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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洪 文/图） 近日，一场由共青团晋安区委员
会、福州市青创（台创）中心共同举办的榕台青年“五四”交流活动
在福州市晋安区举办，近 40名榕台青年参加活动。

其间，两岸青年参观福州市博物馆，了解福州悠久的历史文
化，感受闽都文化的深厚底蕴；探访榕宝轩艺术馆，观赏精湛的寿
山石非遗雕刻技法和珍贵的寿山石雕刻艺术作品；在登云湖畔，观
看、学习精彩绝伦的鹤鸣拳表演。

台青们表示，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对闽都文化的认识，也为榕
台青年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

榕台青年共赏福州非遗文化

榕台青年在学习鹤鸣拳。

本报讯 （记者 陈盛钟 何金 通讯
员 程黎婷） 5 月 1 日上午，纪念妈祖诞辰
1064 周年大会暨甲辰年春祭妈祖大典在
莆田湄洲妈祖祖庙天后广场举行，海内外
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妈祖信众及各界人士
等上万人欢聚一堂，共襄民俗文化盛典。

上午 10 时许，天后广场礼炮齐鸣，旌
鼓擂动，编钟奏响。在通赞的主持下，仪仗
队、仪卫队就位，歌生、乐生、舞生就位。乐
曲声中，主祭人、陪祭人身着传统礼服，遵
循礼制，虔诚进谒。随着古乐奏响，舞生翩
翩跳起八佾舞，舞姿或妙曼或雄武，体现
妈祖舍身济难、慈海护航的精神内涵。

作为妈祖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妈
祖祭典历经千年传承，与黄帝陵祭典、祭
孔大典并称为“中华三大祭典”，于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航海、
宗教、民俗、艺术等价值。整个祭典近 40
分钟的展演，精彩重现了历代朝廷御祭
和民间祭祀相结合的丰富内涵，恢宏大
气、庄严肃穆。

当 天 的 活 动 除 了 海 峡 两 岸 暨 香 港
地区的信众外，还有来自新加坡、泰国、
玻利维亚、捷克、巴西、菲律宾等国家的
信众。

台湾台中大庄浩天宫重建主委王经
绽表示，台湾有三分之二的民众信仰妈
祖，妈祖信俗早已融入台湾民众的生活
中。两岸同胞共同纪念妈祖诞辰 1064 周
年，不仅是对妈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而
且能增进两岸民众的感情。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
也是妈祖文化信仰的密集地。”泰国中华
总商会主席林楚钦表示，妈祖不仅是“海

上守护神”，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在外谋生、
战胜困难险阻的精神寄托，更是紧密联系
华侨华人的文化纽带。

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
表示，举办春祭妈祖大典等一系列活动，
就是要讲好妈祖故事，打造妈祖文化的国
际品牌，提升妈祖文化的海内外影响力，

当好妈祖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
2009 年 9 月，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成为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迄
今从湄洲妈祖祖庙分灵的妈祖宫庙有 1万
多座，遍布五大洲 50 个国家和地区，妈祖
信众超过 3亿。

每年妈祖诞辰日前后，海内外妈祖信
众都会跨越千山万水，恭送分灵妈祖回到
湄洲岛谒祖进香，以“回娘家”省亲的方式
寻根溯源，俗称“天下妈祖回娘家”。今年
正月以来，已有上千个进香团来到湄洲妈
祖祖庙谒祖进香，掀起“天下妈祖回娘家”
热潮。

纪念妈祖诞辰1064周年大会暨甲辰年春祭妈祖大典举行

两岸媒体人采访并体验梳妈祖髻。

甲辰年春祭妈祖大典恢宏大气、庄严肃穆。 本报通讯员 丛文俊 摄

本报讯（记者 林剑波 通讯员 林
胜奕 陈惠贞 郭霖霞 文/图） 同 谒 妈
祖，共享平安。5 月 1 日，农历三月廿三，
正值妈祖诞辰 1064 周年纪念日，贤良港
天后祖祠举行“妈祖回娘家”系列活动。
500 多家妈祖机构代表、1 万多名妈祖信
众欢聚贤良港天后祖祠，同庆妈祖诞辰，
共襄妈祖盛会。

当天上午 8 时许，鸣锣开道，哨角长
鸣；仪仗威严，声震八方。各妈祖宫庙及
妈祖信众组成民俗队伍护送妈祖銮驾，

从妈祖健康城路口出发，一路载歌载舞
至贤良港天后祖祠朝圣广场。沿途所经
之处，各妈祖宫庙及妈祖信众摆供品、设
香案，夹道焚香，迎驾祈福，汇聚成一道
民俗文化景观。

