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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漳 州 市 华 安 高 山 族 舞 蹈 队 受 邀 赴 京
参加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 2024 年第二期中华
民 族 优 秀 文 化 体 验 项 目 开 展 首 演 。凭 借 特 点 鲜
明 的 服 饰 和 律 动 ，他 们 的 表 演 点 燃 了 活 动 现 场
的气氛。

作为大陆高山族同胞聚居最多的县，一直以
来，华安县致力于挖掘在地高山族文化，不断推出
文艺作品，创新方式载体，推动高山族文化进社
区、进学校、进景区等，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交流，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出作品”到“出精品”
高山族善舞，有拉手舞、抛陀螺、竿球等特色舞

蹈或传统体育活动。在华安，提起高山族舞蹈的推
广与传承，不能不提华安高山族舞蹈队的编导兼教
练——张金梅。

1998 年，华安县计划举办大型活动，需要一部
高山族文艺作品，刚从泉州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的
张金梅揽下任务。

万 事 开 头 难 。彼 时 的 张 金 梅 还 是 个“ 门 外
汉”，没有现成的舞蹈可学习 ，她就向身边的高
山 族 朋 友 请 教 ，根 据 他 们 描 述 的 舞 蹈 动 作 和 场
景 进 行 创 作 ，然 后 和 队 员 们 一 起 反 复 讨 论 、修
改。历时 2 个月，展现高山族婚嫁习俗的《山地情
歌》诞生了。

演出现场，随着音乐响起，由张金梅扮演的高
山族新娘和爱人互换槟榔带，婚礼仪式展开，气氛
渐进，最后众人跳起拉手舞欢庆。这个节目深得观
众喜爱，也让张金梅彻底迷恋上了高山族文化。

20 多年来，张金梅的工作岗位换了又换，却未
曾停止高山族舞蹈作品的创作。一有空，她就反复
研究高山族舞蹈影像作品，扒动作；想到一个动作
或舞蹈造型，她都要随手画下来，生怕忘记；她多
次赴台，深入高山族部落进行沉浸式学习，了解他
们的生产和生活习俗。每次归来，沉甸甸的行李箱
里装的都是她收集的舞蹈资料和素材。

凭着这样的投入和钻研，她陆续创作出《福满
高山陀螺飞》《抛陀螺》《竿球》《射耳祭》等 10 多部
优秀舞蹈作品。其中，《抛陀螺》《竿球》等作品，在
福建省第七、八、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

连续三届获得金奖和银奖，并在全国第九、十、十
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连续三届荣获
二、三等奖。

除了创作，张金梅还开办面向青少年的公益
班，每周日免费为高山族年轻一代传授高山族舞
蹈；成为高山族拉手舞县级传承人后，她也积极开
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以景区“火”促传承“活”
在华安，游客与高山族舞蹈“不期而遇”已是

常态。
“五一”假期，华安县新圩镇官畲景区凤凰台

上和华安二宜楼里，来自华安高山族舞蹈队的演
员频频亮相，竹竿舞、拉手舞等具有浓郁民族风情
的舞蹈让游客们纷纷驻足观赏。操石磉、摇锅、抛
陀螺等趣味竞技项目，更吸引众人参与体验民族
传统竞技的快乐。

据华安高山族舞蹈队骨干范李玲介绍，高山
族舞蹈节奏鲜明，很有感染力。其中，拉手舞是高
山族舞蹈中历史最为悠久、流传广泛的一种自娱
性舞蹈。2008 年，华安高山族拉手舞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激发文化传承自身“造血”功能，2021 年，华
安高山族舞蹈队将高山族拉手舞融入“世遗”土楼；
去年，舞蹈队又与官畲景区合作，定期推出“高山畲
水一家亲”文艺表演，让景区的“火爆”和文化传承的

“活力”来一场双向奔赴。
高山族舞蹈队 20 多年来一直活跃在华安节

庆活动的一线 。“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 ，平时也
有 本 职 工 作 或 生 计 ，很 难 长 期 聚 在 一 起 排 练 表
演 ，且成员更替频繁 ，极不稳定 。有了一定的演
出收入 ，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同时 ，常态化
的舞台实践有助于提高队伍的整体演绎水平。”
范李玲说。

民族文化已成为华安文旅的一大亮点。“我们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发掘具有地方特色
和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推出系列民俗文化活动，
推动传统文化进景区，让游客体验和感受华安民
风民俗和独特文化魅力。”华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
局局长林英说。

教与学的“旋转共舞”
高山族文化的赓续，校园是一个重要平台。
早上 9点，是华安县华丰中心幼儿园大班孩子

的早操时间。踩着欢快的旋律，大家手持器械奔向
操场，时而挥舞竹棒，时而操起竹竿，最后手拉手
围成圈跳起拉手舞。整套早操动静交替，包含了
走、跳、跑、爬等基本动作。

