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晚，江苏晋江商会
第二届理监事就职暨商会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在
南京举行。南京通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洪飞雄
任江苏晋江商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

全国工商联原专职副主席庄聪生，南京市政协
副主席兼秘书长金卫东，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省
总商会党委书记吴卫东，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黄天
凯、黄文福、洪忠信、吴丽婷参加活动。

受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张文贤委托，
晋江市市长王明元致辞。王明元指出，江苏晋江商
会作为江苏省唯一省级县域异地商会，成立 10年
来，在历任会长的带领下，广泛团结在苏乡亲，抱团
一心，敢拼会创，创造了诸多骄人业绩。目前，商会
会员单位超 700家，遍布江苏 13个地级市，累计向
社会捐款超6000万元，为苏闽两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家乡人民倍感敬佩和自豪。

王明元表示，当前，晋江正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
市、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希望江苏晋江商
会乘“十”而上，弘扬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商会会员，
更加主动融入苏闽两地发展大局，把更多好项目、
新技术介绍回晋江，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晋江党
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在外异地商会的建设，
做大家最温暖的港湾、最坚实的后盾，与大家一道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洪飞雄表示，未来，他将与新一届理监事会班
子成员一道，秉持商会宗旨，发扬优良传统，不断推
动商会事业向前发展。由衷期待更多晋江乡贤加
入江苏晋江商会的大家庭，一起为商会书写更加灿
烂的新篇章。

借庆典之际，江苏晋江商会永远荣誉会长、创
会会长庄克服再次向商会捐赠 200万元。此外，江
苏晋江商会青年联合会也在当天正式成立。

“状元王中王”诞生！
昨日 17时 30分，随着清脆的骰子声一

落，全场沸腾！至此，为期 4天的 2024晋江
九十九溪田园风光文体旅融合暨万人博状
元嘉年华圆满落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此
次，作为“泉州南大门、晋江北大门”的池店镇，
乘着“文旅融合”的东风赫然出圈、声名大噪。

这两年，随着旅游热回归，不少城市崭露
头角成为“网红”。为了站上流量风口，各地竞
相开“卷”，都想成为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
那么，在“群雄逐鹿”中，作为“黑马”，以池店镇
为典型代表的晋江，如何深挖地域的文化特
质，增强文旅“磁场”？又是如何让市民、游客
共情共鸣，纷至沓来？晋江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和经验？

文化“置顶”
“状元”IP驱动文旅“上新”

“斯从古人好，共下今宵堂。”
那一年的八月十五月圆之夜，也在九十

九溪这片大地上，欧阳詹写下这句诗。彼
时，欧阳詹一定没有想到，在一千多年后，上

万四方来客汇聚于此，共赏一轮明月。
田园“玩月”，演绎别样的博“状元”

故事。
在闽南，每到中秋佳节，除

了吃月饼、赏明月之外，家家户

户还会围成一桌博“状元”，这一习俗至今已
流传了 300多年。如今，中秋博饼（博“状
元”）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激活文旅，此次中秋嘉年华博状元
活动落地池店，并非偶然。

自唐以来，池店积淀了丰厚的人文历史
文化，可谓钟灵毓秀、名人辈出。池店历史
上出过 5位状元、2位榜眼、3位宰相、4位尚
书。大名鼎鼎的欧阳詹便是榜眼之一，池店
仕春村的徐晦和池店钱头村的吴鲁，分别是
福建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和最后一位状元，至
今仍是科举史上的佳话。

将文化“置顶”，池店深谙此道。可以看
到，参与此次活动的许多亲子家庭，都是冲
着“状元”的好彩头而来。

“希望借这个机会，沾一下‘状元之乡’
的光，让铭翔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9月15
日首场活动开场前2个小时，英林中心小学
小记者洪铭翔和爸爸已经抵达现场，沉浸式
开启“状元之乡”的“打卡之旅”。

“在状元故里，利用民间习俗、节俗，通
过博‘状元’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历史
名人文化 IP，在晋江文体旅融合中是一个创
举。”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也来
到现场，不禁点赞。

