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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度过
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如今，带着孩子重走漳
州，品味光阴的故事。踏入漳州古城，仿佛穿
越回了旧时光，古老的石板路蜿蜒伸展，连
接着古色古香的店铺和民居。街头巷尾弥漫

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古城游客很多，但我不
觉得喧闹，物价也没有随春节假期漫天飞
涨，这个很加分。除了美食和建筑，古老的庙
宇香火旺盛，信徒们虔诚祈祷，为这座城市
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林莹莹：重游漳州，品味光阴的味道

正月初一一早，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
裕昌楼里，掌上木偶、提线木偶、舞狮等非遗
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品味到土楼原汁原味
的传统文化，感受到当地浓浓的年味。

今年春节假期，福建土楼（南靖）景区以

“福韵土楼 巳巳如意”为主题，推出新春团
圆宴、年味美食DIY、掌上木偶表演、土楼传
统做年糕、打糍粑等民俗活动，为游客带来
一场年味十足的非遗盛宴。

李小琴 魏树煌 摄影报道

南靖土楼南靖土楼：：多彩民俗闹新春多彩民俗闹新春

超一百二十万人次

漳州古城“过大年”

新春佳节期间，漳州古城沉浸在一片喜
庆与热闹之中，一系列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吸
引着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游客不
仅可以品尝到地道的美食佳肴，还能感受到
两岸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台青蔡鹤立创办的

“贵宝地”漳台美食圩市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为古城的新春增添了别样的味道。

今年春节期间，蔡鹤立和几位志同道合
的台青一起，在漳州古城共度佳节。夕阳西
下，天边最后一抹余晖洒在宋河河畔。气温虽
骤降，但“贵宝地”漳台美食圩市却温暖如春，
热闹非凡。3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分布着7个
明档档口，各色漳州、台湾美食琳琅满目。从
台湾啤酒、咖啡到卤肉饭、鸡排，再到漳州卤
面、沙茶面，游客在这里可以一次性尝遍“正
港”台湾味和地道的漳州小吃。

“90后”的蔡鹤立是“贵宝地”美食集市的
创始人。他的祖辈从澎湖迁徙至漳州定居，而
出生成长于漳州的他，对这里有着难以割舍
的情感。大学毕业后，蔡鹤立回到漳州，创立
了自己的工作室，与伙伴们一同在广告片、宣
传片等领域大展拳脚。然而，蔡鹤立却不满足

于现有的成就，他内心总有一股冲动，想要用
更多的方式去表达、记录生活，传递他热爱的
两岸文化。

“我在漳州成长，但我和台湾的血脉相
连、割舍不断。”在漳州，蔡鹤立结识了许多来
自台湾的朋友。在与大家的交流中，蔡鹤立发
现了许多有趣而独特的故事，这也激发了他
的创作灵感。他希望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让
更多人听见。

于是，2022年，蔡鹤立创立了青年信使栏
目，并上线了第一条视频。每期节目中，他都
会邀请一位在漳州生活的台湾人，围绕生活
习俗、文化差异等话题展开深入对话。他希望
通过这些轻松、平等的交流，消除两岸年轻人
之间的隔阂，创造更多的交流空间。

近些年，随着漳州古城的热度不断攀升，
蔡鹤立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希望
带着宝岛美食走进古城，打开市场。“其实，很
多台湾朋友对台湾小吃进古城很有信心，这
也给了我开设美食集市的灵感。”蔡鹤立说。

于是，蔡鹤立开始在古城寻找合适的门
店，利用古城针对台青创业可减免租金优惠

政策，亲自设计、打造了“贵宝地”，通过美食
圩市的形式呈现给游客，让大家在古城就能
尽情品尝到“正港”的台湾味道。

春节期间，“贵宝地”美食圩市热闹非凡。
游客或是被美食所吸引，或是被现场的热闹
氛围所感染。蔡鹤立和伙伴们忙得不亦乐乎，
热情地为游客送上一道道精心制作的美食。
稍有空闲，蔡鹤立还乐此不疲地向游客介绍
各种美食的独特制作方法和背后的文化故
事。大家围坐在一起，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分
享着彼此的故事，感受着漳台文化同根同源
的深厚底蕴。