“我们根据高山族舞蹈并结合幼儿年龄特点，创
作了这套早操，让孩子们既能体验民族文化的魅力，
也锻炼他们的灵敏和协调能力。”园长沈丽芬说。

让幼儿与民族文化亲密接触，是这所幼儿园
最大的办学特色。精致的民族风格手工艺品和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校园内形成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在沈丽芬看来，高山族歌舞、服饰、体育竞技
和民俗活动形式丰富，适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
幼儿教育。经过 10多年探索，幼儿园根据不同年龄
段设置园本课程，让民族文化贯穿幼儿教育全过
程。该园还耗时两年完成省级课题《高山族民俗文
化在幼儿园游戏化课程的实践研究》。

抛陀螺是高山族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每周
三下午，在华安县第二实验小学陀螺社团里，同学
们认真学习掌握抛陀螺方法后，由近及远、由低到
高，不断加大难度，比拼谁打得最准、打得最多。今
年，该校将抛陀螺纳入体育课程教学。“把高山族
文化引进校园，能够为体育课程的多样化开展提
供更充足的资源性保障，也有助于高山族文化的
传承发展。”校长陈赞钦说。

为进一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教育
融合，打造“五育并举”特色品牌，近期，华安县教
育局继续组织高山族陀螺队到全县各中小学强化
培训体育教师，进一步传授抛陀螺基础技巧、策略
与战术、专项知识。

华安县教育局副局长宋清忠说，县里还将发
挥学校作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主阵地作
用，创新方式、多措并举，切实让抛陀螺进校园活
动成为生动的“实践课”，并计划将抛陀螺比赛纳
入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项目，为学校体育
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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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榕 文/图） 14 日，电影《你是我的英雄》
在福州大戏院举办全国点映启动暨福建首映礼。该片是国内
少有的以山地救援为主题的现实题材电影，将于 5 月 20 日在
人民院线首发。

导演范元、主演陈永胜和林博洋等影片主创参加了当天的
首映仪式。范元介绍说，该片许多场景是在福州鼓岭以及永泰、
连江、马尾等地拍摄的，因此，鼓山、永泰赤壁、十八重溪等元素
会让福州观众感到熟悉，而捞化、鱼丸、肉燕、海蛎饼等福州小吃
也出现在影片中。

随着影片的放映，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场场惊心动魄、千钧一
发的救援行动：惊涛骇浪的峭壁之间，被涨潮海水围困的遇险者
惊恐呼救；光秃陡直的悬崖边上，体力将尽即将坠落深渊的旅行
者命悬一线……

值得一提的是，一同出席首映活动的还有本片的故事原
型——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的队员及家属，他们与主创一
起献唱了《真心英雄》。这些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都是普通人，也
都有着各自酸甜苦辣的人生境遇，但当接到救援任务时，他们总会
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更让人领悟到影片主旨“没有从天而降的英
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的现实意义。

据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总队长朱韶明介绍，福建省
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成立于 2001 年，20 多年来，这支队伍活跃
在高难度、高风险、高技术的山地救援公益一线，累计救助迷路
遇险人员 1300余人，并在 2017年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授予“全
国学雷锋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本片由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
福州古厝集团等单位共同出品，四川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
部、湖北省委宣传部、江西省委宣传部和福建省体育局等单位联合
摄制。

题图：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队员献唱《真心英雄》。

取材于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取材于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
工作工作经历经历

电影《你是我的英雄》
启动全国点映

本报讯 （记者 郭斌） 由 郑 小 瑛 歌 剧 艺 术 中 心 制 作 的
中 文 版 歌 剧《费 加 罗 的 婚 姻》，15 日 晚 在 福 建 大 剧 院 演
出 。这 是 该 剧 1983 年 中 文 版 原 班 人 马 41 年 之 后 的 一 次

“ 回 闪 ”。
1983 年 ，莫 扎 特 歌 剧《费 加 罗 的 婚 姻》中 文 版 在 北 京 首

演，获得巨大成功。而 41 年后的这场演出，由著名指挥家郑小
瑛任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吴灵芬执棒，著名男中音歌唱家
刘克清担任复排导演并饰演费加罗，1983 年中文版歌剧其他
原班人马担纲主角。老艺术家们此番携手厦门歌剧爱乐合唱
团、福州海峡交响乐团，以充满油画色彩的现代舞台呈现这
部经典歌剧。

