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和强县建设示范
县评定结果公示，福州市仓山区上榜。短短一年时间，仓山区
便实现从“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到“国家知识产权
强县建设示范县”的华丽蝶变，这得益于仓山区结合开展主题
教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指导实践，推动主
题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

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格局基本形成。目前，仓山区有效
发明拥有量 3643 件，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 1786 件（占福州市
18.49%），仓山区专利授权量达 4764 件（居全市第二），发明
专利授权量占福州市 14.15%。同时，培育了一批具有知识产
权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全区共拥有各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
企业 158家，其中国家级 26家、省级 73家、市级 59家。

高效益知识产权运用持续推进。2023 年 3 月，仓山区揭
牌设立全省首家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工作驿站，通过开展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行动，引导银企对接，先后帮扶 33 家

企业获得专利权质押贷款 4.87 亿元。同时，积极推广知识产
权侵权责任险等保护类保险，引导 90家企业为 830 件专利投
保，保障金额达 1428万元，投保企业数位居全市第一。

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基本成型。仓山区市场监管局认真
组织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雷霆”等专
项行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该局查处的侵犯“冰墩墩”奥

林匹克标志专用权案件，入选于 2023年 4月 26日世界知识产

权日公布的2022年度地理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特殊标志和官

方标志行政保护典型案例，是福建省唯一入选案例。

高水平知识产权服务不断推进。自 2019年率先成立福建

省知识产权局“知创福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南台岛工

作站以来，仓山区又陆续成立了金山工业园区工作站、橘园

洲创意园商标品牌指导站等，全区共拥有各级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网点 8家，环南台岛知识产权服务网点“灯带”基本形成。

（仓萱 马静）

仓山：加大知识产权强区建设 赋能高质量发展

2日，位于福州市长乐区古槐镇的洋下村锣鼓喧天，村里新建成的硬件设施
可媲美城市剧场的文化艺术中心正式落成。

洋下村文化艺术中心由 300 多名乡贤、村民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捐资约
2200万元建设，占地约 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3600多平方米，采用城市现代
剧场的架构设计，共有 500个观众席。剧场墙壁上，张贴着用红底金黄大字书写
的捐献者光荣榜，前来贺喜的乡亲们脸上写满了自豪。

据了解，该村常住人口约 7000人，旅居海外约 3000人，是个名副其实的侨
乡。村党委书记张宝通介绍说：“以前多是返乡人请戏给家乡人看，现在文化
艺术中心落成了，轮到家乡人请戏给返乡人看，游子们从此可以畅享家乡的
新春大戏。”

走进剧场，上下三层的空间格外大气，主舞台面积 127平方米，专业的音控
室等设施一应俱全。演员的化妆间有超过20个席位，还配有专用的卫生间。捐献
者代表张春枝说：“这里拔地而起的不仅是洋下村的文化地标，以后更将成为洋
下村人的精神家园。”

1日晚，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在洋下村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大破天门阵》，拉开
“乡村戏台 百姓乐园”福建戏曲迎新春走基层系列演出的大幕。前来观摩的省戏
剧家协会主席吴新斌认为，洋下村文化艺术中心的建设规格远远超出想象。

“这么现代化、专业化的剧场在我省农村早已不再是个例。乡村振兴带来的
时代巨变，不只表现在物质水平上，还体现在精神生活层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延续和传承。”吴新斌说。

新闻链接>>>

村里有了文化艺术中心
□本报记者 陈尹荔

2023 年 12 月 29 日，北京国家大
剧院，2024 年新年戏曲晚会在此精彩
上演。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群
众欢聚一堂，一起观看演出，喜迎新年
的到来。

作为我省唯一入选节目，现代高
甲戏《围头新娘》晋京献演。这部由泉
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创排、源自真实
两岸故事、演绎两岸同胞数十年“双向
奔赴”的现代剧目，在首都舞台上一亮
相，就引得满堂彩。

呈现两岸融合发展画卷

“参加如此高规格、高层次的演
出，在高甲戏剧种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对于《围头新娘》这个剧目来说，是一
次难得的打磨提升的机会。”1 日，从
北京率队归来的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
心主任周杰俊说，这是泉州高甲戏第
一次亮相新年戏曲晚会舞台。

今年的新年戏曲晚会名家荟萃，
15 个参演作品中，传统剧目和新创佳
作交相辉映，展现新时代戏曲艺术传
承发展的繁荣气象，唱响逐梦新征程
的 时 代 凯 歌 。为 了 凸 显 地 方 剧 种 特
色，泉州高甲戏传承中心精心挑选了

《围头新娘》中“海上婚礼”选段。
“这是一场非常有代表性的选段，

戏剧情节丰富动人、舞台氛围热闹温
馨，融合了闽台两岸文化风貌、民俗风
情，不仅剧种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
郁，还以完美的舞台呈现，展示了两岸
融合发展的美丽画卷。”周杰俊说。

