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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烟台山逛逛去！”如今，在福
州，不时逛逛闽江之畔的仓山区烟台山
成为一种新时尚。

今年初以来，仓山区深挖文旅资源
禀赋，结合主题教育，围绕机制创新、业态
培育、项目带动、品牌塑造、地标建设、展
会活动六个方面，做大做强文旅经济，全
力推动文化旅游工作高质量发展。2023
年前三季度，全区接待游客 827.75 万人
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33.9%；实现旅游总
收入76.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5%。

抓业态培育，点燃消费活力。围绕新
消费热点，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及产品供
给，在精品民宿、沉浸演出、温泉养生、水
上旅游等领域实现业态破零。如建成首开
君澜酒店·茉莉泉项目，打造引领福州的
温泉文化名片；做强文旅演艺项目“烟山

旧”沉浸式剧场，2023 年度共举办 140 场
演出，营收 137 万余元，获 2023 年福建省
数字文旅应用场景示范项目等荣誉。

抓重点项目，活跃文旅市场。推进梁
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建设，完成投
资 2.27 亿元。落地文体旅高质量产业项
目 5 项，其中闽菜博物馆项目完成投资
0.8 亿，打造中国首个闽菜主题博物馆。
此外，福州仓山区世界茶文化交流港项
目计划投资 10 亿元，将搭建茶文化与海
丝沿线国家对话、交流、互鉴的平台。

抓品牌打造，推动产业融合。仓山区
互联网小镇获评福建（福州）短视频直播
产业基地；山海恒达标本观光工厂获评
2023 年福建省金牌观光工厂。福州和声
钢琴股份有限公司、宝宝巴士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飞客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企

业获评福建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抓地标建设，释放经济活力。烟台山

商业漫步街区举办第三届烟台山国际文
化艺术节、两周年庆典、烟山品牌日等活
动，吸引客流 1110 万人次，销售 4.29 亿
元。完成江心岛整体提升工作，举办爱情
岛 (江心岛)七夕全面开岛等系列活动，
塑造“爱心长廊”“多国语言表白墙”等网
红打卡点，打造全国首个爱情岛屿 IP。

抓活动策划，推动提质增效。精心举
办“庆元旦 迎新春”焰火秀、花朝节、青
少年歌手大赛、烟台山街头文化艺术节
等 247 场“闽江之心”系列文旅活动，吸
引 游 客 1110 万 人 次 。举 办 和 配 合 举 办
2023 中华龙舟大赛（福建·福州站）、福
州马拉松等大型体育赛事活动，集聚人
气，带动文旅消费。 （仓萱）

仓山：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加快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里每周六早上会给大家发免

费的爱心早餐，平时累了也可以进来

坐坐，喝喝水，充充电，歇歇脚。”12 月

16 日一早，在浦城县党群服务中心“暖

蜂驿站”，美好生活社工服务中心的社

工们一边忙着发放爱心早餐，一边向

过往的外卖小哥、出租司机介绍着“暖

蜂驿站”。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不断壮大，成为服务居

民生活、助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为

进一步做好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服

务工作，浦城县委组织部牢牢把握主

题教育总要求，组织力量开展深入调

研，走进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等户

外劳动群体，听取他们的客观需求及

对于“暖蜂驿站”在规划布局、设备配

置、服务内容等方面的建议，坚持问题

导向、实践导向、需求导向，按照“就近

便民服务”的原则，利用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机关企事业单位闲置房屋、沿街

商户等资源，采用整合、改建、共建等

多种方式，在社区主干道、商圈、餐饮

聚集地等区域建成 7个“暖蜂驿站”。

“目前，7 个‘暖蜂驿站’正聚焦‘8+
N’的总体架构，不断完善服务功能。”