在日前举行的《费加罗的婚姻》媒体见面会上，吴灵芬、
刘克清、女主角饰演者周艺婷以及中央音乐学院首届声乐歌剧
系毕业生齐聚现场。据介绍，这个主创、主演团队在 41 年前平均
年龄 26岁，曾是全世界最年轻的《费加罗的婚姻》剧组。41年后，
他们又成为最高龄的《费加罗的婚姻》剧组。艺术家们不仅介绍
了复排这部中文版经典西方歌剧的背景与意义，还现场演绎了
多首剧中的经典咏叹调和多声部重唱。

“今天我们 1983 年《费加罗的婚姻》中文版原班人马的热
情‘回闪’，是为了推动‘洋戏中唱’，传承并发扬用中国母语
唱好西方经典歌剧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为我国歌剧事业
的发展，培养新一代歌剧演员和喜爱歌剧的观众奉献力量。”
郑小瑛说。

中文版歌剧《费加罗的婚姻》
在福州上演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通讯员 张权） 15 日，由省美术家
协会、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寻一求真——沈岩诗书画展”，在福
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开展，共展出书画名家沈岩精心创作
的涉及船政、武夷山、寿山石等题材的诗书画作品 60 幅。展览将
持续到 5月 22日。

“‘寻一求真’是我一生的追求，就是‘探寻本源、探求真谛’
的意思。艺术创作要赓续中华历史文脉，静心钻研古往今来的诗
词、书法、绘画语言，这样才会‘为有源头活水来’。”沈岩在开幕
式上说，希望通过展览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树立中华文化
自信，让中国画的明天变得更好。

资料显示，出生于“中国书画艺术之乡”诏安的沈岩，是当代
著名艺术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在诗、书、画等领域均有造诣，作
品为人民大会堂和众多文博机构收藏。1999 年，中国书协、中国
美协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沈岩书画艺术作品展”，翌年他赴新
加坡举办个展并从事讲学。他还是船政文化专家，著有《船政学
堂》等多部著作。

沈岩诗书画展在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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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舞者在华安二宜楼里表演高山族舞蹈。 黄建和 摄

（上接第一版）
福建有自己的煲汤文化。山区老百姓就

地取材，将各类野生中药材融入日常饮食。
随着消费市场扩大，中药材需求量逐渐增
长，如何稳定获取原材料？森林粮库再次给
出了答案：开发林下空间。

初夏时节，走进三明市沙县区凤岗街
道西郊村的马岩生态园，森林立体空间蔚
为壮观：上，人工杉木林郁郁葱葱；中，几年
前刚套种的闽南、鄂西红豆等珍贵阔叶树
茁壮生长；下，草珊瑚、多花黄精等中药材
长势正好。

“这片林子本是近 30 年生的纯杉木林，
我们在林分改造的基础上，采用林下立体集
约栽培技术，种植了 300 多亩中药材。”马岩
生态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敏说，林下空间与
野生环境相似，这里出产的中药材品质接近
野生资源，同时节省耕地资源，种植成本更
低，还能有效缓解沙县小吃配料原材料短缺
问题。目前，牛奶根的收购价为每公斤 84
元，增收效应显著。

如果你走进森林来一场绿叶寻踪之旅，
会发现这也是一场寻味之旅。树上枝繁叶
茂，时令鲜果、风味坚果、油茶果飘香四溢；
树下百草丰茂，蕨菜、菌子在树冠的荫蔽下
野蛮生长。林下空间可谓福建人的第二块

“耕地”。过去，人们在这里寻找野味，果腹充
饥；如今，人们引入现代种养技术，因地制宜
发展林下经济，在不与粮争地和不砍树的同
时，生产绿色食品。

“我们坚持科学利用林地资源，立体、集
约发展林下经济。”省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说，
福建鼓励在不破坏森林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发展林下经济。2013 年，
省财政便设立林下经济利用补助专项资金。
其中，2021—2023 年共安排 1.6 亿元资金，

扶持全省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同时，各地探
索发放林下经营权凭证，赋予林下经营权凭
证质押贷款权能。

目前，全省已规划布局建设闽东南、闽
东北、闽西和闽北 4 个林下经济产品主产
区，大力推广“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模
式，形成了林菌、林药、林蜂、林禽、林畜、林
油、林粮、林果等业态。2023 年，全省林下经
济利用面积 3229万亩，产值 830亿元。

林下生“金”的故事，正在福建茫茫山林
中不断上演。

好山好水、迷彩服、养蜂能手……这是
钟亮生为自己精心打造的“人设”。在抖音平
台，他的账号拥有 8 万多粉丝。通过短视频
和直播的镜头，钟亮生走进蜜蜂王国，寻找
蜜源植物、诱蜂、分蜂、割蜜，也让武平梁野
山出产的蜂蜜走进千家万户。