不仅池店，这些年来，晋江各镇域立
足特色，探索“以文塑旅”，文旅产品频频

“上新”。以梧林为例，作为国内首个娘惹
文化体验村，梧林传统村落依托丰富的闽
侨文化资源，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进“村”游玩，不仅带动了景区娘惹服换
装、餐饮购物等消费，更催生了景区周边
民宿等业态的发展。

沉浸体验
“文化味”与“烟火气”并存

在池店，文化和田园彼此光照。
秋风徐徐，芦苇摇曳。随着一声鸣笛，参

与者们向快乐出发，漫步田园中央，感受自然
之美。“如果不是这个活动，我还不知道晋江城
市中央有这么美好的所在。这里既有自然田
园，又有典型闽南特色的村落，微风吹来，安和
静谧，一路都是治愈心灵的好风景。”徒步途
中，市民黄先生用手机定格了不少美丽瞬间。

从田园归来，参与者们随即转战博“状
元”区。“第一把就‘对堂’！这里不愧是福
地！”“‘四进’‘四进’，不错不错！”“‘状元’走
一个！”……一时间，骰子声、欢呼声、尖叫
声，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另一边，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精彩碰
撞。

妙趣横生的木偶剧《大名府》、传承数百
年的刣狮、气势雄浑的中华武术，别开生面
的非遗艺术盛宴，在风景如画的九十九溪

“田园中央”再掀热潮；以手击胸、以脚顿地，
充满乡土气息的拍胸舞表演瞬间点燃观众
的喜悦与激情；风趣幽默的火鼎公婆，将现
场的欢乐值迅速拉满；悠扬的南音、经典的

民乐、欢快的歌舞，极具观赏性的节目依次
登场，为博“状元”活动助力添彩。

在美食区，古早味小吃与潮流美食齐聚
一堂，市民、游客“一站式”品尝“舌尖上的晋
江”。晚风中，露营桌椅一字排开。“咖啡、清
风、晚霞、田园，这样的中秋博饼活动绝了！”
市民林巧丽用手机拍下身后的田园风光和
晚霞，在朋友圈感叹分享。

当下，打造注重沉浸感、体验感的文旅项
目，成为不同城市抓取“流量密码”的关键。

好风凭借力，池店精准地找到融合点。
联合本报，池店主动策划、深挖资源、用好热
点，一炮打响。状元文化、中秋民俗、田园徒
步，三者融合，迸发出千钧之力。

在晋江，紫帽也是典型。今年七夕，凭
借着凌霄塔的悠久历史文脉和苍山碧水的
生态资源，紫帽镇携手本报举办的星空马拉
松夜跑嘉年华，实现七夕传统文化节日与晋
马国际标牌赛事的完美结合，打响“醉美紫
帽 心之所皈”的文旅品牌。

传承活化
让“跨界加持”实现“出圈长红”

这个中秋，池店这波人气，是从文化里
“生长”出来的。“出圈”之后如何“长红”？值

得探究。
近两年，泉州古城文旅经济活跃。为了

主动承接辐射带动，与泉州城区一江之隔的
池店镇不断挖掘文化内涵，全力保护历史文
物，并积极弘扬历史名人精神。

2019年起，池店镇对受损严重的吴鲁故
居进行系统修缮。“修旧如旧”，这座省内现
存完好的状元府第，在8月底成为吴鲁文化
季活动的启动地。

除了吴鲁故居，池店镇还修缮了一批名
人故居、古迹，包括明代慈善家李五，现代人
民音乐家、《社会主义好》作曲者李焕之等的
故居。今年，池店镇还启动李焕之音乐基地
和李五慈善馆建设。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所谓风物长宜放
眼量，练好内功是关键。

“通过汲取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等营养，
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实现文体旅高
质量发展，是池店镇文旅融合的目标。”池店
镇党委书记陈英煌表示，接下来，池店镇将
深挖“5234”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让更多人
来到池店、认识池店、了解池店，全力打造

