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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漳州古城相遇，这是一个展示美
食的窗口。每一样都把食欲和味蕾勾起，
令人着迷……”阳光的外表、富有节奏感
的说唱、令人捧腹的夸张表演，近日，一条
由“小叶同学爱瞎唱”发布的、推介漳州古
城小吃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点开“小叶同学爱瞎唱”的视频号，里
面大部分是推介漳州的内容。透过手机镜
头，博主兄弟二人将漳州的美食、美景、文
化等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网友的面前。日
前，“小叶同学爱瞎唱”的博主、来自平和
县的两兄弟叶景辉、叶景维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把镜头对准家乡，起源于兄弟二人对
家乡的热爱。

“小叶同学爱瞎唱”的视频号注册于
2019年，视频号取名“小叶同学爱漳州”。
彼时，在深圳打拼的叶景辉兄弟返乡创
业，回到位于平和县大溪镇庄上村的老
家。游子归乡后，他们的创作灵感迸发，于
是有了第一个短视频，专门介绍家乡的庄
上土楼。

“我们庄上村有世界上最大的土楼，
却很少人知道。”叶景辉说，“大家都听过
南靖土楼、华安土楼，很少有人知道庄上

土楼。我觉得家乡这么好，应该让更多人
了解。”

就这样，“小叶同学爱漳州”开始拍摄
平和本地的美食、美景。航拍灵通山、制作
本土美食……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和认可。在漳州市首届美食文化节抖音
短视频大赛中，兄弟二人创作的美食短视
频《客家鸡蛋饼》获得了由漳州文旅部门
颁发的“最佳人气奖”。这个奖励也给了他
们很大的激励。

2022年，账号运营进入了瓶颈期，他
们决定对视频内容作出新的改进。账号改
名为“小叶同学爱瞎唱”，是叶景辉兄弟的
一次转型尝试。

当时，为了账号转型，叶景辉兄弟尝
试了很多不同的形式，有“拉窗帘式”展示
美景，也有娓娓道来的生活访谈式。最终，
让账号收获新一波的流量，让漳州文化走
进更多人视野的形式是“瞎唱”。

“我们俩从小就喜欢唱歌，也喜欢看
别人唱歌。”叶景维说，刷到网络上以“说
唱”形式推介家乡的短视频时，自己也为
之“心痒痒”，为何不试试呢？

叶景维的想法与哥哥一拍即合。由于
两人从事茶叶行业，他们决定从自己最熟

悉的漳州茶文化说起。
发布《说唱·白芽奇兰》系列视频后，

收到了意料之外的良好反响。随后，账号
便确定了“瞎唱”的运营方向，陆续发布

《说唱·琯溪蜜柚》等说唱视频。
2024 年初，随着各地文旅喊麦“我

姓 X”视频流行，叶景辉兄弟也紧随其
后，创作《我姓大（大溪镇）》，为家乡文
旅“上分”。随后，叶景辉兄弟为龙海区
隆教乡等地创作《隆教？隆教！龙怎么
叫？》文旅宣传短视频，以幽默诙谐的说
唱形式，将当地的特色和文化展现得淋
漓尽致，再次收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
喜爱。

“有很多人在后台私信我，问我来漳
州要怎么玩。”叶景辉向记者展示了视频
号后台的私信记录，其中不乏被漳州所吸
引的网友。叶景辉根据对方的需求，耐心
为其推介。不少人在到漳旅游后给予叶景
辉正向反馈：“感谢博主推荐，下次带家人
继续来玩。”“和你拍的一样，很棒！”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到很开心，

觉得做这个账号的目的达到了。”叶景辉
说。正如他在账号里所说的，“分享快乐，
希望大家都快乐”。

一路走来，视频号既有好评，也有恶
评。有网友认可他们是“民间文旅推介
官”，收到过不少意见建议；也有过“难听”