为了拿出最佳效果，80 多人的演
出团队提前半个月就进京筹备彩排。

“很多体现泉州特色的道具，像彩扎
花灯、漆篮、簪花围、惠女服饰等，我
们都是从泉州带去的。”周杰俊说，在
排演过程中，晚会总导演郭小男为了
更好地呈现地方特色，还特地调整了
舞台吊景，展示泉州纸扎花灯。《围头
新娘》也成为整场晚会中唯一启用舞
美吊景的剧目。

一同参演 2024 年新年戏曲晚会
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说，高甲戏
有 300 多年历史，给广大观众扎下了
艺术的根芽。他听说高甲戏今年要来
北京演出，特别预祝剧团在京演出成
功。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评价高甲
戏“非常有特色”，也期待下一次看到
全本的《围头新娘》。

《围头新娘》的演出之所以反响热
烈、好评如潮。在周杰俊看来，一是因
为两岸题材的故事“接地气”——剧中
的人物、桥段都有原型，编剧、导演等
主创力求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
作，使剧情十分打动人；二是因为高甲
戏是闽南语方言区最主要的戏曲剧种

之一，首批入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剧目呈现的闽南语、乡土气息、风
俗人情以及表演程式、唱腔曲牌，都为
两岸民众所喜闻乐见。两岸一脉相承
的文缘，在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此外，高甲戏在全国 348 个地方
剧种中特色显著，因而，当现代题材用
闽台两地最具共鸣的艺术形式在全国
舞台上展现时，就成为突破地域的文
化符号，得到广泛而深沉的情感共鸣。

大小舞台上打磨三年多

《围头新娘》讲述了与金门隔海相
望的泉州围头村从“炮战第一村”发展
成“两岸通婚第一村”的故事。该剧以
实现两岸通邮、通商、通航，再到通婚、

通水为背景，描述激荡在围头的两岸
婚恋热流，两岸人民从“冤家变亲家”
携手共建家园的传奇。

在进京演出前，《围头新娘》已经
创排、打磨了三年多时间。该剧曾入选
2021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福
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剧目。

不过，在此之前，剧团已经多年没
有创排过现代戏了。因而，从立项之
初，省市各相关部门都非常重视，请来
了全国和省里的导演、编剧等名家担
任主创团队，遵循“守正创新”艺术创
作原则，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也是
举全团之力来打造这部戏。

从 2021 年 11 月泉州市第 34 届戏
剧会演首演至今，《围头新娘》已演出
80 多场。“我们既在全国地方戏剧展

演、泉州市戏剧会演等大舞台上演出，
也在村镇街道和没有布景的舞台上演
过，都是为了磨戏。”周杰俊说，泉州是

“闽南戏窝子”，大家都铆着一股劲，一
定努力把这部戏打造成一个能够代表
泉州、反映时代的精品剧目。

文化使者促进两岸交流

构思之初，《围头新娘》就立足于
传递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主创
团队多次到围头村采风。“整部戏以送
炮弹、送婚姻、送水为线索，这也是两
岸同胞往来越来越频繁的写照。”周杰
俊说。

作 为 两 岸 文 化 交 流 的 重 要“ 使
者”，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参与过很
多两岸交流的“重要时刻”：2000年，剧
团与金门高甲戏赴福建观摩团举办高
甲戏艺术表演座谈和表演观摩交流；
次年，应金门城隍庙管委会邀请，剧团
一行62人由厦门和平码头直航金门演
出，成为大陆首次直航金门的文艺表
演团体；2006年，该团又直航澎湖参加

“泉州文化周”；2008年，剧团随泉州天
后宫到台湾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巡
演……

“台湾的观众和戏迷就像家人一
样，他们会专车跟着剧团辗转多地追
戏，那真是发自骨子里的喜欢。”周杰
俊说，甚至还有台湾戏迷让自己的孩
子认主演为“干爹”“干妈”，后来成了
常来常往的“亲家”。

《围头新娘》进京展演的消息，让
身在围头村的“故事原型”心潮澎湃。
围头村现有 148 对“两岸婚姻”，包括
138 位“ 围 头 新 娘 ”和 10 位“ 台 湾 新
娘”，被誉为“两岸通婚第一村”。在这
里，两岸一家亲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案例。

“围头新娘的故事登上国家大剧
院舞台，也是我们的骄傲。现实生活中
的‘围头新娘’，早已成为两岸民间交
流的纽带。”围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洪水平说。

近年来，泉州做好“通、惠、情”三
篇文章，积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围头新
娘”洪玉婵说，泉州向金门供水工程通
水 5 年多了，“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
水”从愿景变成现实。不远的将来，希
望两岸能通电、通气、通桥，从“一日生
活圈”变成“半日生活圈”。

