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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泽贵 郭斌） 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上
周在厦门拉开帷幕。为配合本届展演，同时做热秋冬福建旅游市
场，厦门市文旅局日前发布“把厦门唱给你听”10 条主题旅游线
路，为游客提供“打开厦门”的新方式。

10 条主题旅游线路中，包含了“聆听鹭岛 乐赏好剧”“街头音
乐 文艺满城”“千年雅乐 古韵风华”“金鸡唱响 MV 同款”等线路，
串联起承办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的 5个剧场以及各景区景点、网红
街区、文化场馆等，既有城市文化地标，又有毗邻旅游景点的文化休
闲场所。主办方力邀海内外游客共享顶级音乐剧盛会文化大餐，领
略“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厦门和“海丝起点、清新福建”的魅力。

在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期间，厦门市还配套了城市快
闪、音乐剧主题海报巡展、主创见面会、高校“大师课”等近 40 场活
动，推动音乐剧走基层、进学校、入社区、进景点、进公共文化场馆，
把艺术与音乐、诗意和浪漫带给市民游客。

“把厦门唱给你听”
厦门发布10条主题旅游线路

本报讯（记者 庄严） 11日，福建省妇联系统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在福建开放大学启动。活动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举办，2000余名一线家庭教育工作者及万名家长同步收听收看。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家庭教育学
会原副会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第八届国家督学傅国亮
以《家庭教育的“道”与“术”》为主题，给全省家庭教育工作者和广
大家长带来一场指导性、可操作性都很强的专题讲座。

当天，省妇联与福建开放大学签订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年内将重点实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骨干培
育和家庭教育优质课程研发。

据了解，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深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福建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不断提升妇联系统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能力，推动构建家校社协同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启动

“自从家门口有了‘冠豸书屋’，我经常自己或
带孙子来看书，有时一待就是大半天。”10日，连城
县市民刘贵光说，这个“小型图书馆”离家近、开放
时间长，书籍种类也多，非常便民。

出门步行不超过 10 分钟路程，在县城的任何
一个角落，都能找到公益性“微型图书馆”。近年
来，在闽西革命老区的连城县，政府部门打造的

“10 分钟市民阅读文化圈”共享阅读平台，让越来
越多的市民爱上了读书。

2020 年以来，连城县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将建设城乡公益性书屋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通过把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打造、农家书屋改造提
升与县图书馆提档升级相结合，当地构建起“一馆
带 N 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将书屋统一命名为

“冠豸书屋”。
“冠豸山是本地知名的地标、历史上重要讲学

场所所在地，鼎盛时期山上有 10 多座书院。”连城
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傅晓冬说，书屋的命名
也寓意引导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养成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习惯。

截至目前，通过国有产权房屋和农家书屋改
造，连城县已建起 19 座“冠豸书屋”。为最大限度
地吸引和方便群众阅读，书屋选址均在贴近小区、
毗邻学校的交通便利场所。傅晓冬介绍，“10 分钟
市民阅读文化圈”已在城区实现，乡镇“冠豸书屋”
覆盖率已达到六成。

记者在当地“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旁的一座
“冠豸书屋”里看到，屋内桌椅、空调、饮水机等设
备齐全；通过智慧借阅系统，市民只需刷社保卡就
能进入书屋阅读或免押金借出图书；遇到老人、学
生扫码不便，值班的市民志愿者会主动帮助登记。

目前，“冠豸书屋”已让 25 万册书籍“走出”连
城县图书馆库房，“漂”向城乡各个角落。“这些身
边的‘图书馆’让人惊喜，我经常会来读一些文学
和历史读物。书屋里比较安静，每天都有很多学生
在这里复习、做功课。”连城县市民周静说，书屋是
人们实用的“充电站”和“精神粮仓”。

“‘冠豸书屋’是公共阅读空间，也是革命老区
红色血脉赓续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连城
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县里还依托

“冠豸书屋”常态化组织家庭亲子阅读、红色主题
阅读和“非遗进书屋”等活动 260多场。

据统计，今年初以来，连城县图书馆（含“冠豸书屋”）书刊外借
量为 19 万册，进入“冠豸书屋”读者数量达到了 14.5 万人次。明年
计划实现 17 个乡镇全覆盖，将进一步把“冠豸书屋”打造成有格调
的文化地标。 （据新华社福州11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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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雀啊！”在福安，上至耄耋老
人，下至花季少年，只要你说一句“好啊”，
对方多半都会对上一句“雀啊”。

这句源自婚礼的“喝彩”，已成为福安
人特有的浪漫。它的流行，离不开福安乡
情风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福安喜
娘。正是她们，用地道的福安话唱出了百年
琴瑟的甜蜜，传达着感恩、责任、包容、孝道
等中华传统美德风尚，也折射出“福山福地
好福安”的独特魅力与历史积淀。2022 年，
福安喜娘习俗被列为福安市第四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喜娘”有历史

