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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晋江经济报社 龙湖镇党委、政府

在第二届衙口沙滩音乐节上，龙湖镇不仅为
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还举行了“旅阅龙湖”
品牌推介官聘任仪式，邀请长期活跃于文化、体
育、旅游界的贤达，以及热衷于推荐家乡、服务家
乡的青年，共同推荐家乡人文之美、生态之韵、幸
福之味。

此前，龙湖镇已遴选出 65名在不同国家、
各个行业卓有成就的海内外乡贤，组建“龙湖智
库”，定期开展家乡发展策略研讨会，共同探讨和
研究龙湖的文化传承、体育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
等文体旅融合发展事宜。在智库专家的指导和
支持下，龙湖镇成功举办多项文体活动，如“旅阅
龙湖——侨乡可阅读”IP文创设计大赛、“大美晋
江·侨见龙湖”摄影作品大赛等，并推出“奔跑吧，
龙湖青年！”年轻干部代言龙湖文旅系列工程，选
拔优秀年轻干部拍摄龙湖文旅宣传短视频，激发
文体旅融合工作热情。

这也是龙湖镇积极打破乡镇单打独斗、人才
困境等瓶颈，挖掘多方资源、探索合作模式，弥补
文旅产业短板，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
业高质发展的生动实践。

为了不断扩大“旅阅龙湖”影响力，让“旅阅
龙湖”成为深入人心的文体旅品牌，龙湖镇推出

“旅阅龙湖”整体品牌视觉（VI）系统和“福龙”
“珑龙”IP形象，并以此为原型，创新推出“龙小
警”平安龙湖 IP形象。同时，龙湖镇与厦门大
学、图南文化、龙湖镇商会共同推出龙湖文旅 IP
形象，形成政、校、企版权共享、IP共育的陪伴式
发展新模式。

同时，厦门大学创意工作室落地龙湖，为龙
湖文旅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龙湖镇首届侨乡
文化创意和艺术节上，厦门大学创意与创新学
院、龙湖镇人民政府、福林村村民委员会共同签
订“西区 97号国际艺术社区”合作项目。今后，
厦门大学创意与创新学院将定期引入国内外知
名的驻地艺术家到福林村进行驻地创作，赋能龙
湖镇文体旅发展。

为了让更多在地企业、村庄参与到文旅融合
项目中，龙湖镇积极搭建跨界融合发展平台，联
合恒盛“造墩厂”开发设计“福龙”“珑珑”IP形象
手办和毛绒玩具等，探索“IP+产业”发展形式；结
合晋江唯一满族村，引入运营企业，推出实景剧
本娱乐活动，如“清宫满服打卡”“剧本杀”等，催
化和带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

这份创意也延伸到“旅阅龙湖”的宣传中。
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龙湖镇创新开展封面女
神带你游龙湖系列活动，推出“旅阅龙湖”女神节
系列宣传海报，聚合多方力量，宣传推介“旅阅龙
湖”文体旅品牌。

此外，龙湖镇还联合晋江市图书馆开展文化
人才培训活动，培养素质高、业务强的文化产业
人才队伍；依托社会力量，组织开展福林、来旺等
重要旅游点位讲解员培训班，培养文旅融合人才
队伍。

为进一步推动文旅业态融合，龙湖依托来
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整合泉州地区
首家“清新书苑”、闽南喜文化民俗馆、闽南古早
味观光工厂等资源，培育“旅游+购物+阅读”文
旅消费新模式，整合推出 2条观光旅游路线，全
年共接待学生研学、团体旅游超 200场，接待游
客 6万多人，形成集非遗传承、民俗体验、研学
旅游、餐饮购物为一体的新型文旅综合体。

龙湖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将继续聚
焦“大文体旅”融合发展理念，围绕滨海旅游、文
化旅游、乡村旅游等谋划招商项目；围绕“旅阅龙
湖”文体旅品牌创建，打造沉浸式龙湖文化旅游
体验新场景，集中展示龙湖文化内涵和地域特
色；同时，重点推进“侨见龙湖”华侨文化系列工
程建设，做大做强龙湖侨乡文化 IP，助推文体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

