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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2018年，鼓楼区被列为第三批全国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2022 年以来，鼓楼
区每年召开社区工作大会，从社区党建、社区治
理、社区服务、保障机制、工作合力、考评体系等 6
个方面，提出创新社区治理措施 30条，形成现代
化国际城市“最美窗口”的社区治理鼓楼样板。

今年以来，鼓楼区结合主题教育，围绕“三
个如何”等主题，打造军门社区等 40 个示范点，
引导全区各条战线以思促行、以行促效，持续开
展“循足迹、悟思想、铸忠魂、担使命”活动，全力
写好牢记“三个如何”重要嘱托、砥砺奋进造福
群众的“政治答卷”。

奋力争先，勇立潮头
写好“发展答卷”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九年来，鼓楼
区按照“三个如何”绘就的幸福蓝图，全力以赴
谋发展，用高质量发展成效不断夯实人民幸福

生活的基础。
10 月 15 日，鼓楼区举行 2023 年第四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11个开工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聚焦于数字经济等鼓楼优势领域，为推动
产业建设、经济发展带来强劲新动力。

金秋时节，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在鼓楼各
地上演。10 月 12 日，鼓楼区抢抓 2023 世界航海
装备大会在福州举办的宝贵机遇，正式启动海
洋金融产业联盟，为海洋经济科创高地建设注
入“金融活水”，推动“无海”鼓楼兴起海洋新产
业。大会期间，鼓楼区对接企业 303 家，生成 63
条项目线索，海洋经济科创高地等高能级载体
已入驻企业 81家。

以海洋经济科创高地为代表，近年来，鼓楼
区将“三个如何”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
力，打造海丝中央法务区福州片区、朱紫坊基金
港、海洋经济科创高地、新能源科创中心、人工
智能产业加速中心、元宇宙产业创新基地等一
大批高能级载体，着力扶引大龙头、培育大集

群、发展大产业，繁荣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
文旅经济、总部经济、商贸经济，锻精拉长 7条重
点产业链，推动产业质效齐升。

统计数据显示，九年来，鼓楼综合实力“节
节高”：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4 年的 1011 亿元跃
升至 2022 年的 2609 亿元，人均 GDP 从 14.2万元
增加至 38.8 万元，分别居全省第二、全省第一。
此外，鼓楼区还不断开拓新赛道，加快推动数字
经济等新兴业态蓬勃发展。目前，鼓楼区数字经
济规模占 GDP 比重达 64%，56 家企业入选 2023
年度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领域创新企业，较
去年增加 6 家，其中“独角兽”企业 1 家、未来“独
角兽”企业 20 家、“瞪羚”企业 35 家，居福州各县

（市、区）首位。

惠民利民，殷实可感
写好“幸福答卷”

发展的落脚点，是为群众谋幸福。近年来，

鼓楼区坚持每年拿出八成财力用于民生支出，
兴办 50 件以上为民办实事项目，在福州全市乃
至全省率先推出集团化办学、“长者食堂·学
堂”、“一刻钟幸福圈”等一大批改革举措，让老
百姓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因为身体原因，我对一些菜忌口，有了自
助餐之后，选择多了，吃得更香了！”10 月 20 日，
鼓楼区水部街道建华社区“长者食堂·学堂”全
面升级，在福州首家启动“套餐+自助餐”双轨运
行模式，老人们只需支付 12 元即可领取餐具在
菜品区自己挑选可口的饭菜，居民李阿姨在就
餐后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双轨运行模式的背后，是鼓楼区不断升级
“长者食堂·学堂”，为老年人群体创造更高品
质、更有温度的养老服务。目前，鼓楼在辖区 69
个社区共打造了 75家“长者食堂·学堂”，总面积
超 1.5 万平方米，餐位超 5000 个，在全国率先实
现社区全覆盖，累计提供助餐助学服务 120万人
次，各项指标均位居福州第一。

九年来，在“三个如何”重要指示引领下，
鼓楼区奋力书写发展惠民的“幸福答卷”，创造
出多项“幸福经验”。“军门社区工作法”被民政
部作为“一号方案”在全国推广，“一线处置”