喜娘，古称全福人，在福安俗称伴娘妈、
送嫁嫂或佬嫂。《福安熟语·婚恋篇》“佬嫂（喜
娘）佬嫂，袅袅娜娜”即是她们的生动写照。

古时，娘家人会在家族中挑选一名懂礼
节的好命人陪伴姑娘嫁到夫家，教她礼数和
结婚流程，于是便有了送嫁嫂这个角色。

到了现代，一对福安新人从相识相恋
到谈婚论嫁，要遵循所谓“三礼”，俗称小
定、大定、迎亲。

71 岁的郑秀容已入行 49 年，经历了福
安喜娘的种种变迁。

1998 年，福安还在流行轿子送嫁，但人
们早已不满足一成不变的传统喜娘角色。
郑秀容打破常规，使用手绢、扇子等道具以
才艺舞蹈的形式为婚礼助兴。

“那时候家人都劝我停止，我也听到了
很多质疑的声音，但还是坚持了下来。”郑秀
容笑着回忆。一时间，她的助兴表演在行业内
迅速传播开来，大家纷纷效仿，婚礼仪式因此
更加热闹、喜庆。这一舞，就是 25年。一次勇
敢的尝试，开启了福安喜娘 2.0时代。

婚俗有新风

“良辰吉日成新家，今日新妇来敬茶。
父母大人敬在上，媳妇拿茶敬爸妈。父慈子

孝传家业，忠厚持家彭彭起。媳妇敬茶有孝
心，相亲相爱一家人！”

这是一段新人向父母奉茶时的唱词。
福安喜娘文化发展至今，除了沿袭周礼，还
结合地域特色，教育新人学会感恩孝道。

郑秀容的侄女陈清玉入行已经快 10年
了。她刚开始当喜娘时，社会上对喜娘还有
一些偏见。为了适应越来越高的市场要求，
学有所成的陈清玉认为，应在婚礼中加入
更多中华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在福州等地
的学习及与各地同行的交流，陈清玉对喜
娘这个角色有了更深层面的理解。

“喜娘是新家庭的见证人，是整个婚礼
的策划者、执礼人。我们应该在仪式中传播
中华传统美德，阐述婚礼真正的意义，赋予

它更多文化内涵。”她说。
女儿出嫁时，喜娘在唱词中传家训、明

家规，引导新人拜别父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
恩。拜堂成亲时，喜娘告诉新人家庭经营之
道。闹洞房时，喜娘倡导文明游戏，适度从简。

“‘全家福安’‘美丽乡村’‘研究生’等
词语，现在都跟着时代的进步而融入了喜
娘的唱词。”陈清玉说，政策在变、思想在
变，我们不断学习流行用语，让喝彩致辞也
能与时俱进。垃圾分类、物理实验、拍短视
频等新的堵门游戏的出现，处处体现当代
年轻人文明节俭、绿色环保的婚嫁观，一点
一滴积累成婚嫁新风尚。

现在，陈清玉是福安市喜娘协会副会
长、市民俗文化协会会长，她主持的喜娘会

所每年带领喜娘团队主持上千场仪式，使
福安喜娘的“喝彩”文化从 2.0 升级到 3.0，
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尊重。

非遗有新态

富丽堂皇的花轿、制作精良的茶器、喜
气洋洋的灯笼……在陈清玉的喜铺中，婚
礼需要的各式物品一应俱全。趁着眼下的
淡季，她又忙着布置上新。

“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异地结婚，急需一
个临时拜堂的场所，我便萌生了布置一个
中式婚礼喜堂的想法。”陈清玉说，喜堂里
客厅、茶室、新房等分区清楚，可以为新人
提供一条龙服务。

她认为，福安喜娘的 4.0时代已经到来。
因为在福安，还有畲族婚礼、汉式婚礼等不
同形制的市场需求，喜娘要随机应变、细致
周到，才能走向更多元化、更广阔的市场。

“85 后”蒋小清是喜娘协会中的新人，
凭借着多年汽车销售的经验，拜师不久，她
就已毫不怯场。“丈夫一开始对喜娘行业还
抱着老观念，但他看到我身穿新式执礼服
装、大方地主持婚礼时，他就意识到福安喜
娘有了质的改变。”她说。

目前，福安喜娘协会每个月都会组织技
能培训，不久前蒋小清还跟着团队参加了福
建省喜娘文化交流会。会上，来自厦门、广
州、莆田等地的喜娘团队对喜娘 4.0 时代展
开热烈的交流，共话行业发展新模式。