“状元故里 环湾新城”的城镇品牌。
19 日，状元故里博状元亮相 CCTV4。

“这活动太棒了，让人们‘一站式’感受中秋
民俗、健康徒步和田园风光的融合之美！”

“央视都关注了，这活动肯定出圈！”评论区
里，网友们纷纷为本次活动点赞。

正因长期的保护和传承，池店才能承接
住此次的“状元流量”，也只有把“文化味”充
分地挖掘和呈现出来，才能真正走进人们的
心坎里。

放眼全市，晋江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极
其丰富，如同一盘珠翠，散落在649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这些年来，在“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的探索中，晋江不断深挖文化瑰宝，立足
特色，讲好故事，逐渐在县域旅游的浪潮中崭
露头角。这座城市正以滨海山川田园之美、
人文历史民俗之韵，向世界游客发出邀约：晋
江四季如春，陌上花开，待您缓缓归矣！

文旅怎么做？如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对
于一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此次，2024晋江九十九溪田园风光文体旅融
合暨万人博状元嘉年华是晋江一次成功的尝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池

店的状元故事，承载着“南门外”与“状元故里”两
个文化品牌。嘉年华紧扣池店历史人文牌，妙笔
生花，一击即中，在强劲助力池店擦亮“状元故里
环湾新城”镇域品牌的同时，让池店历史名人

“5234”耳熟能详，状元文化声名远播，更为人文底
蕴深厚的晋江文旅添上浓重一笔。

在池店，其实还有很多“状元”，比如安踏，比
如舒华。它们在各自行业都做出巨大贡献，成为
续写新时代“状元”故事，讲好晋江故事和福建故
事乃至中国故事的生动案例。

田园邀月赏田园，状元故里博状元。池店这
个文体旅IP，必然成为新的“网红”！

简 明

本报讯 （记者 林小杰） 昨晚，福建省美丽
乡村设计创意大赛暨晋江市 2024 年全国大学生
乡村设计大赛颁奖活动举行。晋江市领导吴志
朴参加。

本次大赛从今年6月持续至9月，共吸引来自全
国20多所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天津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以及金门大学等院
校）、10支台湾乡建团队的数百名学生和设计师参
与。大赛以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乡

村”为目标，以“乡村与海”为主题，聚焦晋江沿海典
型乡村，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为设计要求，力求推动晋江乡村振兴
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比赛期间，参赛者们深入晋江村落，通过一个个
设计展现对乡村未来的无限憧憬与深刻思考。最
终，厦门大学吴洪宇团队的作品“鹊绸晋韵，围港新
生——聚焦乡村业态转型的围头海滨规划设计”获
得本次大赛特等奖。

本报记者 许春

连日来，在2024晋江九十九溪田园风光文体旅
融合暨万人博状元嘉年华现场，一场场精彩的文艺
演出，为上万名市民、游客带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
盛宴。九十九溪田园风光区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
艺术浪潮，演绎晋江文体旅融合的新篇章。

品非遗盛宴 赏民间艺术
打花鼓、耍火棍、舞飞碟……昨日上午 8时 30

分许，妙趣横生的木偶剧《大名府》为活动拉开了
序幕。这出富有杂技特色、极具观赏性的剧目，引
得观众纷纷叫好。随后，晋江木偶剧团还为观众
献上《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精彩剧目。

这边，掌中“有乾坤”的木偶表演刚落幕；那边，
池店镇武狮协会、武术队带来的武狮、武术表演热
闹登场。锄头、耙子、扁担、斗笠……一件件农具

“化身”斗争兵器，展开激烈“搏斗”。现场，只见青
狮腾空、翻滚，左突右闪、矫健敏捷，令人拍案叫绝。

“活动期间，我们每天组织三四十人前来表
演，大家都踊跃报名。”池店镇武狮协会会长、“狮
阵”非遗传承人黄远芳说。

武术表演热闹精彩，器乐演奏、歌曲演唱也极
具魅力。李焕之文艺志愿服务队带来琵琶、笙、古
筝等器乐演奏和热情高亢的《节日欢歌》歌曲，把
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