浦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显国说，各

“暖蜂驿站”在放置一批书刊、一套饮

水设备、一套充电设施、一批雨伞、一

个共享免费WIFI、一个共享微波炉、一

个志愿活动联系点、一个便民服务宣

传栏的基础上，还可以根据群众实际

需求，不断完善服务内容。

据悉，目前，该县还充分发挥起当

地小丹桂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美好生

活社工服务中心等社工机构力量，开展

“红色暖心 凝‘新’聚力”志愿服务活动

25 场次，服务群众 2500 余人；南浦、河

滨等街道还依托辖区内“暖蜂驿站”组

织开展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义诊服务、兴

趣课堂等活动 16场次，覆盖群众 800余

人次，进一步扩大了“暖蜂驿站”的影响

力和吸引力。同时，该县还将“暖蜂驿

站”作为重要宣传载体，及时公布医社

保缴纳、各类招聘信息、免费法律援助

等惠民政策和信息，当好政策解读“暖

心人”，不断提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

归属感、幸福感。 （邱春静 廖文慧）

浦城：“暖蜂驿站”温情守护

古街党旗红 温暖居民心
“现在走在这条街上，感觉就像徜徉于古建州的历史画卷

中。”近日，建瓯市芝山街道梨山社区老党员项官俊走在铁井
栏-紫芝街历史文化街区，不无感慨地说。

自铁井栏-紫芝街历史文化街区活化项目建设以来，芝山
街道把征迁租赁一线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课堂，结合学习弘扬
廖俊波优秀品质，在街区居民家门口讲政策、调纠纷，为群众答
疑解惑，提升了居民对街区改造的文化认同。

同时，发挥党员头雁作用，让党员干部做古街文化宣传员、
矛盾调解员、民情信息员，他们带头签订征迁租赁协议，主动调
解房屋排水、墙体渗水、业态经营等问题，让古街遍布“党旗
红”。目前，已为街区建设征迁 96 户、长短期租赁 138 户，收集街
区建设民情民意 160余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50余件，协助街区
举办大型活动 2场。

千年历史悠悠长，今日古城正风华。如今的铁井栏-紫芝街
历史文化街区正在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成为建瓯市对外一
张亮丽名片。

（叶世花 王喆宇） □专题

近年来，安溪县公安局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常态发力、铁腕
治水，形成“河长（各乡镇党政一把手担
任）＋警长（各派出所主要领导担任）”的
河湖治理格局，擘画出河清岸绿的生态
画卷。

联动巡查，织密守护大网，走出一条

“护生态、兴旅游”的发展之路。大坪乡很
多瀑布景点，因地处深山、无人管理，垃圾
遍地、杂草丛生，让美景“蒙尘”。“河长＋
警长”机制建立后，改变了无人过问的局
面。通过巡查，找到问题所在，建立了漂浮
物打捞工作制度，引导游客“留下记忆，带
走垃圾”。如今，大坪辖区景点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游客如织。
强力治理，筑牢铜墙铁壁，走出一条

“抓生态、兴农村”的特色之路。“拆除！”11
月 3 日，在安溪湖头镇西溪流域，随着“河
长”的一声令下，河道上最后一处违章搭
盖物被拆除。在“河长＋警长”机制保障
下，安溪县公安局强力治理乱占、乱建、乱

堆、乱采等现象，保护生态环境，助力乡村
振兴。

在安溪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牵头下，
“河长＋警长”机制运行有序、成效显著。
今年来，共清理“乱占”383 平方米，取缔

“乱采”6 处，整治“乱堆”52 立方米，拆除
“乱建”40 平方米，打捞河面垃圾 256 平方
米 ，发 放 宣 传 材 料 3242 份 ，劝 导 钓 鱼 57
起，查处电鱼 4起，劝导野泳 21起。

（黄朝宏） □专题

福建安溪：“河长＋警长”擘画河清岸绿生态画卷

19 日，唱作人万妮达回到家乡福州，助阵福建的新春特别节
目《福气超人——2024 新春超有福气夜》。这是她继 2021 年之后第
二次参加福建春晚团队的节目录制。

相较于往年的舞台晚会录制，在户外街头实景拍摄，唱跳表
演自己的原创歌曲《七溜八溜 WAIYA》，万妮达表示，这样的体
验特别有新鲜感，“而且是有剧情的拍摄，很好玩，期待成片”。

