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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佳节，梧林再登中国中
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万
众瞩目，火遍全中国。

正月十五当晚，在中国各地
欢庆元宵佳节的热闹时刻，央视
新闻频道用近 4分钟的报道，聚
焦晋江梧林在闽南民俗中红红
火火闹元宵的盛况，可谓对梧林
青睐有加。

万家灯火时节，央视的“曝
光”，让火出圈的梧林再增热
度。当晚，仅晋江经济报官方微
信视频号转发的该报道短视频，
点击量就破“10万+”。

事实上，这已不是梧林首次
亮相央视。去年端午节，梧林开
展的闽南端午特色民俗活动就
已“火”上央视。

如果说，去年端午节首登央
视是梧林经过多年保护开发后，
成功打造文旅新地标、网红打卡
地的例证。那么，今年元宵节期
间的央视再亮相，则侧面印证了
梧林已成为闽南文化符号的重
要展示窗口。

立足梧林 放眼闽南
做优在地民俗

烧塔仔、弄龙、南音、花灯非
遗技艺……关注央视报道的读者
不难发现，端午、元宵期间，带动
梧林“出圈”的，都是极具闽南地
方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这些活
动不仅营造了喜庆、热闹的节日
氛围，吸引八方来客，也把梧林打
造成闽南民俗的“集大成者”。

每逢节庆赏福焰、接吉焰，
备受市民、游客喜爱的烧塔仔，
源于元代，原本是闽南中秋节才
开展的民俗活动。如今，春节、
元宵、中秋等重要传统节日，梧
林8米高的砖塔都会燃起熊熊火
焰，吸引人山人海，被赋予了红
红火火的新寓意，成为梧林拉动
文旅发展的“重头戏”之一。

通过央视对梧林的报道，全

国观众还能看到闽南的攻炮楼、
电音三太子巡游、高甲戏等精彩
民俗活动。

“晋江保留着非常传统的闽
南民俗活动，特别在传统节日
时，到梧林就能感受到‘十里不
同风’的闽南习俗，现场氛围红
红火火、十分热闹。”中央电视台
记者黄珊坦言，这也是央视元宵
直播聚焦梧林的重要原因之一，
希望向全国观众呈现极具活力、
魅力和吸引力的节日盛会。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事实
上，多年来，梧林一直致力于打
造体验式闽南侨文化度假目的
地。这一定位，让梧林不仅能够
专注于挖掘、保护梧林本社区的
特色侨文化，也能以更为广阔的
视野传承和弘扬整个闽南地区
的优秀传统文化。

经过对侨文化、家国情的挖
掘，梧林不仅打造了被确定为世
界记忆项目福建学术中心实践
基地的侨批馆，还入选中国华侨
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因为对闽
南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吸收和
精彩绽放，侨村闽南年等系列活
动已成为梧林成功“解锁”的流
量密码之一。

据悉，今年春节，梧林接待游
客量超过1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超320万元人民币。

文化为心 产业为骨
古村迸发活力

梧林景区的火热，也带动了
商户经营的火爆。

“春节期间，游客量猛增，央
视的直播更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
前来游玩，为我们提高了曝光度，
拉动了营业额的增长。”梧林商户
南洋咖啡店老板蔡灿艺笑着说，作
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梧林人，这样的
盛况让他对未来发展信心十足。

2020年春节，外出打拼多年
的“80后”蔡灿艺回到老家梧林。

彼时，他印象中破旧荒芜的老家
早已变了模样。“当时让我非常震
惊，这里已经变成了特色、繁荣的
旅游景区。”蔡灿艺说，看着家乡
的变化，他决定回乡投资创业。

考虑到侨文化是梧林传统
村落的特色，蔡灿艺花了几个月
时间专门去学习南洋咖啡的制
作技艺。随后，他在梧林一栋经
过保护修缮的番仔楼内，开起了
一家特色的南洋咖啡铺，成功融
入梧林打造的三大主题之一的