深耕文体旅融合 打响“旅阅龙湖”品牌
本报记者 施蓉蓉 秦越 通讯员 蔡奕良 卢育庆

跨越山海，潮向未来。日前，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之第二届衙口沙滩音乐节活动在晋江龙湖镇举行。该音乐节是龙湖
镇“旅阅龙湖”品牌打造的活动之一。2023年以来，龙湖镇主动融入晋江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战略，创新推出以“侨乡可阅读 城市微旅
行”为主题的“旅阅龙湖”文体旅融合品牌，以文体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取得了一定成效。

本期《龙湖荟》带领大家一同走进龙湖、旅阅龙湖。

晋江是著名侨乡，其下辖的龙湖镇更是有“侨乡中
的侨乡”之称，境外同乡会数量居晋江市首位，港澳台同
胞和旅居海外侨胞达20多万人。此外，龙湖镇实体经
济发达，纺织产业规模超400亿元，是中国织造名镇；拥
有国保单位施琅宅、祠，南浔、福林2个中国传统村落，
全镇现保存较好的洋楼有153栋，拥有省级非遗衙口花
生制作技艺、泉州非遗龙湖肉粕等非遗技艺。

华侨文化、滨海文化、廉政文化、红色文化、非
遗……丰富的资源赋予龙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
魅力。

然而，尽管龙湖镇拥有丰富的文旅资源，包括施琅
纪念馆、衙口沙滩等热门打卡点，以及花生、面线、芋圆
等美食，但这些宝藏资源却散落在辖区各村，难以发挥
出最大效应。

如何立足资源，扩大优势？“旅阅龙湖”品牌的塑造
就是切入点。

在龙湖，可以从现代化标准厂房林立的时尚服饰
织造园、百宏纺织智造园，以及百宏集团、华宇铮蓥集
团等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的智能化车间中，“阅读”突破
400亿元大关的纺织产业，感受“中国织造名镇”如何
以实体经济为“传家宝”，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龙湖，可以到福林村、南浔村，从番仔楼群中“阅
读”古村底蕴，在华侨建筑里探寻华侨的奋斗足迹，感
受那份心系家国桑梓的深情。当然，除了福林村和南
浔村，几乎龙湖镇各个村里，都可以找到华侨印记。

在龙湖，可以到泉州地区首家“清新书苑”（晋
江市图书馆来旺分馆）、晋江市首家乡村振兴微分
馆——埔头微分馆、以生态科普为主题的前港生态
科普图书馆、以华侨文献研究为主题的晋江华侨文
献研究馆（位于福林古村落）、以国学为主题的鲁东
文晖书堂国学馆、6家具有侨乡特色的“侨心书吧”、
旅菲乡贤施至成在强民小学捐建的 SM爱心图书馆
等点位，“阅读”书香龙湖，感受人文龙湖。

在龙湖，还可以到衙口海滩逐浪挖沙。这里是“施
琅故里”，还建有英雄马雕像，可以“阅读”民族英雄施
琅，以及英雄马见义勇为等故事。

为了将文体旅资源更好地串联起来，龙湖镇提出
打造“旅阅小镇”的概念，并创新塑造“旅阅龙湖”品牌，
推出全国首条旅阅公交专线、全市首个移动图书馆，通
过车身旅阅主题喷绘、车厢旅游阅读资源配套等方式，
让游客和侨亲能够沉浸式感受龙湖新侨乡的变化，打
造集旅游、交通、阅读于一体的文旅公交运营新场景。
同时，结合全国灯谜邀请赛、记者采风等活动，龙湖镇
还推出旅阅公交带你游龙湖系列活动，让公交打卡旅
游景点成为旅阅龙湖的新时尚。

此外，龙湖镇还发布了“‘水为媒’两岸传统文化研
学路线”，以文化为纽带，加强晋台两地的交流与合作，
讲好同根同文同种的故事，增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龙湖镇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以来，龙湖镇以文
旅融合和振兴乡村为背景，深挖资源、全域整合、串点成
线，塑造“旅阅龙湖”品牌，打造“旅阅小镇”，推动实现侨
乡可阅读、城市微旅行，着力打造文体旅竞争新优势。

今年 3月，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公
布了 2023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最
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福建赛区）的评选
结果，“春晖楼——龙湖·福林侨史馆”荣
获优秀公共文化空间案例奖，系晋江唯
一获奖的镇级公共文化空间案例。