随着新春系列活动的持续进行，漳州古
城的人气也越来越旺。蔡鹤立站在“贵宝地”
的入口，望着熙熙攘攘的游客，心中充满了对
未来的信心与期待。在他看来，美食圩市不仅
是一个美食的汇聚地，更是一个漳台青年交
流的新平台。蔡鹤立表示，希望更多的台湾青
年能够来到漳州、了解漳州、爱上漳州，并在
这里追逐梦想，开启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共
同续写漳台文化交流融合的美好故事。

⊙本报记者 王琳雅

借用“贵宝地”
“正港”台湾味登陆漳州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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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2025年“春风行动”
大型招聘会在云南楚雄举行

漳州依托“就业夜市”和“就业轻骑兵”，
全力推动早招工早开工——

引才纳贤“不打烊”“就业年货”送到家

>>>>第2版

游客眼中的
“田园都市 文化名城”

漳州让我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古城
不仅留住了过去，也传递了生活的意义。游走
在漳州古城，感受的是人间烟火。老街景、慢生

活、闽南味，和闽南有关的故事，一半都在漳
州。我也将把这座城市介绍给我的朋友，让他
们也来感受这里的美景和美食。

孟秀秀：闽南故事，一半都在漳州

漳州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既有丰富的美
食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淳
朴的民风。漳州古城保留了大量的闽南传统建筑，

漫步其中，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此
外，这里的居民热情好客，虽然说着外地人听不太
懂的闽南语，但他们的热情和友善让人感到温暖。

段雨桐：这里的居民热情好客

第一次来漳州，美食多到吃不完，只能每
样尝个鲜，有机会还想再来。这次来漳州就是
抱着“吃”的目的而来，总的来说即使是在商
业化的漳州古城，小吃的水准也并不低。非常

喜欢漳州也是因为这里没有景区和居民区之
分，随便路过的小店，东西都足够好吃。散步
在漳州古城，好多小店铺开在路边，老板互相
聊天，烟火气息十足。

奈特林（网名）：就是抱着“吃”的目的而来

吉林

这次漳州之旅，可谓是一场视觉与味觉
的双重盛宴。我们去了漳州古城，古色古香的
骑楼，斑驳的城墙，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

历史。我们穿梭在狭窄的街巷，品尝着地道的
漳州小吃。四果汤清甜爽口，蚵仔煎鲜香酥
脆，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

潘卉：一次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

这是我第三次来漳州，这次花了一个礼
拜的时间深度游玩。漳州的景点很多，漳州古
城、云洞岩、后港古街、普照禅寺等。漳州的美

食很多，从第一次来漳州“吃得不习惯”到如
今被这里的美食深深吸引。透过这些美食，我
对漳州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崔拉弹唱（网名）：对漳州的文化有了更深理解

13年后重返漳州，感觉漳州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曾经熟悉的台湾路、香港路街
区重新规划成为如今的漳州古城，也吸引了
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在漳州的街道，
如今的文昌门、中山公园也有了新的变化，

深感漳州真的越来越好。当然，依旧一如从
前的还有漳州的美食，四果汤、配上酸萝卜
片的海蛎煎、用冰糖调味的卤面等，但凡在
街头巷尾逛吃逛吃，都会勾起不少记忆中的
味道。

王潆婧：在街头巷尾，寻觅记忆中的美好

春节期间，“田园都市 文化名城”漳州大放
异彩，一系列精彩纷呈、妙趣横生的活动轮番上
演，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和文化韵味。

体验传统与现代的精彩碰撞，各地游客来
到漳州，开启一场难忘的新春文化之旅。春节假
期前七日，各景区人潮如织，其中，漳州古城累
计接待人数124.48万人次，同比增长30.81%。福
建土楼（南靖）旅游区 32.88 万人次，三平景区
25.67万人次，九龙沙洲旅游景区 11.66万人次，
福建土楼（华安）旅游区 6.91万人次，官畲景区
6.23万人次。

