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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 陈
巧玲）“截至上午9时，晋江市
重点监测的5个景区（点）共接
待游客近 26万人次。”3日，记
者从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获
悉，“五一”假期晋江全市旅游
接待情况良好，各大景区客流
量持续增长，展现了旅游市场
的蓬勃活力。

“我朋友都是从湖南过来
旅游的，下午六点半才到，就
想着带他们到五店市逛一逛，
看看夜晚的‘晋江城市会客
厅’，第二天再去梧林。”在晋
江工作的姚辰辰为远道而来
的三位好朋友规划了这样的
路线。在五店市，水池舞台中
民谣响起、戏台上高甲木偶南
音展现传统文化之美，创意手

作、文化体验、传统工艺，五店
市的街边巷道，文艺市集铺排
开来……以“宝藏青年”为主
题的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传统
与现代的碰撞中，畅玩假期。

“五一”期间，五店市传统文化
旅游区接待游客近 13 万人
次。

作为新晋“网红”打卡点，
梧林“五一”期间也迎来了客
流高峰。截至 3日上午 9时，
共接待游客 8.62万人次。“我
们是自驾过来的，我个人比较
喜欢古建筑，来到这里有点出
乎我的意料，人真的太多了！
不过也特别热闹。”来自南安
洪濑的苏彬灵说。随着音乐
在草坪中央缓缓唱响，游客们
席地而坐，草坪一旁是忙趁东

风放纸鸢的孩童，紫色的马鞭
草花海随风飘舞，吸引游客纷
纷驻足赏花合影……不止乡
村，“梧林敢潮季”、《驴得水》
戏剧艺术分享会、乡村青年涂
鸦创作计划、飞盘挑战限定
局、“闲来梧市”轻松市集等系
列活动引领游客上演着一场
逃离城市、重返乡村的赶潮之
旅。

梧林传统村落的朝东楼
内，身着娘惹装的游客来来往
往，来自福州的王倩便是其中
一员。“小朋友爱美喜欢拍照，
我们就想着来体验一下娘惹
装。”王倩表示，服装精美、别具
风情的娘惹造型，是吸引她来
到梧林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五一”期

间，晋江三个世遗点也迎来了
客流高峰。安平桥景区接待游
客约 4万人次；草庵接待游客
0.18万人次；磁灶窑址（金交椅
山窑址）接待游客 0.21 万人
次。同时，A级景区围头战地
文化渔村接待游客约 13万人
次；灵源山景区接待游客约1.4
万人次。

“五一”假期，除了丰富的
旅游供给，晋江还有浓浓的文
化味儿。晋江市博物馆推出

“晋博探秘官之约”“寻迹海靖
侯”“我是文物修复师”等活动，
通过游览施琅将军纪念馆、动
手体验修复陶碗、了解闽南古
民居建筑相关知识等形式，带
领市民、游客体验不一样的假
期生活。“这个‘五一’去哪人都

多，就想着带孩子来博物馆，安
静宽敞，还能多了解一些历史
知识，逛完还能顺路去隔壁的
图书馆看书。”来自安海的林海
斌说道。据了解，“五一”假期
（除5月1日恰逢周一闭馆），晋
江市图书馆共接待读者1.95万
人次。

此外，晋江还推出了“书
法话匣子”书法展演、癸卯年
生肖文物图片联展、晋江市
工艺美术展等各种展览；5月
1日至 2日，“大美晋江”文化
惠民工程大型童话舞台剧
——《拇指姑娘》《美人鱼之
希望的绿洲》在晋江戏剧中
心连续演出 4场，场场座无虚
席……文化资源与旅游相融
合，不断满足市民游客多样

化的文旅需求。
“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

各旅游景区人气旺盛，从这次
旅游数据我们能看到，文旅市
场呈现出了强劲复苏态势。”晋
江市文旅局旅游行业管理科科
长施毓箴表示，接下来，还将结
合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旅游日、
晋江全民健身日、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和端午节等时间节点，
举办晋江市 2023年文化体育
旅游节，持续推动全市文体旅
深度融合发展，助推文旅市场
热度持续攀升。

本报讯（记者 朱艳 董严
军）“山东淄博的烧烤火了，我
们阳光夜市一点也不输它！”3
日，在晋江青阳阳光夜市上，被
人潮推着走的伍女士感慨地
说。据不完全统计，阳光夜市
今年第一季度销售额已超
6000万元人民币，超过去年一
整年；“五一”假期，阳光夜市及
周边客流创新高，五天客流量
达30万人次。