“土气”的破口大骂，甚至有对兄弟二人的
“踩一捧一”。对于外界的评论，兄弟俩认
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兄弟俩都没有正
儿八经地学过音乐创作，只是凭着一腔热
爱，在业余时间通过网络学习一些基础的
音乐知识。在音乐这一行当里，他们算是

“小学生”。
“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叶景辉说，

受到网友喜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幸，
也是一种鞭策。未来，他们会继续用短视
频的形式推介家乡，讲述更多漳州好故
事。

“我爱漳州，为她歌唱。”这是兄弟俩
不变的座右铭。他们说，漳州是个好地方，
希望大家都来赏美景、吃美食、品文化。

■本报记者 林昕蓉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王怡婧 文/
图）2月 26 日，由福建省美协、
漳州市文旅局、漳州市文联主
办，福建省美协漆画艺委会、漳
州市美术馆承办的“闽漆见
微”——福建省首届小幅漆画
作品展在漳州市美术馆开展。

此次福建省小幅漆画作品
展自去年 10 月开始面向全省
公开征稿，共收到 461 件投稿
作品，经过初评和复评，最终选
出35件获奖作品（一等奖6件、
二等奖 10件、三等奖 19件）及
85件入选作品。这些作品全面
展现福建漆画艺术的传承脉络
与创新活力。

“福建是漆画大省，漳州与
漆画艺术的渊源颇深。吴埜山、
沈福文等中国现代漆画的开拓
者都来自漳州。历届全国美展
漆画金牌的 7 位获奖者中，就
有 4 位是漳州籍，可见漳州漆
画艺术的实力。此次福建省首
届小幅漆画作品展落户漳州，
我们希望有更多漳州市民走进
市美术馆，了解漆画的艺术、感
受漳州的文化底蕴，进一步推
动漳州漆画艺术的发展。”中国
美协漆画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汤志义表示。

记者走进漳州市美术馆一
楼展厅，灯光映照下，120幅盈
尺漆画如同嵌在展墙上的星
辰，流光溢彩，在方寸画板上，
古老的千年漆艺奏响了当代闽韵和弦。“现场展出
的作品作者大多是福建省各高校老师、学生以及
漆画爱好者等。作品内容涵盖风景、人物、建筑以
及抽象等题材，风格丰富多样、技法娴熟、观赏性
强。”福建省美协漆画艺委会秘书长姚凯说。

一等奖作品《暖阳》的作者林敏州是漳州人。
他说：“这次小幅漆画作品展在我的家乡开展，我
投稿的作品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对我来说很
有意义。《暖阳》使用了大漆、银箔、蛋壳等原材料，
画面上有老房子、水磨坊、水流等内容，画作整体
氛围比较温暖、轻松，所以用《暖阳》命名。”

开展当天，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学
生到现场观展学习。“整个展览逛下来，我感觉这
些作品涉猎很广泛，不少作品还采用了立体效果
等与以往传统漆画不同的形式。虽然是小幅漆画，
但从细节处理上我能感受到作者对作品质量的追
求，这对我的漆画学习很有启发。”美术学院研究
生龚静彬表示。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13日，免费对市
民游客开放。为了让广大市民游客进一步感受漆
画艺术的魅力，市美术馆还在展厅二楼同步展出
90件福建省美协漆画艺委会委员作品，作为配套
展览。有兴趣的市民游客，可通过漳州市美术馆微
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前往观展。

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家乡文
旅推介官”涌现。在漳州，有新农人“白菜
GG”、传播闽南文化的“阿梅（丰归木偶
戏）”等网络红人、全职博主，也有不少如

“小叶同学爱瞎唱”一样的平凡年轻人。
这些“家乡文旅推介官”以满腔热情和无
限创意，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文旅发
展助力，值得我们点赞。