《七溜八溜 WAIYA》于今年 11 月发布，连万妮达自己也没想
到，这首几乎全曲由福州方言演绎的歌曲，不仅红遍福州街头巷尾，
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共鸣与模仿，被各地粉丝称为“循环魔曲”。

“2019 年开始，我就特别有冲动想用福州话来做我自己的音
乐。”万妮达说，“其实用福州话唱嘻哈比较难，因为方言有它特定
的语音语调，要想把它转化成更有流行味道的音乐元素，我还需
要做一些研究。”

鼓山脚、南门兜、锅边当早餐、荔枝肉配糯米饭……这些极具
福州本土特色的代表性符号在“WAIYA”中一一展现，写出了万妮
达对于在福州“七溜八溜”的想象、理解和想念。“福州是一个特别
温暖的地方。去外地工作也好、上学也好，每次回来，我都觉得它
变得更漂亮、更美了；我想把这个城市的美好和好玩的地方介绍
给更多的朋友。”

据了解，万妮达本次参与录制的节目《福气超人——2024 新
春超有福气夜》由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省文旅厅、省广播影视
集团主办，将于 2024年 2月 8日（农历腊月廿九）播出。

用乡音创作个性流行音乐，唱作人万妮达说

福州是个特别温暖的地方
□本报记者 肖榕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15 日至 19 日，2023 年中国剧协“两
新”和青年戏剧人才培训班在晋江举办。省文联“十四五”时期“文
艺英才计划”戏剧类项目部分入选者，第五届福建省大学生戏剧节
剧目展演及全省大学生戏剧剧本征集评选部分获奖者，以及省内
戏剧院团和民间职业剧团的文艺工作者等近百人参加培训，并观
摩了第四届全国民营剧团优秀剧目展演的部分演出。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一级编剧陈涌泉在培训班
上作了题为《民营戏剧是繁荣戏剧事业的重要力量》的讲座。上海
戏剧学院教授李伟，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
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小菊，中国
剧协理事、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剧协副主席王红丽，天津市
剧协秘书长、一级编剧潘昱竹等专家分别就戏曲与新时代、现实主
义创作、戏曲创作的主题提炼、把握新时代文艺创作着力点等主题
进行授课。

中国剧协在闽举办
“两新”和青年戏剧人才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张辉）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我国首
批 789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其中福建 25处入选。

今年，国家林草局制定了《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认定暂
行办法》，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认定标准、评估程序、档
案信息、范围划定、命名规则等作出技术性规范。

首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分为珍贵濒危物种生存繁衍
区域、野生动物集群分布区域等六大类，分布在 31 个省份，覆盖
了 565 种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繁衍地、迁飞地，
涉及兽类 127 种、鸟类 339 种、两栖爬行类 62 种、昆虫 37 种。其
中，福建入选的 25 处栖息地涉及兽类、鸟类、昆虫等类型，栖息
着黄腹角雉、金斑喙凤蝶、中华凤头燕鸥、黑脸琵鹭、勺嘴鹬等
旗舰物种。

近年来，我省着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
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大量野生动物栖
息地纳入保护范围。目前，全省共建立自然保护地 358 处，保护了
全省 8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各类典型生态系统、
植被类型。

我国首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发布

福建25处入选

15 日至 17 日，福建省漳州体育训练基
地成立 50周年暨弘扬女排精神座谈会在漳
州举行。

福建漳州，被誉为中国女排的“娘家”。
中国女排 49 次来此屯兵苦练，从“三连冠”
到“十冠王”，经历了创业、辉煌、低谷、传
承、发展的过程，铸写了一部砥砺前行的奋
斗史。

2021 年 9 月，“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
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被纳入第一
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漳州体训基地
入选全省百个党史学习教育参观点。

守望 50 载，“娘家”与中国女排的不解
情缘，今天仍能激起无数人内心的共鸣，
凝聚起“学习女排、奋发进取、振兴中华”
的意志。

从“竹棚馆”腾飞
时光回溯到 1972年。那一年，中央提出

“足球、篮球、排球要在三至五年内达到一
般国际水平”的指示，国家体委（今国家体
育总局前身）决定在南方建立国内第一个
排球训练基地。几经考察，认为漳州“领导
重视，群众喜爱，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建
排球训练基地条件优越。