“两会一员”等机制获评全国优秀案例。鼓楼区
先后获得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平安
中国建设示范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
基地、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区、全
国健康促进区等荣誉称号，“家在鼓楼”幸福品
牌进一步打响。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建新表示，将以开
展第二批主题教育为契机，传承弘扬“四下基
层”“四个万家”等优良作风，围绕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加快推进“一刻钟幸福圈”补强计划，
拓展“长者食堂+”、“两会一员”机制等内涵，深
化旧改征迁“百日会战”行动，以殷实、可感的
民生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彭辉） □专题

福建剪纸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粗犷
朴素，又有南方的秀美灵动。浦城、柘荣、泉
州、漳浦四地的剪纸艺术相继被列入国家
级非遗名录，柘荣、漳浦剪纸还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 魂 海 韵 ，共 同 交 织 出 福 建 剪 纸 的
“山海情”。

山河故乡
浦城剪纸×柘荣剪纸

西晋末年，中原百姓、士族纷纷南迁。
他们在山温水软的南方获得了暂时的安
宁，也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艺术，剪纸就是
其中一项。

一张纸上剪刻“花样”，裁剪、雕刻之
间，倾注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也承载了浓浓
的文化乡愁。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福建籍著名艺术
家范迪安在论及家乡的剪纸时，不无深情
地说：“那种原生态民间艺术的拙朴大气历
经数百上千年而不衰，帧帧作品无不流动
着南浦先民们的文化血脉。”

剪纸的原始功能是装点祭祀、婚丧、节
庆等活动，在浦城当地，剪纸被称为“礼品
花”，而被请来剪花的艺人则称为“剪花嫂”

“剪花婆”。
南渡的士大夫阶层赋予了它优雅的

文人气息。“字中有画，画中有字，以字组
画，图文并茂”是浦城剪纸最鲜明的艺术
特色，多为“吉祥如意”“四喜临门”之类的
吉祥语。

题材上，浦城剪纸亦有显著的传统文
化印迹，以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为主。

艺人通过对称、均齐、平衡、组合、连续
等处理，在有限的平面上达到饱满丰润又
不失和谐的视觉效果，有着很强的艺术感

染力。
浦城剪纸艺术流传至今，已历千余年，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
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剪纸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周冬梅
的作品就独具代表性。她灵活运用剪、刻、
雕等多种技法，以浦城剪纸的经典艺术语
言来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紧扣时代主题的
作品。

萌芽于唐代的柘荣剪纸保留了更多的
原始味道，服饰、鞋帽、香袋刺绣的底样是
其最初的形态。其花样充满生活气息与人
情味，不论图案还是线条，都能从中品读到
人类社会幼年时期的拙朴、浑厚与刚健，又
融入了古雅、秀丽与柔美。

以锯齿纹为例，细如牛毛，排列整齐，
密而不粘，线条硬朗，有鳞次栉比之感。造
型上看，大多粗拙随性，内部装饰简练，线
条灵动，很原始很天真。

孔春霞是继王描眉、徐秀英、袁秀莹等
老一辈艺人之后柘荣的一把新“神剪”。她
在师承质朴、写意手法的同时，大胆创新，
花样繁、尺寸大的仕女（人物）、花鸟作品，
皆驾轻就熟。

海韵潮音
泉州刻纸×漳浦剪纸

依山面海的福建，不仅有郁郁葱葱的
山林，还坐拥一片浩瀚蔚蓝的海洋。

山海多情，剪纸亦多情。沿着蜿蜒曲折
的海岸线，一路向南，到世遗之城泉州以及
位于闽南金三角南部的漳浦，那里的“花花
世界”流淌的是“海韵潮音”。

剪纸，在泉州民间也有着深厚的底蕴。
不过，艺人们更多时候运用的是刻的技法，
因而泉州以刻纸著称。

长 期 以 来 ，刻 纸 作 为 一 门 很 草 根 的
艺术，艺人们多是能刻不能画，或善画不
善 刻 ，“ 鱼 和 熊 掌 ”，不 可 兼 得 ，图 案 往 往
比 较 呆 板 、单 调 ，缺 少 灵 动 ，甚 至 还 有 些
粗糙。