“家乡文旅推介官”们来自不同的背
景，有着不同的职业和经历，但都怀着一
颗热爱家乡的心。他们的内容风格多样，
有的“土气”却真实亲切，有的“高端上档
次”地展现家乡的独特魅力，有的专注原
创挖掘故事，有的紧跟网络热点吸引眼
球。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文旅发
展贡献着力量。

他们自发的宣传行为，不仅丰富了
文旅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也扩大了文旅

宣传的覆盖面，让更多人了解漳州，提升
漳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家乡文旅推介官”的出现，是“家乡
好”的生动体现。热气腾腾的生活日常、
各有特色的文化体验……他们用镜头记
录家乡的山川湖海、古街小巷，用文字讲
述家乡的历史故事、民俗风情，用声音传
递家乡的温暖与热情。他们的视频里，有
漳州的土楼、古城、海岸线，有闽南的木
偶戏、南音、茶文化；他们的文字中，有对
漳州美食的赞美、对漳州发展的期待。漳
州文旅做得好，则是这些“家乡文旅推介
官”的最大底气。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期待出现更
多的“家乡文旅推介官”。跟随他们的镜
头，更多的“漳州故事”能够通过互联网
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漳州、爱上漳
州。 ■本报记者 林昕蓉

3月起诏安九侯山景区

对本县居民免票
本报讯（记者 王怡婧）日前，九侯山景区发布公

告，自3月1日起面向诏安县本地居民实行免票政策，
诏安县本地居民凭有效证件可以免票进入景区游玩。

诏安九侯山景区以九侯禅寺为主体，历来有十
八景、二十四奇观，被誉为“万山第一”。九侯禅寺始
建于唐代，宋代时重建。禅寺占地面积约 607 平方
米，分为前殿、拜亭、正殿三部分。寺内保存有宋代的
碑刻、石槽、古钟，还有宋代名儒朱熹题匾“西斋”、明
代理学家黄道周题匾“洗心之藏”等文物。禅寺周边
还有天开门、棋盘石、五儒书室、松涧、罗汉洞、鲤鱼
石等景点。此外，九侯山景区内的天柱峰、大石峰、狮
子峰等形态各异，山间巨石或立或卧，层层叠叠，形
成六祖洞、罗汉洞、松涧洞等天然洞穴。

云霄镜花缘旅游景区

获评国家A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讯（记者 王怡婧）近日，经云霄县文体旅局

组织专家评定，云霄县镜花缘旅游景区达到国家AA
级旅游景区标准，获批为国家AA级旅游景区。

镜花缘旅游景区位于云霄县马铺乡龙镜村，是
一个依山而建的度假胜地。景区以镜花缘生态农庄
为主体，打造环湖小火车、五彩滑草道、星空屋、摇
摆桥等娱乐项目。近年来，景区立足自身资源优势，
在原有特色水果采摘园、观景台、生态餐厅等项目的
基础上，逐步增加各类游玩项目，吸引了大批亲子游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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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闽南日报车友，，，，，，，，，，，，，，，，，，，，，，，，，，，，，，，，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自驾出发

视频号“小叶同学爱瞎唱”：

兄弟说唱漳州好故事

记者手记

为越来越多的“家乡文旅推介官”点赞

春日的漳州，山野间新绿涌动，空气
中弥漫着花果与泥土交融的芬芳。3月 2
日，由闽南日报车友会组织的“春暖花开
品茗摘‘星’漳浦云霄自驾一日游”活动
如期启程。十余辆私家车组成的车队驶向
云霄、漳浦两地，近五十名车友在采摘杨
桃的田园野趣、将军山的美食烟火与天福
茶博物院的千年茶韵中，度过了一段充满
诗意的春日时光。

第一站：云霄下河杨桃园

奏响摘“星”交响曲
上午 10 时许，车队抵达云霄县下河

乡的富达杨桃采摘园。甫一下车，车友们
便被眼前的景象吸引——连绵的果园中，
翠绿的枝叶间缀满了金黄色的杨桃果，仿
佛无数颗星星点缀了整片山林。

采摘园主人黄芬芳热情地端出果盘：
“咱们下河的杨桃皮薄肉脆，甜中带酸，是
云霄的‘地理标志’产品。年后到4月份正
是黄金采摘期。大家可以先来尝尝鲜！”