“意南洋”动线中。
如今，每当遇到外来游客，

蔡灿艺都会化身“讲解员”，热情
地介绍梧林的历史和故事，成为
积极推介梧林、宣传梧林的一
员。今年春节，看好梧林的发
展，他还新投资了一家港式特色
餐饮，丰富了梧林的业态。

蔡灿艺依托特色文化在梧林
的成功创业，是梧林传统村落以文
化为心、产业为骨带动商家共同发
展、激活古村活力的一个缩影。

梧林，现有 132栋闽南红砖
大厝、哥特式建筑、罗马式洋楼、
番仔楼等建筑，梧林也凭借此优
势入选中国传统村落。2017年3
月，晋江市委、市政府正式启动
梧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对
梧林传统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
态传承、业态提升。

“我们从环境、建筑与空间、
文化这三个维度，对梧林的保护
开发进行系统性的规划，既尊重
地方特色、村落的遗产价值，又
在继承中进行适当的创新。”北
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
院长、住建部科技委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专委会委员霍晓卫说，希
望梧林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也
能为闽南地区传统村落的复兴，
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模式。

在黄珊看来，央视直播之所
以聚焦梧林，也是希望通过梧林
呈现泉州古城焕发出的新活力，

让大家感受到古城新貌。在端午
节直播梧林时，央视的镜头还特
别聚焦了梧林传统村落的保护与
开发，展现了梧林见人、见物、见
生活的固态保护和活态传承。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聚侨力引侨资

梧林的文化与活力，还吸引
了不少明星“大咖”前来。

1月 29日，演员赵丽颖到梧
林取景拍摄的消息，一度引爆网
络。梧林特色场景、掌中木偶、蟳
埔女头饰等引起广泛关注和热
议。在媒体助力下，梧林也顺势
推出打卡赵丽颖“同款”的互动产
品，带动话题持续升温。

“无论是举办主题活动、对接
央视拍摄，还是及时将网络热点转
化为市场流量，梧林青普公司都十
分专业、迅速。”新塘街道党工委书
记、梧林保护发展项目办主任庄晓
芳介绍，正是有一支策划、运营、营
销能力强的市场化、专业化队伍，
梧林才能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整
合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在梧林青普公司副总经理
洪绵绵看来，梧林有亮点、媒体
来助推、流量来加持，也是梧林
火爆出圈的关键点之一。今年
春节，在各大媒体助力下，《梧
林》歌曲MV刷屏网络，将梧林宣
传推向又一个高潮就是例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下一
步，梧林将加快二期项目建设，
同时，紧扣闽南侨文化定位，不
断丰富完善业态，打造更多特色
专属品牌，聚侨力、引侨资，带动
文体旅融合发展和高端人才集
聚，全力助推晋江经济、社会、文
化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许春） 新
春开年，被称为“中国芯”的“禧
红 202”胡萝卜迎来了丰收。6
日，位于晋江东石镇的梓源农
场，一批刚刚从土里拔出来的
胡萝卜搭上电商平台，将销往
全国。

田间，十多名工人正忙碌
採收，一根根色泽鲜亮的橙红
色胡萝卜整齐地排列在田垄上
等待装载。有别于往年东石胡
萝卜在地头按亩定价销售的模
式，这批胡萝卜将称重出售，1
吨可售 2500元到 2800元人民

币，一亩平均产量可超6吨。
“按亩定价销售比较简单

省事，可以进行大宗交易，但
价格波动比较大，农户在议价
时比较被动。走电商平台，定
价权在我们手上，产品附加值
更高。”福禧种子公司总经理
彭雪娟介绍，在电商平台，“禧
红 202”胡萝卜的售价在每公
斤 10元人民币以上，但如何开
拓线上市场则是农户们的薄
弱项。

去年春季，看好自主研发
的“禧红 202”胡萝卜的发展潜

力，梓源农场、福禧种子公司联
合第三方福州良农良品农业科
技公司开始“试水”电商平台。
甜度高、出汁率高的“禧红202”
胡萝卜一经上市就收获了市场
的良好反响。去年秋季，“禧红
202”胡萝卜的种植面积在晋江
首次突破 1000亩，开启了规模
化种植之路。