直到近代，这一变动不居的“传统”被一
个叫李尧宝（1892—1983年）的艺人打破。

他不但娴熟掌握了泉州刻纸的各项技
艺，还善于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营养”，将

堆塑、贴瓷、建筑、彩绘、木刻、雕版等艺术的
创作技法和表现手法巧妙地融入刻纸。

此外，李尧宝还创造性地将刻纸嫁接
到濒临失传的料丝花灯上。

他采用纸板刻纸，将图案变成“3D”版，
灵活运用闽南古建筑“站档”“顶梁”等原
理，严丝合缝地拼装成灯型，其间没有用到
一丝一毫的骨架。

李尧宝开创的是泉州刻纸的一个新时
代，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南派剪纸的代表人物。

郭沫若曾盛赞道：“曾见北国之窗花，
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刻纸，玲珑剔
透得未有。”

李尧宝离去后，刻纸与无骨料丝花灯
这门祖传技艺在女儿李珠琴以及外孙女黄
丽凤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延续。

滨海的漳浦，百姓自古耕海为田，靠海
为生。因此，在漳浦剪纸的题材上，可以感
受到咸咸的“海味”及闽南民俗风韵。

陈金、黄素、林桃、陈匏来，是漳浦剪纸
早期的代表人物，并称为四大“花姆”，亦称
四大“神剪”。

陈金、黄素吸收借鉴了传统刺绣“绞
花”的表现手法，开创了“排剪”这一新技
法，将羽毛、花瓣等物象的细腻纤巧进一步
升华，整齐细密的排列，给人以强烈的秩序
美感。

林桃、陈匏来则以一名农妇或渔妇的
淳朴视角，发挥想象力，开创了漳浦剪纸艺
术构图奇巧、稚拙抽象的写意之风。

“中国剪坛金剪刀”高少萍则是漳浦
剪 纸 新 生 代 的 代 表 和 佼 佼 者 。她 在 承 袭
林桃的古朴抽象和黄素的写实风格的同
时 ，也 常 常 思 考 和 探 索 剪 纸 艺 术 的 创 新
之路。

薪火相传
刀刃指尖，变幻无穷

从北到南，由山向海，四城为我们呈现
了福建剪纸的山海情韵。

它穿越了千年历史长河，在一代又一
代手艺人的刀刃与指尖上盛放。五彩缤纷
的“花花世界”里，全然是美好生活的模样！

福建剪纸艺术传承至今，历久弥新，更
是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进入新时代，虽然传统题材在节庆、祭
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福建剪
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囿限，
尝试将对“小家”——个人家庭的祝福与愿
景，扩展到对“大家”——国家及时代的歌
颂与祝愿。

于是，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
的“新酒”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

其实，任何一门艺术，在鸿蒙之初都不
是独立存在的。即便后来发展成为一门独
立艺术后，也不可能“与世隔绝”，关起门
来，走自己的路。

因此，在表现手法上，剪纸艺术家们也善
于用其他艺术门类的“养分”，从事跨界创作。

或是剪纸艺术的另类表达，比如高少
萍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演形式——“剪
唱”，即一边剪，一边唱。

或以剪纸独有的艺术语言来重新阐
释，比如孔春霞运用剪纸来“神还原”《清
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五牛图》等古代
名画，将笔墨绘就的线条、造型“翻译”成
剪纸版。

或让艺术风格趋于多元，将版画的“刻
感”造型、装饰画的唯美气质、漫画的夸张
幽默、歌词的情感叙事等其他门类艺术风
格化为己用。在材质上，更是大胆尝试镭射
纸、户外广告纸、泡沫板等新材料。

玩跨界，走混搭，为福建剪纸艺术注入
崭新的活力。文创产品的开发，正是剪纸

“玩跨界，走混搭”的外化。
剪纸文创品种最丰富的当数周冬梅。

她创办的浦城县“剪花嫂”剪纸坊，将浦城
剪纸玩转出琳琅满目的新花样。

手 机 壳 、手 袋 、茶 具 、杯 垫 、雨 伞 、丝
巾、口红、文化衫、茶叶（食品、土特产）包
装 …… 设 计 上 都 巧 妙 地 融 入 剪 纸“ 花
样”，尤其是手机壳、文化衫，成功吸粉年
轻人。

