景、美食出镜代言。

赏秋文旅活动持续至 11 月，推出 2023
年百威（莆田）国际啤酒节暨仙游特色食品
宣传推广、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展示、

“湄洲之夏”海峡流行音乐季等 49项活动。
今年，莆田市精心策划，着力推介更具

热度与亮度、广度与深度的文旅品牌，铸造
“莆阳开春”“莆阳爽夏”“莆阳赏秋”“莆阳

乐冬”等旅游名片。
春节期间，莆田率先开启“莆阳开春”

活动，推出开河、开街、开村三大文旅主题。
开河，即“水上巴士”游船以莆田荔城区西
天尾镇北大码头为起始点，沿着木兰溪流
域河道，分别行至玉湖和白塘湖，形成两条
水路航线。开街，即修缮后的历史文化街区
正式对外开放。开村，即若干乡村旅游景点
开门迎客。

“五一”期间，“莆阳爽夏·滨海畅游”文
化旅游季拉开序幕，持续至 9 月，陆续推出

“感受非遗韵味，畅享莆阳红‘荔’”“莆阳爽
夏·厢遇有福”“莆阳爽夏·秀屿逐浪”等系列

主题旅游项目。其间，“福往福来”湄洲岛至
南日岛“海上游”航线首航，让游客感受“心
灵祈福、海上观光、海岛畅游”的全新体验。

莆田市文旅局局长刘晶洁表示，接下
来将推出“莆阳乐冬”旅游活动，持续打响
莆田文旅品牌，让莆田文旅产业动起来、活
起来、旺起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进
一步提升文化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串点成线，上新系列旅游线路

“这次来莆田，就是想去岛上看一看，
去海滩上走一走，体验一下滨海旅游的乐

趣。”中秋节过后，陈先生携家带口从福州
前来莆田度假。

中秋国庆长假前夕，莆田推出多条全新
的主题旅游线路，满足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

9月 28 日，福厦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其
中莆田段途经涵江区、荔城区、秀屿区、城厢
区、仙游县等地。调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长
假期间，我省居民选择高铁动车出行的比例
接近五成，高于今年“五一”、端午及去年同
期水平。

抢抓有利契机，莆田推出“派江吻海·
观海听潮，跨越山海之旅”“对话古今·传承
创新，非遗体验之旅”等两条列车主题线
路，涉及湄洲岛、南少林寺、兴化府历史文
化街区、东山报恩寺塔、东阳古民居等多个
景区（点），加快“铁路+旅游”融合。

同时，莆田借助“莆阳赏秋”文旅品牌
的上市，推出一系列精品旅游线路，包含美
术工艺、亲子研学、古今人文、乡村野趣、寻
根祈福、山水文化、露营休闲、踏浪滨海、木
兰风光、清新康养等多种主题。

行走于古今人文主题线路，游客可以
从全省仅存完整的鼓楼——古谯楼出发，
漫步于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然后领略“江
南古建奇葩”三清殿的魅力。结束莆田古城
之旅，游客可以转场至位于城郊的木兰陂，
欣赏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及其公园美景，穿
越时空，与历史对话。

“从工艺美学到乡村野趣，从历史街区
到山川滨海，让游客深度体验莆田的人文
风貌和山海之美。”莆田市文化和旅游局宣
传推广科副科长李锋说。

品牌赋能文旅发展
□本报记者 林剑波

荔城区荔城区““莆阳爽夏莆阳爽夏””文旅系列活动之一的荔枝文化节在文旅系列活动之一的荔枝文化节在
西天尾镇北大村举办西天尾镇北大村举办。。图为汉服文化展演图为汉服文化展演。。 朱崇飞朱崇飞 摄摄

23 日，重阳节，一场以“重阳秋色好 敬老情更长”为主
题的尊老敬老活动，在城厢区凤凰山街道筱塘社区举办，为
社区老人开展健康义诊、爱心捐赠等“木兰溪畔志愿红”志
愿服务项目。图为志愿者免费为老人理发。

本报记者 陈盛钟 通讯员 林丽娟 摄

近日，由莆田市知名古典家具艺术家陈玉树创作的新时
代古典家具作品《合璧》（如图），亮相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相关活动现场。《合璧》通过古典家具的“型
材艺韵”，诠释对新时代的理解，表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
彩文明、文化交流互鉴的时代主旋律。 本报记者 林鹏 摄

鲤声剧团中泰文化交流活动现场鲤声剧团中泰文化交流活动现场《百花亭》剧照 鲤声剧团前辈指导年轻人练习鲤声剧团前辈指导年轻人练习。。

莆仙戏源于唐、成于宋，盛于明清、闪光
于现代，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近日，在澳门镜平学校小学部，仙游县莆
仙戏鲤声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献演了多折精彩
的莆仙戏剧目选段，包括剧目《春草坐轿》《百
花亭》《迎春牵狗》《敬德画像》《妈祖赐福》等，
吸引大批居民、青年学生及福建乡亲到场观
赏，大获好评。