“哇，这里的杨桃又大又甜！”“这个杨
桃真好吃，比我们在超市买的味道更好。”
品尝过杨桃，车友们便迫不及待地进入果
园体验采摘乐趣。

车友陈丽碧带着女儿翁宇彤穿梭在
采摘园内。母女俩的竹篮很快装满了沉甸

甸的果实。“妈妈，这个杨桃好像星星，好
可爱！”翁宇彤举着一颗刚摘下的果实兴
奋地喊道。陈丽碧笑着对记者说：“孩子很
喜欢亲近大自然。今天能到果园中观察杨
桃树、体验采摘杨桃的乐趣，这比任何自
然课都更生动。”

车友伊京云和朋友们在杨桃树前合
影留念。她们每人手捧着刚刚摘下的杨
桃，对着镜头露出满足的笑容。“下河的杨
桃个头真大，我掂量着一个将近一斤重
了。我打算多带些回去，分给亲戚朋友尝
尝。”她笑道。

第二站：云霄将军山公园

走进舌尖上的云霄
临近正午，车队离开杨桃采摘园奔赴

云霄将军山公园。这座因唐代名将陈政、
陈元光父子屯兵遗址而闻名的山麓，此刻
飘荡着令人垂涎的香气。

在山腰处的将军山酒庄内，餐厅的圆
桌上摆满了云霄特色美食：招牌菜金玉满
堂吃起来软糯可口，甜到心坎里；巴浪鱼
茄子煲咸香滑嫩，特别下饭；还有烧窑鸡、
蛤蜊汤、糖醋鱼片……每一道菜都承载着
山海相拥的云霄滋味。

“这道巴浪鱼茄子煲是云霄的传统家
常菜，以巴浪鱼和茄子为主要原料，用巴
浪鱼的咸、鲜、香带出茄子的别样风味。”
店内的员工边上菜边介绍道。车友林先生
夹起一块茄子入口后，点头道：“我们家平
时也做茄子煲，但云霄的做法不一样，加

了巴浪鱼之后更香了，很下饭。”

第三站：漳浦天福茶博物院

品一盏清茗醉春光
午餐后，车队离开云霄县，驶向漳浦

天福茶博物院。作为世界最大的茶博物
院，这里古色古香的造景在茶山的环抱中
更显雅致。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车友们一行来到
主展厅，了解了茶的文化和历史。随后，车
友们来到品茗区。大红袍、铁观音、普
洱……各类茶香弥漫在空气中，细嗅茶
香，浮躁的心慢慢平复，感受片刻的静谧。

下午2时30分许，身着汉服的一级茶
艺师蓝丽玉正候在“溢香轩”前等待车友们
的到来，一场闽南传统的功夫茶表演即将
开始。焚香、温壶、备茶、温盅、置茶、温杯、出
汤……蓝丽玉的动作行云流水，车友们也
看得入迷。车友张清云举着手机频频拍照：

“喝了几十年的茶，我今天才知道，喝闽南
乌龙茶有这么多讲究，古人真有雅趣。”

夕阳西下，自驾游活动接近尾声。连
续多年参与车友会活动的车友连致圣表
示：“每次参加活动，我都有种‘回家’的感
觉。能有时间和老朋友们一起走走、聚聚
很难得。像今天这样‘采摘+美食+文化’
的组合，大家既能趣味互动，又能品味地
方风味，整个活动策划很用心。下次车友
会活动，我还会报名。”

■本报记者 王怡婧 文
庄嘉桢 图

叶景辉兄弟在漳州古城拍摄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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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友在漳浦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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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客参观小幅漆画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