剪纸艺术还同 IT 业实现了“牵手”。孔
春霞用银箔为小米设计创作了剪纸版的
Logo，赋予这一 IT 业知名品牌浓浓的“中
国味道”。

在追求个性与时尚消费的当代，剪纸
的载体不仅仅是纸，还是“X”——剪纸“七
十二变”，文创品开发会为剪纸艺术创造更
多的可能，带来更多的惊喜。

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主视觉海报日前发布（见本报10月10日 6版相关报道），获得广大影迷和观众好评。海报以
“用中国文化瑰宝，讲好中国故事”为设计理念，以雄鸡图形作为核心元素，通过剪纸这一中国最流行的民间艺术和非遗
技艺之一，展现中国电影的风采。本期“闽人智慧”就由专家来和读者聊聊福建剪纸的魅力——

福建剪纸：“花样”万千，山海情韵
□余卫平

本报讯（记者 李珂） 10 月 30 日，在福建省老科技工作者协
会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福建老年科技大学揭牌。

据介绍，成立福建老年科技大学既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有力举措，也是发挥老年科技人才优势推动
和促进老年群体科学素养提升的积极行动，将进一步提升老年人
科学素质，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高老年人应
对社会问题的能力，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今年，省老科协积极推动老年科技大学建设，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聚力开展以提升老年人科学素质为主体，以提升信
息素养和数字技能、科学健康素养为两翼的“一主两翼”老年科技
教育，举办基因与健康、甲状腺疾病如何防治等多场“科普大讲堂”
系列活动，并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省委党校、福建医科大学等的专
家教授现场授课，深受欢迎。

福建老年科技大学揭牌

本报讯（记者 林小端） 10 月 28 日，鹭江出版社、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和省闽台传统文化研究会在榕联合举办《福建传统漆艺》新
书品读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脱胎漆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郑修钤
等福建漆艺界专家学者 30多人参会。

品读会上，专家学者认为，作者林蔚文教授在 30 多年文献资
料积累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福建传统漆艺》，以丰富
的历史文献、现代考古发现和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结合有关漆器
藏品，对福建传统漆艺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和研究，是福
建传统漆艺理论研究领域新的重要学术成果。

据了解，《福建传统漆艺》全书约 40 万字，另附 500 余张照片，
对福建古今漆艺的发展历程作了较为详细系统的论述，通过现
代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考证，将福建漆器出现的历史提前到战
国时期。对福建古代漆树的种植历史，清代脱胎漆器寻根溯源，
福建传统漆器的制作技法、装饰纹样与器形分类等专业问题，本
书都有详细论述。在文化理论研究领域，一些论述具有拓展性理
论创新。

《福建传统漆艺》新书品读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林霞） 记者昨日获悉，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
物技术研究所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科技创新团队联合中国农科院
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厦门大学和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等单位，
基于水稻超级泛基因组挖掘出了调控耐热和产量一因多效的新
基因 TTL1。

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在植物学综合性学术期刊《植物学报》上在
线发表。

全球温室效应导致的极端高温天气现象，给粮食安全和农业
生产构成严重威胁。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容易
受到高温的影响，造成歉收或绝收。鉴于恶劣高温天气剧变对水稻
生产的巨大影响，挖掘调控水稻耐热同时兼顾产量的优异基因资
源具有重要意义。

“超级泛基因组是整合了稻属群体水平的高质量基因组序
列，提供了更全面的遗传变异信息。我们利用全球水稻微核心种
质资源构建的水稻超级泛基因组结合多组织转录组数据解析了
一个同时控制热响应和粒长的数量性状位点（QTL），并成功克
隆到一个具有一因多效性的基因 TTL1。”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王
锋研究员说。

据了解，TTL1 的功能缺失增强了水稻对热胁迫的耐受性并
增大粒型提高了产量。对现有水稻种质的基因组进化分析表明，
TTL1 在籼稻和粳稻亚种的驯化过程中受到选择，对其他主要的
耐热性调控因子和粒型基因具有加性效应，携带 TTL1 优异单倍
型和目前克隆到的耐热基因优异单倍型组合更加耐热。

王锋说，TTL1 基因的发现为改良水稻的耐热性提供了新的
位点。利用 TTL1 基因可以开展针对高温胁迫的分子设计育种，培
育出更耐热的水稻品种。这有助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
造成水稻产量和品质降低的问题。同时，TTL1 基因具备高产量特
征，且和其他产量主效基因具有累加效应。通过分子标记聚合这些
位点可改良水稻的产量，提高农田的生产效益。