“我们会继续打磨提升《围头新
娘》，等到合适时机，要把这部剧带到
台湾去，给更多的台湾同胞看。”周杰
俊说。作为著名戏剧导演，郭小男说，
相信高甲戏通过这一次的闪亮登场，
将会走得更远。

“南师奔塞北，粉黛英姿胆气豪；兵锋指幽燕，扫
穴雷霆奏凯歌。”1 日晚，福州市长乐区古槐镇洋下
村，村里的文化艺术中心座无虚席，连走廊都挤满村
民。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在这里火爆开演传统经典闽
剧《大破天门阵》，引来全场观众阵阵喝彩。

当晚，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旅厅主办的“乡
村戏台 百姓乐园”福建戏曲迎新春走基层系列演出
在全省各地同步启动。乡村戏台，锣鼓激越，台上演
员演得投入，台下村民看得入迷。

“省实验闽剧院作为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
院团和省属院团里唯一的地方戏院团，每到节假
日，都是我们演职人员最忙碌的时候。”省实验闽剧
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文华表演奖和梅花奖得主
周虹告诉记者，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能为基层
老百姓送上文化大餐，看到他们的笑脸，听到他们
的掌声，感受到他们的欢乐，“我们的一切辛苦都值
得，都开心”。

结束洋下村的演出，演职人员共同拆台装车，4
辆货车、1 辆大巴、1 辆中巴驶回省实验闽剧院已是
凌晨。2 日他们又赶赴长乐区鹤上镇下余村，为当地
村民带去经典保留大戏《梅玉配》。

不只在长乐区，元旦当天，福州闽剧艺术传承
发展中心在永泰龙岩寺演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大
戏——闽剧《过崖记》，省莆仙戏剧院有限公司在莆
田市荔城区黄石镇上演《三姓奇缘》，云霄县潮剧传
承保护中心在云霄县下河乡凤兴村演出潮剧经典折
子戏专场……

此次福建戏曲迎新春走基层系列演出，将从元
旦延续到 2 月 24 日（农历正月十五）。55 天里，我省
将发动组织各类戏曲艺术表演团体走进广袤田野，
为乡村群众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经典大戏、新
创剧目、新编小戏以及有丰富戏曲元素的综艺演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丰富节日文
化产品供给，让更多农民群众和返乡探亲群体在家
门口就能看到乡村“春晚”大戏，营造欢乐吉祥、温暖
和顺的节日氛围。同时，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让戏曲
演出成为“两节”做热乡村旅游、促进文旅消费的亮
丽风景线。

福建现有活态地方戏曲剧种 23 个、戏曲院团
529家，其中国有院团 43家、民营剧团 486家。刚刚过
去的 2023 年，全省国有文艺院团进乡村演出超 4200
场、观演人数超 200万人次，相比 2022年增幅明显。

“当前，我省许多乡村对戏曲演出的需求十分旺盛，闽剧、高甲戏、歌仔戏
（芗剧）、莆仙戏、潮剧等剧种‘两节’期间在农村市场的演出可以用‘火爆’来
形容。”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全省地方剧种公益性演出专项经
费将继续投入超过 1850万元，支持 54家地市国有文艺院团以及部分优秀民营
院团开展不少于 2600 场惠民演出。同时，继 2023 年推动各地试点建设提升
200多个乡村戏台之后，今年将再支持建设 40多个乡村戏台，因地制宜建设一
批接地气、有特色、见实效的乡村戏台，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利用和
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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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省唯一入选节目，高甲戏《围头新娘》日前亮相2024年新年戏曲晚会，
生动演绎海峡两岸世代情缘——

一出戏 两岸情
□本报记者 王敏霞

洋下村文化艺术中心的硬件条件不输城市剧场。 本报记者 郭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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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用人单位：
佳节临近，为保障广大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根治欠薪专项行动
的部署，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福建省工会劳动
法律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以下事项提醒各用人单位：

一、自觉履行工资支付义务，通过银行转账或者以现金
的形式将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给农民工本人。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应当在法定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前支付，不能顺延。

二、与招用的农民工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实行用工实名
制管理。书面约定或者依法制定规章制度对农民工工资支付
标准、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三、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超过 1 个月。
施工合同要求履约担保的，工程建设单位应提供工程款支付
担保。

四、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在工程项目部配备劳资管理专员，做好劳动用工
实名制管理，建立实名制管理台账，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
立维权信息告示牌。

五、主动接受、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
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的监督管理。

六、对工资支付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及时发现、主动整改
欠薪隐患；发生工资争议时，积极协商解决，引导职工依法理
性维权。

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让我们一起努力！

福建省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
2024年1月4日

福建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闽工劳监函字〔202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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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戏曲晚会上的“海上婚礼”选段 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供图

演员们的演绎饱含深情。
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