当时，漳州已是名副其实的“排球之
乡”，自清末开始就有打排球的传统，新中
国成立后当地一度有 800多支业余排球队，
涌现出张然、徐莲蒲、林亚鸣、郑宗源等一
批国手。

1972 年 冬 ，全 国 12 支 排 球 队 会 聚 漳
州，即将开始国内第一次排球大集训。训练
需要场地，当时建材匮乏，如何能在一个月
内完成前期建设任务？经过研究，漳州本地
产的毛竹被选为主要建造材料。当地组织
群众义务劳动，召集竹篾师傅日夜赶工，最
终仅用 23 天，就盖起一座有 6 块平整场地
的“竹棚馆”，并整修了附近 4 块室外训练
场地。

草创阶段的漳州体训基地条件十分艰
苦。所谓“竹棚馆”，以竹竿为架，“谷笪”（一
种竹篾席）、油毛毡为顶，馆内地面由黄土、
石灰、盐水三者合一（俗称“三合土”）夯实
而成。当时，运动员住的是木板房，前往“竹
棚馆”要爬过古城墙，经过连片的农田、积
粪坑。集训时，球队喝的水由驻漳空军某部
用车到九龙江拉回。那时，各队每天训练时
间长达 8 到 10 小时，一天要换好几套衣服。
碰上阴雨天，工作人员就燃起木炭、架起竹
笼，连夜把几十件球衣烘干。

如今，“竹棚馆”早已不在，但老一辈
人仍记得“竹棚馆”内张贴的口号：“滚上
一 身 泥 ，磨 去 几 层 皮 ，苦 练 技 战 术 ，立 志
攀 高 峰 ”“ 苦 练 三 五 年 ，打 败 日 本 南 朝 鲜

（韩国）”……

铭刻的深情
1984 年 7 月，为纪念中国女排荣获“三

连冠”，漳州市中心矗立起一座由中国女排
塑像、丰碑和拼搏壁画组成的“三连冠”纪
念碑，激励女排再创辉煌；同年，为了给女
排提供更好的条件，体训基地的员工们把
积攒盖职工宿舍的钱捐出来，建成了女排
运动员宿舍“冠军楼”。

为适应现代化训练需求，漳州随后在
市中心留出 50 亩用地作为体训基地北区，
并于 1986年开始兴建中国女排腾飞馆及生
活配套设施。因当时“三材”价格一路上扬，
资金出现缺口导致工程停滞。

1992 年，中国女排在巴塞罗那奥运会
上发挥失常，仅获第七名。但漳州人没有忘
记女排，始终念着如何更好地保障球队的
训练。

“漳州是中国女排腾飞的地方，中国女
排的名字已同漳州紧紧联系在一起，女排
的光荣也是漳州人民的光荣……”同年，漳
州市委、市政府决定集资 500万元加快腾飞
馆建设，发出“人均捐赠一元钱”的号召，以

激励女排姑娘不气馁、再腾飞。
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工厂，从成人

到孩童，依着这份特殊的感情，漳州人民迅
速自筹 420 万元，市直国有企业分担 80 万
元，补齐了资金缺口。1994 年，工期长达 8
年、总投资 1900 万元、占地 4800 平方米的

中国女排腾飞馆终于落成。
在漳州中国女排精神展示馆中，展示

着 5 张魏步强老人的捐款凭证。当年，他的
月工资仅为 32 元，却毅然捐出 10 元。正是
有许许多多像魏步强这样关心女排、热爱
女排的“娘家”人的支持和鼓励，经历低谷

的中国女排才能一次次重新跃起。
2005 年 5 月，华安县先锋希望小学条

石结构的教学楼因年久失修，被鉴定为危
房。当时正在漳州集训的中国女排听闻后，
慷慨解囊捐出 20 万元援建新的教学楼。学
校也因此改名为“中国女排华安县先锋希
望小学”。