“有了去年的铺垫，今年，
我们又开辟了新的方式——社
区团购。目前，日均销量可达2
吨，后期预计可达到 4吨。”福
州良农良品农业科技公司负责

人黄松鹰说，作为优质农产品，
“禧红 202”胡萝卜很受北上广
深等一线城市消费者的欢迎。

虽然日均销量有限，但在
彭雪娟看来，这既是晋江胡萝
卜打破传统销售模式的必要尝
试，也是锚定未来发展的必由
之路。

在皮囊书屋等地，东石镇
也积极推广“禧红 202”胡萝卜
汁，希望在本地开辟更多展示
这款“中国芯”胡萝卜的窗口，
打响东石镇作为中国农业产业
强镇的知名度、美誉度。

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 6日，晋江青年
商会第七届理（监）事大会暨就职典礼举行。
利郎（中国）有限公司零售中心总监、万肃（上
海）服饰有限公司主理人CEO王俊清任晋江
青年商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

王俊清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不辱
使命，同晋江青年商会第七届理事会的全体
理事一起，推动晋江青年商会与时俱进、做强
主业，抢抓政策窗口期和数字风口，敢为人
先、勇争一流，当好“晋江经验”坚定的信仰
者、践行者，将思考力转化成行动力。

当天，晋江青年商会VI升级亮相；晋江
青年商会助力暖冬公益驿站捐赠仪式、晋江
青商企业年度投资项目启航仪式、泉州晋江
国际机场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晋江青年
商会招商银行私行联名卡首发仪式（招商银
行全国首张私行联名卡）暨授信仪式、北京冬
奥会火炬捐赠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近日，福建省数
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公佈 2022年度
地市公共数据应用十佳优秀案例。其中，晋
江市智慧卫生应用成功入选。

记者了解到，晋江市智慧卫生应用已为
全市居民建立健康档案 215万多份，支撑医
生调阅患者健康信息 204万余次，为决策者
提供超过 450项指标进行综合监管和分析
（其中，医疗服务284项、公共卫生145项、药
品管理21项），区域影像远程协同诊断量2万
余例，区域病理远程诊断量2000多例。

与此同时，各试点医疗单位可通过平台
调阅就诊病人的区域内检验报告，晋江市医
院（临检中心）和 10家医疗单位的标本流转
接口对接已完成，开展跨机构标本流转业务
8000多例。

此外，群众已借助“健康晋江”微信公众
号线上预约挂号 129万人次。自平台上线

“晋江医码通”小程序，为居民提供一“码”就
医服务新模式以来，领码人数已累计 18.7万
人，用码次数累计 30.6万次，线上结算（含医
保结算）7.1万笔，结算金额累计超千万元，极
大方便群众就诊。

本报讯（记者 王云霏）春节期间，福建
建陶产区国星、铭盛等企业十多条生产线未
停；正月初六起，万利、丹豪、联兴、豪山、华泰
等企业陆续点火复产。

记者获悉，4月 1日至 3日，第五届中国
（晋江）国际家装建材博览会将于晋江国际会
展中心启幕，参展企业覆盖岩板、大板、陶板、
薄板、地铺石、仿古砖、外墙砖等全品类建陶
行业隐形冠军，以及古建材料、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设计定制等家装建材全产业链。展
会首次打造“活化计划”福建古厝精品展示
馆，将带来古建产业链系列产品；同时配套开
展“福建陶瓷智造高峰论坛”“中国建材国际
贸易论坛”“潮流家新锐设计师主题论坛”等
活动。

从“闽南红”到“中国红”
——揭秘梧林缘何频上央视

本报记者 许春 周雨莲

上市！春日迎丰收

东石“中国芯”胡萝卜搭上电商走向全国

晋江青年商会换届就职
王俊清任第七届理事会会长

晋江市智慧卫生应用
入选省十佳优秀案例

中国(晋江)家博会
4月启幕

元宵佳节，梧林烧塔仔活动成为央视报道的一大亮点。 本报记者 尤泽男 摄

“禧红202”胡萝卜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