春晖楼是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由
爱国华侨、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会长许友
超建设，承载着丰富的侨乡历史文化。
福林村在修缮保护春晖楼的基础上，通
过图文陈列、光影互动等形式，全面展示
了龙湖海外乡贤风采、侨胞奋斗历程和
侨乡历史文化。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福林村在保护和活化利用传统
建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该村
已完成 40多栋传统建筑的测绘建档和
6 栋重点古建筑的三维建模工作。此
外，还建成华侨生活记忆馆、斗室山庄
晋江华侨文献研究馆等多处华侨文化
展馆，并启动福林古街巷微改造项目，
打造完善“春晖楼—清源别院”旅游一
线片区，逐步形成“福林渡槽—端园”旅
游二线片区。

值得一提的是，福林村斗室山庄研
学基地获评晋江市第六批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已开展古村落研学主题
活动 20多场次。这不仅为中小学生提
供了丰富的实践教育机会，也进一步推
动了福林村的文化旅游发展。

福林村的建设发展，也是龙湖镇深
化推进“大阅读”理念建设，推动龙湖生
态、人文、历史转化为可感受、可体验的
文旅产品的一个缩影。

在鲁东村，人人都知道“鲁东十八学
士”的故事。明末清初，晋江一名私塾先
生通过言传身教，先后培养出17名进士
和 1名武将，震惊国人。皇帝在获悉此
事后，将该私塾先生故里封为“鲁东”，并
镌碑勒石为记。这位私塾先生就是陈文
晖（后改名陈鹄）。

为更好地挖掘乡村文化底蕴，弘扬
崇文重教传统，鲁东村修复陈文晖故居，
并打造成文晖书堂，成为鲁东村“党
建+”邻里中心建设中居有所乐、幼有所
育的重要文化场所。

在前港村，龙湖·前港侨史馆暨阁头
家族故事馆项目预计于7月份初步完成

布馆工作。建成后，该馆将成为展示龙
湖镇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精神风貌和前
港村侨情侨史的重要窗口，同时也将成
为龙湖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
教育的重要阵地。

记者了解到，今年来，龙湖镇立足
“产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新型织造名镇建
设和“一轴一带四区”发展格局，把项目
建设作为文体旅融合发展的主引擎和总
抓手，策划生成年度攻坚项目 19个，其
中 9个项目纳入全市年度攻坚项目库。
同时，该镇全力挖掘筹划基层文旅项目，
围绕滨海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等谋
划项目，启动福林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创
建工作，引导衙口村开展滨海景区、施琅
文化园等项目建设，谋划开展烧灰红色
文化公园、龙玉龙文化园、前港华侨名人
长廊等项目建设。

文体旅项目是“旅阅龙湖”品牌塑造
的重要阵地，特色活动则成为群众走进
龙湖、旅阅龙湖的载体。

前不久，第二届衙口沙滩音乐节活
动的举办，让“旅阅龙湖”再次出圈。自
打造“旅阅龙湖”品牌以来，龙湖镇的文
体旅活动不仅丰富起来，而且不少活动
多届次开展，成为龙湖镇文体旅宣传、推
广的另一个重要窗口。

为期 5 天的第二届龙王庙灯光美
食文化节，不仅有美食市集、花灯庙会，
还有非遗打铁花和烟花秀，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往，从而进一步向外推介了福建
省首批河湖文化遗产——龙湖、龙王庙
（颂德碑）；福林村第四届文化旅游节
“艺·福之林”，民俗踩街、高甲戏公益演
出、“清穿剧”换装体验、美食文创市集、
研学等系列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打响了
福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招牌。此外，“旅阅龙湖”侨乡文化创意
和艺术节、闽南古早味文旅年货节等活
动也将持续开展。

龙湖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文
化和旅游各自优势。通过项目建设，可
以持续挖掘和撬动龙湖侨乡文化特色和
滨海、生态、人文优势；依托文化资源，可
以培育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品位，推动旅
阅龙湖品牌建设，不断探索镇域文体旅
融合发展路径。

推进项目建设 打造精品文化
筑牢文体旅项目新阵地

创新合作模式 聚力产业拓展
释放文体旅品牌新效应

挖掘侨乡特色 整合资源要素
打造文体旅竞争新优势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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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镇推出的旅阅公交。

龙湖·福林侨史馆

文晖书堂微图书馆

第二届衙口沙滩音乐节现场。

龙湖首届侨乡文化创意和艺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