这不是鲤声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第一次将
莆仙戏带出去演出。作为莆仙戏重要的艺术
表演团体，鲤声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用心守护
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养更多文艺人才，推动
莆仙戏走向全国、走出国门。

辉煌历史

莆仙戏鲤声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前身仙
游县鲤声剧团成立于 1952 年，培养造就了陈
仁鉴、郑怀兴等全国知名的剧作家和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莆仙戏代表性传承人朱石
凤、谢宝燊、王少媛等一大批优秀导演艺术
家、戏曲音乐家。

已故著名剧作家陈仁鉴，是鲤声剧团创
始人之一。他的一生著作丰富，现有 68 部剧
作、30 多篇剧论传世，是国家一级编剧，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创作的莆仙戏《春草
闯堂》《团圆之后》先后被列为中国当代戏曲
十大悲剧和十大喜剧之一。

1953 年，陈仁鉴正式投身戏曲的改革与
剧本创作。1955 年，他调到仙游县编剧小组，
集中精力搞剧本创作，他夜以继日、废寝忘
餐，呕心沥血、刻苦写作。他编的戏，演到哪
里红到哪里，上座率极高。许多剧团争着要他
的剧本，他都有求必应。

1956 年，他写的现代剧《大牛与小牛》
《三家林》在福建省现代剧会演中获大奖，夺
双魁。1957 年，他整理改编的《团圆之后》和

《新春大吉》被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莆仙戏
这个小剧种，引起了全国剧坛的注目。

凭借众多优秀的剧本，仙游县鲤声剧团
先后九度进京献演，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
优秀奖项。1959 年，《团圆之后》被定为新中
国成立 10 周年献礼剧目，开莆仙戏进京演
出先河，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后，周恩来、朱
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台上亲切接
见参演人员，给予高度评价并合影留念。《团
圆之后》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
还出版了戏曲连环画。

1979 年，莆仙戏二度进京演出，优秀讽
刺喜剧《春草闯堂》再次饮誉九州戏苑，获得

创作与演出一等奖。一时间，许多表演团体都
上门拜师学艺。后来，该剧还被全国 600 多个
剧团移植演出，并在 2009 年获得全国“优秀
保留剧目大奖”。

莆仙戏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还曾在 2011
年、2013 年两次受邀到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法
国巴黎演出，并且都获得最佳传统剧目奖。
1999 年，仙游县鲤声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王少
媛因主演《叶李娘》，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
花奖，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项目莆仙戏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保护

2022 年 11 月，莆仙戏《叶李娘》在莆仙大
剧院完成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这是莆
田市首部入选该工程的莆仙戏。

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由中宣部、文旅部
于 2019 年启动，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之一。
该工程通过选取当代戏曲名家及其代表性剧
目，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为现代人和后人留下
艺术记录。而莆仙戏经典剧目《叶李娘》于
2021 年度由莆仙戏鲤声艺术传承保护中心
选送并上榜。

近年来，鲤声剧团组织老艺人相继抢救

排演《春草闯堂·坐轿》《目连·开荤咒誓》《白
兔记·井边会》等 20 个莆仙戏优秀传统折子
戏，起用年轻演员参与排练，并拍摄制作成录
像资料永久性保存，确保优秀传统艺术得以
薪火相传。

“为推广莆仙戏，剧团还实施莆仙戏低
价票公益演出，每年开展‘文化惠民、周周有
戏’活动。”鲤声剧团团长黄永志表示，去年
全年共演出传统莆仙戏 160 多场次，观众 2
万多人次；开展送戏下乡活动，剧团进校园、
进社区、进乡村，演出 100 多场，观众达 18 万
多人次。

同时，鲤声艺术传承保护中心还聘请一
批事业心强、艺术造诣高的老艺人，成立莆仙
戏鲤声艺术指导委员会，开展莆仙戏传承与
保护工作。发挥莆仙戏老艺人的“师带徒”作
用，让莆仙戏代代相传。每年有计划地选派品
学兼优的人才到专业的戏曲学府学习深造，
培养造就一批莆仙戏的专业人才。

“莆仙戏深深根植于仙游这方沃土，见证
了传统戏剧的发展历程。”黄永志表示，我们
将继承发扬老一辈艺术家为民情怀，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创作优秀作品，为群众演好戏，
努力使莆仙戏这朵千年艺术奇葩青春永葆、
越开越艳。

近年来，仙游县莆仙戏鲤声艺术传承保护中心坚持守正创新，用心守护优秀传统文化，努力
培养更多文艺人才，推动莆仙戏走向全国、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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