年轻的形象、出众的气质、标准的普通
话，是新一代喜娘的优势。不少新人希望婚
礼在厚重的仪式感之外能更加轻松有趣，
为此，喜娘协会还提供喜娘们的照片、执业
视频等，供新人们挑选。

不仅婚礼，如今在福安，寿宴、乔迁、抓
周、成人礼、祭祀礼等，只要有喜事的地方
都有喜娘的身影。她们积极创新，服务范围
愈发广泛，用才情与智慧带动当地民俗庆
典与礼仪产业的发展，也为非遗传承树立
活态榜样。

福安“喜娘”：让好事“喜洋洋”
□本报记者 庄严 通讯员 雷津慧 丁立凡 文/图

9日和10日，由谭维维、喻越越领衔主演的第
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剧目《绽放》在鹭岛燃情
上演，近2000名观众共同度过了感动的夜晚。

《绽放》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云南丽江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为原型，讲述她帮
助 2000 多名女孩走出大山、圆梦大学校园的感
人故事。

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由文化和旅游
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18 部优秀音乐剧作
品 轮 番 亮 相 ，将 持 续 到 11 月 底 。图 为 谭 维 维
（中）和小演员们在《绽放》一剧中表演。

本报记者 林泽贵 摄影报道

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张桂梅为原型

音乐剧《绽放》在厦献艺在厦献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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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斌）“2023 世界闽
南语金曲颁奖盛典暨海峡两岸闽南语音
乐大奖赛”（以下简称“2023 世界闽南语
金曲盛典”）总决赛，11 日晚全网上线。海
内外嘉宾、演艺界明星等 800多人在厦欢
聚一堂，共同讲好闽南文化根植两岸、花
开全球的故事。

这场世界顶级闽南语音乐盛事诞
生了新一届闽南语歌王——来自新加
坡赛区的林健辉。福建赛区的黄桂恒和
中国台湾赛区的苏金羚分获亚军和季
军。此外，盛典还颁出 2023 世界闽南语
歌曲“十大金曲奖”“最佳文旅金曲奖”

“最具潜力奖”“最佳创意奖”“最佳原创

奖”等奖项。
“2023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在全球设

立中国福建大赛区、京津冀大赛区、大湾区
大赛区、长三角大赛区、台湾地区大赛区、
东南亚大赛区、欧美大赛区等七大赛区，自
今年 6月启动后共吸引 1万多名选手报名。
经过 60多场比赛的层层选拔，10名选手入

围总决赛。
据了解，中国音协副主席戚建波等

资深音乐人组成了总决赛评审团。评委
们表示，比赛不仅展现出闽南语歌曲的
魅力，也让人感受到闽南文化的蓬勃生
命力。

据主办方介绍，“世界闽南语金曲盛
典”旨在搭建一个立足海峡两岸、辐射全
球的音乐平台，树立闽南语音乐文化标杆
品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助力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同时在世界舞台上
讲好闽南故事、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
更好地走向世界。

树立闽南语音乐文化标杆 助力两岸文旅融合发展

“2023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举行

陈清玉（左三）和喜娘们布置喜堂。

11 日，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男子
双打决赛中，厦门队的林祥毅/马尚以 2∶0 战胜济南组合徐化雨/
张坤重，夺得冠军。图为林祥毅（左）/马尚庆祝胜利。 新华社

学青会羽毛球男双闽将夺冠（上接第一版）华灯璀璨，清音流淌，“多彩
闽茶·香约英伦”——中国（福建）工夫茶会
徐徐开启。

华祥苑茶业海外中心负责人萧曼灵，
伴着舒缓悦耳的中国传统民乐，展示福建
工夫茶冲泡技艺。她面含微笑，烫杯温盏，
投茶冲泡，出汤分茶，动作行云流水般娴
熟。现场，中英嘉宾围成一个半圆，目不转
睛地欣赏茶艺。

“未尝甘露味，先闻圣妙香。”一盏清香
隽永的铁观音，顿时化解了初冬雨后的清
寒。英国的嘉宾双手执杯，细品慢啜。兰香音
韵，沁人心怀。岩茶的“岩骨花香”，正山小种
的“松烟香，桂圆味”，花茶的鲜灵馥郁，无不
令人惊艳。“It’s a nice day!”（这真是美好的
一天！）一位英国嘉宾兴奋地说道。

这 是“ 闽 茶 海 丝 行 ”第 二 次 来 到 英
国。2017 年 2 月 20 日，“闽茶海丝行”西欧
站在伦敦启航。多彩闽茶，两度“茗”扬英
伦 ，延 续 了 中 英 两 国 400 多 年 的 茶 缘 。既
是 中 英 茶 文 化 的 对 话 ，也 是 中 外 文 明 的
交流互鉴。