退伍军人钟亮生，曾是武平县中赤乡的
一名护林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丰树
茂，蜜源更丰富。他瞅准商机，利用林下空
间，转行创办梁野仙蜜养蜂专业合作社，带
领乡亲投身“甜蜜的事业”。如今，合作社蜜
蜂养殖规模超 1 万箱。蜂蜜还被开发成了蜂
蜜绿茶、蜂巢酒、蜂蜜护肤品等蜂制品。

在“全国林改第一县”武平，林下空间的
生产力正不断被激活，“不砍树也致富”成为
新风尚。紫灵芝、象洞鸡、富贵籽、白背草、铁
皮石斛……林下空间实现了物尽其用，变身

“绿色工厂”，更是林农增收的“聚宝盆”。目
前，武平全县林下经营面积超 150 万亩，年
产值约 40亿元，全县超 3万林农户受益。

培育产业动能

在传统印象中，森林食品是小众的土特
产，在餐桌上的地位仅限于“尝鲜”而已。随

着老百姓食物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化，这一局
面正在发生改变。

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原粮消
费量由 1978 年的近 248 公斤下降到 2022 年
的约 130 公斤。与此同时，肉蛋奶、菜果鱼等
需求量逐年上升。一降一升，要求我们适应
消费趋势，进一步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这为森林食品开发带来了新的机遇。曾
经躲在深闺的土特产，逐渐走出大山，走上
大众餐桌，走向产业化道路。

油茶，与油棕、椰子、油橄榄并称为“世
界四大木本油料植物”。油茶籽加工制成的
山茶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约 80%，比备
受推崇的橄榄油还高。随着“少吃油，吃好
油”健康膳食理念渐成共识，油茶产业发展
迎来新的春天。

不久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油茶技术团
队带着一批接穗熟练工来到福安市范坑乡，
为当地油农示范高接换冠技术。此次引进的
是该团队选育的“华硕”“华鑫”“华金”“湘林
210”等品种。它们的理论产油能力都能达到
每亩近 50公斤。

除了外引，福建还加大内培力度，大力
推进油茶良种选育。福建已持续实施 6 期种
苗科技攻关和 2 轮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
建成省级以上良种基地 1475 个、培育油茶
良种苗木 900多万株。

品种更新换代，为的是走出油茶林低产
之困。

油 茶 要 高 产 ，离 不 开 精 耕 细 作 。但 过
去，许多油农疏于管理，使油茶林陷入“人
种 天 养 ”的 境 地 。全 省 200 多 万 亩 油 茶 林
中，低产林占比超过 50%，平均亩产油不足
10 公斤。

眼下，福建正推进油茶生产三年行动，
将低产油茶林改造列为重要任务——对林

相破碎、树龄过大的油茶林更新替换，栽植
良种新苗；对品种产量表现不佳的油茶林，
通过高接换冠，引入新品种；对于管理粗放、
基础设施条件差的油茶林，强化施肥、修剪
措施，完善设施配套，扭转“人种天养”“重造
轻管”的局面。

科 技 创 新 为 油 茶 产 业 发 展 带 来 新 动
能 。产 业 链 条 延 伸 ，则 让 其 附 加 值 实 现
倍 增 。

在尤溪县，龙头企业福建沈郎油茶股
份有限公司除了生产食用油，还对油茶资
源综合利用，开发出护肤品、日化产品、口
服产品等精深加工产品。在永泰县，希安
油 茶 专 业 合 作 社 探 索 开 展“ 认 领 一 亩 油
茶”活动，开拓油茶产销新模式，同时计划
依托 3000 多亩油茶园资源，打造茶旅游特
色小镇。

不仅仅是油茶，森林粮库在产业化进程
中，成为山区“绿色金库”。

一根竹笋可以有多少种打开方式？脆
笋、炭烤笋、烟笋……春笋产季，走进建宁县
味蕾跳动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开足马力，
将一根根鲜笋加工成笋制品。这家年轻的企
业成立于 2020 年，依托科研院所科技赋能，
在笋深加工赛道上跑出了加速度，拳头产品

“纸片笋”销量全行业领跑。眼下，该公司正
抢抓预制菜行业风口，加大笋预制菜产品研
发力度，泡椒春笋、葱油春笋、酸菜春笋等新
产品已陆续上市。

建瓯锥栗，曾经的充饥果，如今已是高
端休闲食品。近年来，当地引进高校、科研院
所力量，先后完成《锥栗优良无性系选择的
研究》等 20 余项攻关课题研究，成功研制锥
栗脱壳机，填补我国锥栗脱壳技术的空白，
打开了锥栗精深加工的大门，改变了以往只
卖鲜果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