“五一”假期，夜幕降临的
阳光夜市，拉满的“烟火气”扑
面而来，“幸福味”爆棚。摩肩

接踵的阳光路和金光路上，记
者穿着短袖挤一圈下来，大汗
淋漓。香煎小土豆的摊位前，
两兄弟一个炸土豆，一个拌土
豆，油炸出锅后，辣椒油、酱料、
葱、蒜等佐料一一加入，快速搅
拌，不到一分钟，一份外酥里糯
的小土豆就出炉了。尽管如
此，摊主的出摊速度仍满足不
了顾客的需求，往往买一份土
豆要等七八分钟。

这个“五一”假期，入驻阳
光夜市一个多月的阿阔拳头母
摊主施建阔感受颇多。“入驻夜

市第一天，我们只卖了三四十
单，4月30日卖了800多单，5月
1日超过 1000单，这破了我 20
多年的单日销售纪录。”施建阔
告诉记者，家里做拳头母到他
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小吃也
被评为“晋江伴手礼”。“我们的
总店在八八商业城，之前一天
的最高销售纪录为600多单。”

“90后”海鲜店的摊主蒋建
飞在阳光夜市摆摊七八年。“我
们家翻台特别快，虽然卖得多，
但我们每样菜品的价格都是基
本固定的，如近期像红膏蟹、基

围虾都涨价，但我们的价格不
变。”蒋建飞说，阳光路夜市管
理越来越标准化、规范化，这是
夜市越来越火爆的原因之一。

“我们鼓励每家摊主至少
掌握三四样小吃的制作方法，
这样可以根据顾客需求和不同
的季节，随时变换新品种，满足
南来北往不同的顾客。”阳光社
区党委副书记庄根楠告诉记
者，为了提升阳光夜市的品质，
保证品类多样化，今年来，阳光
社区不仅引进本地名小吃，还
不断推动商贩间交流和学习。

据介绍，目前，阳光夜市推
出不少新品种，不断注入的新
鲜“血液”也大大提升了人气。
今年以来，阳光夜市最大的特
色就是，不少外地客人都是听
说后专门赶来游玩和品尝的，
外地客流与本地客流已旗鼓相
当了。

“这里一条街吃南北，想家
时、嘴馋时、心情好、心情坏时，
我都会来夜市逛逛、吃吃，解乡
愁、解口馋，更能释放心情。”采
访中，选购四川麻辣兔头的四
川女孩小冉，当场就啃起了这

份家乡风味。
“这里的夜市一点也不输

厦门。”厦门的刘薇女士表示，她
在抖音里刷到很多美食博主来
探秘阳光夜市，她就专门把这些
视频搜集起来，一个个试吃。

“‘五一’期间，夜市每天客
流量均达到了数万以上，已经成
为阳光社区的一大名片。”庄根
楠说，夜市促进了阳光社区旅游
融合与创新发展，激发了社区活
力和居民消费升级，带动了购
物、住房等相关产业，已经成为
社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本报讯 （记者 阙杨娜） 3日，记者从晋
江动车站获悉，今年“五一”假期，该站共发
送旅客 102425 人，较 2019 年同期 88817 人增
加 13608人，增幅 15.3%。

今年“五一”假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较长假
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最大限度挖掘
运输潜力。“以 4月 29日为例，晋江动车站开行
82趟，单日发送旅客近1.3万人次，与2022年同
比增长105%，与2019年同比增长29.5%。”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 通讯员 姜丽结）
近日，受国际木偶联会印度尼西亚中心邀请，
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前往印度
尼西亚巴厘岛参加国际木偶联会理事大会暨
国际木偶节活动。

活动期间，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
中心参加了艺术展演、学术研讨、文化艺术与
旅游结合深度交融同步发展等专题研讨议题
及文旅资源宣传推介等活动，还走进国际木偶
联会印度尼西亚中心、艺术职业学校、巴厘岛
总理大酒店、SMK苏卡瓦提艺术高校、海滨漫
步商场等地，为国际友人们带去了《大名府》
《虎趣》《赏花》等传统木偶折子戏。

“It's so amazing！”在印度尼西亚 SMK苏
卡瓦提艺术高校，上千名学生观众齐聚一堂观
看晋江木偶演出，一名学生一边鼓掌一边感叹
道。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晋江掌中木偶此次
走出国门深受好评，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
尖木偶表演艺术家、当地市民游客观看，演出
中还有不少观众拿起手机、相机、平板电脑进
行录像。

本次交流活动还宣传推介了晋江市文化旅
游资源，打造“晋江—巴厘岛”旅游品牌，进一步
推动两地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两地文旅事业和
文体旅产业发展。

文旅市场 活力十足

晋江青阳阳光夜市客流量达30万人次

“烟火气”升腾“幸福味”爆棚

①骑在大人肩上的小孩开心逛着阳光夜市。

②梧林的娘惹服饰换装备受游客喜爱。

③市民在海滨公园游玩。

④阳光夜市“烟火气”升腾。

晋江动车站
发送旅客10万多人

晋江木偶赴印尼
参加国际木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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