保障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我们将永远记住漳州人民对中国女

排的特殊感情，特殊理解，特殊支持。”这是
中国女排宿将和前主教练郎平在漳州有感
而发，写下的一句话。

自 1976 年中国女排在漳州重新组建
后，她们每次大赛前都将漳州作为最后的
强化训练营地。这里也是最早、持续时间最
长的中国女排训练基地。

2017 年 10 月，漳州体训基地改造提升
项目正式启动。中国女排腾飞馆重新装修，
同时新建一座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的中
国女排公寓。目前，漳州基地占地 83 亩，分
为南北两个区，场馆包括中国女排腾飞馆
及附属馆、中国女排训练馆等三座训练比
赛场馆，共计 14 片排球场地及 2 个身体素
质训练房。基地内还新建了 4片沙滩排球场
和理疗康复设施等。

全新升级的中国女排公寓由原来的三
层小楼，摇身一变为 15层现代化高楼。走进
女排公寓，几乎所有设施都依照队员的身
材比例量身定制。睡眠舱、冷疗舱、微压氧
舱、冷热水池等设施，可以让队员在高强度
训练后放松身心，加速血液新陈代谢，减少
炎症的发生。

“队员的伤病主要是由于高强度训练
引起的，伤病部位较深、积累时间较久，光
靠推拿或针灸等传统治疗手段难以缓解，
所以需要依靠电疗、激光、超声波等技术手
段穿透直达伤病部位，加速血液代谢，消炎
止痛。”基地康复师李梁裕向记者展示了治
疗伤病所使用的先进设备，包括可促进骨
折后愈合的磁疗仪器。

运动员在基地内生活的点点滴滴，无
一不形成闭环。据介绍，训练馆中有一台身
体成分分析仪，用于采集体重、身高和生物
电阻抗测量的结果并推导出相应参数，教
练组可据此确定队员的能量消耗和能量储
备，更好地为每个人设计差异化的营养、训
练和康复方案。

“曾经，女排队员和我一般大，如今换
了一批又一批队员，现在的女排姑娘就像
我的孩子一样。”面点师梁明琴已在基地后
厨忙活了 33 年，每逢女排回“娘家”集训的
日子，她总要记下队员们的生日，为“寿星”
们提前准备生日蛋糕。

“训练和比赛之余，她们的生活都很朴
素。看着队员们分享生日蛋糕，我们也为她
们的成长感到欣慰。”梁明琴说，中国女排
绝非顶着冠军光环高高在上的队伍，这些
孩子偶尔也会撒撒娇，请后厨师傅帮忙做
点家乡小吃。

放眼全国排球训练基地，漳州体育训
练基地的专业化保障程度已达到领先水
平。近年来，基地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体育
训练基地”“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集
体）”等荣誉。

2020 年起，漳州进一步实施“中国女排
娘家”基地项目。总体布局上，以女排精神文
化纪念轴、文体旅休闲绿带为骨架，形成“一
轴、一带、三片、多节点”的空间结构，努力打
造“四地一区”，即中国女排精神展示地、
中国女排训练首
选 地 、市 民 全 民
健 身 聚 集 地 、体
育旅游观光目的
地和全市文体旅
融合发展综合示
范 区 ，努 力 擦 亮
女排基地的体育
文化名片。

“娘家”与中国女排的半世纪情缘
□本报记者 杜正蓝 苏益纯

馆内有一面用奥运五环设计的签名排球墙馆内有一面用奥运五环设计的签名排球墙，，游客可以通过旋转每一游客可以通过旋转每一
颗排球颗排球，，看到中国女排每一位球员及教练员的亲笔签名看到中国女排每一位球员及教练员的亲笔签名。。 杜正蓝杜正蓝 摄摄

漳州中国女排精神展示馆漳州中国女排精神展示馆 杜正蓝杜正蓝 摄摄

新一批志愿者参观漳州中国女排精神展示馆新一批志愿者参观漳州中国女排精神展示馆。。 杜正蓝杜正蓝 摄摄

竹棚馆模型竹棚馆模型 杜正蓝杜正蓝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