11 时 30 分，礼乐奏响，春祭妈祖祈
福大典在贤良港天后祖祠朝圣广场举
行。整个祭典循古礼进行，场面盛大，仪
程庄严隆重。当天，贤良港天后祖祠还举
行民俗表演，由各妈祖文化机构的非遗
民俗队伍进行表演展示，妈祖伞、踩高

跷、车鼓、腰鼓等系列节目精彩纷呈，烟
火表演秀绚丽璀璨。

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董事长林自
弟表示，希望海内外的妈祖信众常到妈
祖娘家走走看看。

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贤良港天
后祖祠地处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
区山亭镇，是妈祖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现存天后祖祠、妈祖故居等众多文物
古迹，是妈祖信众寻根问祖、旅游观光的
朝拜圣地之一。

同庆妈祖诞辰 共襄妈祖盛会
莆田北岸纪念妈祖诞辰1064周年

4 月 30 日晚，湄洲
妈祖祖庙天后宫及圣
旨门广场等场地人声
鼎沸、热闹非凡。一场
炫酷的灯光秀，正式拉
开“守夜庆妈祖诞辰”
活动帷幕。

在古风雅韵中，湄
洲妈祖祖庙天后艺术
团 用 舞 蹈 诠 释《青 花
瓷》；伴 着 幽 幽 古 乐 ，

“飞天仙子”倾情演绎
《敦煌舞》；《水月镜花》
绝美的古典舞舞姿，让
人仿若穿越了时空……
精彩的文艺节目在祖
庙天后宫前广场接连
上演，现场掌声、喝彩
声此起彼伏。

“10，9，8，7……”
随 着 5 月 1 日 零 时 临

近，妈祖信众齐声高喊倒计时，迎接妈祖
诞辰日的到来。当 5 月 1 日农历三月廿三
零时的钟声敲响，千人齐声共唱生日歌，
将活动推向高潮。

五颜六色的烟花在祖庙上空竞相绽
放，绚丽的烟花与璀璨夜景交相辉映，美
轮美奂。人们发出阵阵欢呼声，沉醉在这
场烟花盛宴当中，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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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曾站长的授课讲解，让我第一次对大陆的环保法律有了
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台胞调解员吕孟哲说。近日，在漳州市中院台
胞陪审员（调解员）暨涉台审判业务培训班（简称“业务培训班”）
上，民建漳州市委会参政议政专委会副主委曾健向 40 名台胞陪审
员（调解员）和涉台审判人员讲授了环保法律新规的内容。

据介绍，自 2009年至今，业务培训班已经举办了 15年。从去年
开始，随着民建漳州市委会 119 名专家加入师资库，业务培训的范
围拓展到财税、环保等方面，旨在进一步提高台胞陪审员（调解员）
的履职能力。

为何组建这样一支“智囊团”？
“涉台庭实行‘三审合一’专业审判机制，案件类型多样，常有

涉及建设工程、财务、环保等专业性较强的内容，审理案件尤其在
调解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向双方释法说理，常常需要向一些行业专
家请教。有了专家帮助，我们在工作中更有底气。”漳州市中院涉台
庭庭长俞志凌说，为了让涉台司法工作更进一步，民建漳州市委会
发挥自身优势，建立民建界别的政协委员、专家、调解员三支队伍，
与法院共同推进涉台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这三支队伍便成为涉台
纠纷化解的“智囊团”。

除助力化解司法纠纷之外，“智囊团”还积极为台胞台企服务。
“多亏你们的指导，我们这次通过申报获得了 56 万元的补助

资金，让企业发展更有后劲。”漳浦玮柏自行车有限公司负责人赵
恩泽对上门服务的“智囊团”表示感谢。

漳浦玮柏自行车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企业，主要生产高档
及专业（赛事）自行车脚踏板等零配件，产品远销德国、英国等
国家。

“玮柏公司其实已经具备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条件，
但是因为信息差的原因，不知道如何申报。”民建漳州市委员会科
技二支部主委张锦标告诉记者，为此，他们主动帮助企业完善材
料，完成省级、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指导申报流程。目
前，他们已经帮助玮柏公司完成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科
技小巨人领军企业等多个项目的申报，共获得补助资金 100 多
万元。

近年来，漳州市中院联合民建专家“智囊团”通过法律知识、惠
台利民政策宣讲和上门服务等活动，帮助台企破解发展难题，提升
风险防控能力。截至目前，共上门服务 252次，帮助 7家台企成功申
请专利 35 项，注册商标 10 件，推动成果转化 8 件，帮助申报补助资
金 400多万元。