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文化不同，
但两国人民对茶的爱好却完全相同。“借
活动的契机，以茶为媒，为爱茶的两国人
民 搭 建 起 合 作 桥 梁 ，让 百 年 历 史 的 中 英
茶 叶 贸 易 在 新 时 代 焕 发 新 活 力 ，让 闽 茶
的茶香、茶韵、茶文化，在英伦香飘四溢、
走进万户千乡。”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
包玲说。

茶解乡愁，品茗叙乡情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祖籍福建惠安的朵
拉谈及武夷岩茶曾说：“这熟悉的香气与滋
味就是小时候喝过的茶。这种感觉，就像说
闽南话，即便不常说，但只要一到闽南，就如
同条件反射一般，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2023 年“闽茶海丝行”走进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不论是海丝行代表团成员还是参
与活动的当地闽籍乡亲，都感到无比亲切。
10 月 29 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闽茶传韵·中
马情深”马来西亚站活动暨“闽茶—中国工
夫茶道”茶会及 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闽茶
工夫·香飘狮城”新加坡站活动暨中新茶文
化论坛上，嘉宾、茶友们喝的是福建茶，耳
畔充斥的是闽南话、福州话或夹杂着浓浓
福建口音的普通话。

马来西亚站活动，以茶会的形式进行，
现场共布 18 席，中马两国茶艺师皆以工夫
茶道泡饮闽茶。砂铫，烘炉，孟臣壶，若深
瓯，小壶或盖碗泡茶，小杯啜茶，共叙乡情，
其乐融融。

“我的祖籍在永春，见到这么多从福建
老家来的朋友，在吉隆坡相聚，还一起喝闽
茶，喝老家的茶，真是分外亲切！”马来西亚
茶业公会会长陈祈福说。

中新茶文化论坛现场，设福建品牌茶
企展示区，乌龙茶、红茶、白茶、茉莉花茶，
争芳斗艳。

“‘赛珍珠’（浓香型铁观音）很好喝噢！
味道非常正宗！”

“茉莉花茶好香哟！花香是可以喝的，
又好闻，又好喝！”

“岩茶的火焙得很到位，香气、口感都
相当好！”

……
活动还没开始，展台前就被围得水泄

不通，热烈的氛围感拉满。安溪、南安、永
春、漳州、厦门、福州……这些祖籍来自福
建各地的华人华侨，见到家乡人，听到家乡
话，喝到家乡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

茶香袅袅，乡情浓浓。一壶工夫茶，是
海内外福建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这是自 2016 年“闽茶海丝行”首航以来
第四次来马来西亚、第二次来新加坡，福建
与东南亚地区的深厚茶缘可见一斑。可以
说，这既是一次闽茶推广之旅，也是一次

“探亲”之旅。

双向奔赴，圈粉全世界

此次“闽茶海丝行”活动期间，又有 3个
“闽茶文化推广中心”正式入列。

欧洲福建侨团联合会英国主席团、马
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新中文化教育交
流中心等闽籍华人华侨社团、机构，将整合
当地优势资源，以商业为纽带，以“合作共
赢，互惠互利”为前提，肩负起闽茶推介与
茶文化宣传的重任，将推广中心打造成闽

茶产品、闽茶文化的展示窗口及闽茶外销
的“桥头堡”。

截至目前，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已先后
在亚洲、欧洲 14 个国家和中国香港特区设
立了 16 个境外“闽茶推广中心”，辐射全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敬一杯闽茶。

此外，华祥苑、八马、日春、品品香、武
夷星、永生、正山、闽榕等福建品牌茶企代
表，还同英国、马来西亚的经销商签订了经
贸合作协议，携手开拓优质生态闽茶海外
消费市场，圈粉全世界。

跟中国打了 20多年交道的英中商业发
展中心主席约翰·麦考林说，中国人在许多
重大会议或活动中都会喝茶。喝茶有益身
体健康，也有利于缓解紧张的情绪。现在，
喜欢喝红茶的英国人，也开始尝试其他茶
类，如具很好抗氧化效果的绿茶、馥郁的茉
莉花茶等等。“我很喜欢包括茶在内的中国
文化，我也很愿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认识
中国茶。”他说。

在走访伦敦当地茶叶消费市场过程
中，“闽茶海丝行”代表团了解到，除红茶
外，英国民众对茉莉花茶、白茶、乌龙茶等
福建特色茶类认知度颇高，因而在英国乃
至欧洲，闽茶市场空间广阔。

“五年内，我一定要把店开到伦敦！”品
品香茶业董事长林振传自信地说。闽茶在英
的市场潜力，令茶企代表们信心大增。他们
下一步计划在伦敦，以自营或抱团开店的形
式，将多彩闽茶及中国茶文化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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