据介绍，TTL1 基因同时兼顾耐热与产量特性，为水稻分子设
计育种提供优异基因资源。而随着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发展，研究人
员可以利用 CRISPR/Cas9 等工具，直接对 TTL1 基因进行精确的
编辑和改良，加速培育出具有耐热性和高产量特征的新品种，从而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提高水稻的产量和适应性，实现更高
效、可持续的水稻育种和农业生产。

基于水稻超级泛基因组

我省新挖掘出育种优异基因资源

本报讯（通讯员 陈培源 林志伟） 南安市第二届工艺美术现
场设计创作大赛日前举行，共吸引 35名工艺能手参加。

为期 2 天的创作大赛涵盖木雕、陶瓷雕塑、木偶头雕刻、砖雕、
锡雕、影雕、漆线雕、竹编、花画、铝板画等 10 多个艺种。参赛选手
中年龄最大的 74 岁，最小的 25 岁，既有身经百战的各级工艺美术
大师和名人，也有默默坚守传统手艺的艺人工匠。

泉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旨在深入
挖掘优秀工艺美术人才，催生人才队伍创新活力，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推进传统工艺美术高质量传承发展，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南安举办工艺美术现场设计创作大赛本报讯 （记者 王敏霞 通讯
员 林锦鑫 张茂霖 谢佩龙 文/图）
经过 11 天的激烈角逐，10 月 31 日
晚，晋江 2023 年国际大体联足球世
界杯在决出男、女冠军后落下帷幕。
北京师范大学队夺得女足冠军，巴
西保利斯塔大学队捧走男足冠军。

本届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女
子冠亚军争夺战在北京师范大学队
与巴西保利斯塔大学队之间展开。
双方鏖战 120 分钟以 2∶2 战平。通过
点球大战，北京师范大学女足以总

比分 7∶6险胜对手夺冠。
“我们做好了踢 120 分钟的准

备，也做好了点球大战的准备。夺冠
的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 12 年前。”
北师大女足主教练毕妍赛后说。

在 2011 年深圳大运会上，毕妍
帮助北师大女足以 2∶1 战胜日本队
夺得冠军。12 年后，她以主教练身
份再次带领球队站上世界大学生足
坛的最高领奖台。

男子决赛，巴西保利斯塔大学
队也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 7∶6

击败乌克兰国立经济贸易大学男
足，夺得冠军。代表中国参赛的河海
大学男足则创造了中国大学男子球
队在大体联足球世界杯上的最好成
绩，最终获得第 8名。

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是国际
大学生体育联合会重点打造的足球
赛事，也是全球大学生足球比赛的最
高等级赛事。本届比赛，来自五大洲
的 20支球队奉献了 46场精彩对决。

下一届国际大体联世界杯将于
2025年在中国大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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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晋江20232023年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闭幕年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闭幕

著名足球教练米卢蒂诺维奇著名足球教练米卢蒂诺维奇（（中白衣者中白衣者））与北师大女足一起庆祝夺冠与北师大女足一起庆祝夺冠。。

本报讯（记者 施辰静 文/图） 中国女足正
在厦门参加巴黎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同
期，全国性乡村校园女足联赛——第二届“追风
联赛”总决赛也在鹭岛上演。10 月 29 日，重庆石柱
县三河镇小学女足队夺得本届总决赛冠军。

“想看到大海、想拿冠军，也想成为最佳射
手！”来自重庆石柱县的女孩王若蓝在厦门一举
实现了自己的三个愿望。决赛中，她所在的重庆
石柱县三河镇小学女足队击败了贵州大方县元
宝小学，第一次夺得全国冠军。作为前锋的王若
蓝也以 11粒进球荣膺总决赛“最佳射手”称号。

“追风联赛”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位
共同主办，本届联赛吸引了全国 60 余支“追风计
划”乡村校园女足扶持项目支持的球队参赛。经过
152场片区赛的争夺，来自云南、江西、新疆等 10个
省（区、市）的 12支乡村校园女子足球队脱颖而出，
齐聚鹭岛角逐全国乡村校园女足的最高荣誉。

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中国女足名宿王丽平
和范运杰也亲临赛场助阵，为孩子们开球和颁
奖。参赛选手还前往厦门白鹭体育场观看了中国
女足与泰国女足的奥运预选赛。赛后，中国女足
队员来到“追风女孩”所在的看台前，用一句“加
油！追风女孩”，为孩子们送上鼓励。

题图：小球员们在比赛中争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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