漳州涉台司法
有了“智囊团”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许惠英 庄艺婷 陈库源

◀在贤良港天后祖祠朝圣广场举办祭典仪式。

▲“妈祖回娘家”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文/图）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
“三月廿三媒体湄洲行”联合采风活动在妈祖文化的发源
地——莆田湄洲岛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位媒体记者参
加活动，深入了解妈祖文化的起源及妈祖信俗传承创新之道。

穿妈祖服、吃妈祖面、梳妈祖髻……连日来，两岸媒体
人走进湄洲岛大街小巷，体验“天下妈祖回娘家”“妈祖诞
辰”系列活动盛况，感受“天下信众一家亲”的血脉亲情。同
时，两岸媒体还采访报道了莆田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践行“两岸一家亲”的创新举措。

“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
千年的传播与传承，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精神
纽带，也对东亚海洋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人文交流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

董事长林金赞表示，希望通过两岸媒体的力量，进一步扩大
提升妈祖文化的朋友圈和影响力。

在台湾电视媒体人赖正凯看来，媒体可以通过年轻人喜
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妈祖文化，只有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并产
生兴趣，妈祖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我在台湾参加过
很多妈祖信俗活动报道，这次来妈祖故乡感到特别高兴，收
获也很大。”赖正凯说，台湾有许多妈祖信众，透过妈祖这位

“海上和平女神”，两岸年轻人能够增进了解、加深友谊。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湄洲岛，每次都有新的变化。妈祖

信仰是很多台湾民众根深蒂固的信仰，来到祖庙对每个台
湾人来说都意义非凡。”台湾资深媒体人宋智忱说，这次探
访妈祖文化发源地，更能感受到两岸交流合作的必要性，也
期待更多台湾民众有机会多来福建走走看看。

两岸媒体人湄洲岛探寻妈祖文化

本报讯（记者 徐士媛 张杰 通讯员 钟晓芳） 5 月 1 日，坐落
于武平县中山镇的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项目“百家大院”正式
开园。

当日，“百家大院”共有 14 栋古建筑对外开放，并举行了华美
的中式传统婚嫁仪式展演和“百家大院·传福百家”谢汉仁书法作
品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据介绍，武平“百家大院”项目是省重点项目，规划用地 1148
亩，分三期建设。项目建设过程突出“住百家院”文旅融合、“溯百家
姓”寻根谒祖、“祈百家福”圆中国梦等内容，建设两岸“宗亲”“姓
氏”“根亲”文化基层交流驿站；以“福”文化为主基调，挖掘和展陈
中华“福”文化，将大院打造成海峡两岸“共祈百家福，共圆中国梦”
的祈福圣地。

“今天是‘百家大院’开园的日子，我很开心，也很激动！我是武
平人，也是台湾人，两岸同根同源，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前来参
观的台胞修永清说。

“五一”期间，“百家大院”还将举办富有浓郁客家特色的“上刀
山，捞油锅，走锥床”等民俗文化绝技绝活、闽西汉剧等非遗文化演
出。园区还布置了投壶、射箭、做龙灯、汉服互动等游戏环节，并设
有闽西风味市集，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百家大院”正式开园迎客

湄洲妈祖祖庙上空的烟花秀绚丽璀璨。
本报通讯员 高亚成 摄

77 条彩色巨幅绸带连条彩色巨幅绸带连
向妈祖金身向妈祖金身，，寓意海洋文寓意海洋文
化与妈祖文化完美融合化与妈祖文化完美融合。。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林春盛林春盛 摄摄

本报讯（记者 赖昊拓） 4月 30日，漳州市片仔癀草种植技术
暨闽台农特产品推介会在漳州举行。推介会以“一棵片仔癀草，连
接两岸新农业”为主题，海峡两岸的科研专家、台资企业以及其他
行业代表近 50人参会。

据了解，片仔癀草为多年生菊科三七属植物，别名白凤菜、白
担当、肝炎草，是漳州当地盛产的药蔬两用植物，在台湾北部也有
广泛分布，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凉血化瘀的作用，其功效类似
片仔癀，用于治疗热毒血瘀诸症，由此得名“片仔癀草”。

推介会上，代表们围绕加强闽台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片仔癀草
产业发展、闽台农产品流通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有关企业分享了
片仔癀草种植技术，现场展示了蔬菜、榨汁、轻食品等片仔癀草产
品。漳台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片仔癀草种植技术
暨闽台农特产品推介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