体验“文化名城”魅力

漳州上榜非遗热门小城Top10

2025年是“春节”申遗成功第一年，漳州古
城“闽南过大年”如约开启。一系列精彩的民俗
活动，将漳州的知名度推向全国各地。美团旅行
数据显示，漳州上榜春节非遗热门小城Top10。

“快看，少年高跷队来了！”锣鼓声中，人群
中传来阵阵欢呼。只见一群身着传统歌仔戏服
饰的少年踩着高跷，他们动作流畅、姿态优美，
穿梭于漳州古城之间，时不时与路边的市民游
客击掌、互动。

歌仔戏、踩高跷，火树银花步步登高。春节
期间，包括石亭高跷巡游、洪拳舞狮演出在内的
多场非遗巡游在漳州古城上演，引得众多游客
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在漳州，诸多非遗从文本中走出，来到市民
游客身边。布袋木偶在艺人指尖翻飞，绣球抛下
传递喜庆吉祥，八宝印泥展台前游客亲手体验
制作，漳州古城里的“非遗一条街”化作流动的
文化博物馆，世遗土楼中的“大鱼海棠”活灵活
现……漳州的新春，欢笑声、惊叹声此起彼伏。

“感谢漳州给我这段难忘的经历。”来自叙
利亚的游客沙姆在小红书上写道。她在漳州体
验了中国传统服饰，她说：“漳州非常美丽。”

品味“田园都市”风采

在休闲游中尽享“诗与远方”

选择漳州，既能感受非遗的火热，也能享
受田园的静谧。游客或与亲友结伴，或“全家
总动员”，住民宿、赏民俗，畅享田园都市中的
宁静与美好。

有人选择登山览胜，也有人喜爱海滨漫步。
白色的风车、蓝色的大海、海边的城堡，还有一

直在风化的抽象画廊，无论是东山、漳浦还是古
雷，滨海的风情总让人流连忘返。

有人赏花。在长泰的古山重景区，在高新区
的水仙花海，在诏安的红星梅园，游客漫步在油
菜花、水仙花、梅花的海洋中，欣赏美丽的田园
风光。

有人闲坐。古榕下、溪水边、水车旁，一泡乌
龙茶，足够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聊一整天。

此外，漳州的各大公园也成了市民游客休闲
的好去处。碧湖生态园、西院湖生态园等地，绿树
成荫、鲜花盛开、湖水清澈，让人们在城市中也能
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游客或散步、或拍照、或野
餐，尽情享受着春节假期的悠闲时光。

感受“节日亮灯”惊喜

把漳州的夜晚打造得更加精彩

白天的漳州热闹，夜晚的漳州精彩。
今年春节前夕，漳州城市园林景观提升技

能竞赛开启。这是我市首次采用“政府搭台+企
业参与+市民评选”模式，开展城市公共艺术景
观综合提升和氛围营造工作。企业之间的比拼，

让广大游客大饱眼福。“漳州亮灯”，也点亮了节
日期间的城市夜经济。

灯火里的漳州，不仅在市区，也让一处处景
点焕发别样魅力。九龙江畔，闽南水乡景区，一
艘由 2025盏福灯连接而成的百米“金蛇灯船”，
宛若一条被赋予灵气的金蛇在河道中蜿蜒游
弋，穿过夜幕。

华安县高安镇坪水畲族村热闹不减，畲家
阿哥阿妹围着篝火握着火把，热情地邀请游客
加入舞蹈队伍。篝火映照下，大家共同载歌载
舞，欢笑声、歌声、鼓声交织在一起，点燃整个
村庄。

东山县杏陈镇磁窑村，“磁窑圩市·春节圩
日”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通过春风渡画船演
绎、国风小DJ、千人大合唱、财神纳福等活动，进
一步融入光影艺术和音乐表演，烟火味十足。

在漳州，年味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当
下的生活。各县区纷纷举办“送戏下乡”，不少乡
村还办了“村晚”，丰富多彩的体育竞技活动及
书画展、猜灯谜等文化活动层出不穷，为节日增
添别样的色彩，让游客感受到真正的漳州春节。

⊙本报记者 林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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