从热情活泼的拍胸舞到幽默风趣的火鼎公婆，
从古老悠扬的南音到栩栩如生的提线木偶……连
日来，非遗演出接连不断，为田园风光增添了一抹
抹亮丽的色彩，更展现了晋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汇千人展演 品田园欢歌
以稻田为幕，大地为台。
昨日下午，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泉

州市展示活动暨“古韵新彩·龙腾狮舞气功和
鸣”——千人展演活动，在九十九溪田园风光区同
步开展。

活动现场，数百名来自泉州各县（市、区）的表

演者，在田园中央共同演绎八段锦、大舞等健身气
功功法。大家沉浸在悠扬的音乐声中，缓缓抬手、
迈腿，动作整齐划一，刚柔并济，展现出震撼人心
的美感。

表演队伍中，一群来自晋江池店镇仕春小学的
孩子十分醒目。“2018年，我们学校开始推广健身气
功。今年，学校被确定为首批全国明目功进校园

‘光明行动’学校。”仕春小学教师江阿婷介绍。
下午 4时许，随着健身气功交流活动结束，千

人展演紧随其后。
“写苍天只写一角，日与月悠长；画大地只画

一隅，山与河无恙……”在大气磅礴的《万疆》歌声
中，舞龙、武狮、二胡、武术等演出，在漫地翠绿的
田野中同步上演。

现场，池店镇溪头村舞龙队带来了红、黄、青
三条“龙”。三“龙”翻腾、交织，时而摆出“福”字，
时而摆出“75”的造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献礼。池店镇潘湖村的武狮队也震撼登场，
以气势雄浑的“打斗”表演和精彩的舞狮，点燃全
场热情。

青草地，芦苇荡，百余人同时演绎二胡的画面
也十分动人。在泉州市民族管弦协会组织下，百
余名青少年一起拉响《万疆》的旋律，引发了强烈
的情感共鸣。

“国庆即将到来，大家一起在这片辽阔的田园
中演奏这首歌，内心的激动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泉州市民族管弦协会会员、带队老师葛禹婷说，这
样大场面的演出，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经历。

五祖拳、双节棍、长拳……演出现场，一群来
自晋江市青少年宫、唐朗武术馆的孩子们带来精
彩的武术表演，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连日来，一场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是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展示，为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带
来美的享受。”池店镇文体服务科负责人、李焕之
文艺志愿分队队长蔡志艺表示，这也为九十九溪
田园风光增添了独特的文化色彩，表演者们的热
情、活力与水光山色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幅文体
旅融合的美好画卷。

“‘王中王’产生了！”昨日下午5时30分许，经过
四天五场紧张激烈的角逐，“状元王中王”终于诞
生。获奖者陈静宜难掩喜悦之情，与朋友们在台上
激动拥抱，庆祝这一荣耀时刻。

手机不停地振动，微信群里瞬间涌现数十条祝
福信息，陈静宜的同事们通过观看本报直播第一时
间知道了她获奖的消息，纷纷发来“鞭炮”以示祝贺。

四周是沸腾的人群和不绝于耳的掌声，大家挥
舞加油棒，高声欢呼。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陈静
宜穿上状元服，缓缓走向终极大奖——广汽昊铂汽
车。这一刻，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回顾自己的“王中王”之路，陈静宜直呼：“难以
置信！”作为地道的闽南人，陈静宜从小就了解博饼
活动，但此前从未拿过“状元”。这一次来到状元故
里，她的运气格外好。“今天上午，我一来就拿了我们
那一桌的‘状元’；下午冲刺‘王中王’，又博出了三个

‘状元’！”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陈静宜认为，博饼是闽
南地区独具特色且宝贵的传统民俗。今年中秋，她
还带着班上学生举办了一场小型博饼活动，希望让
更多孩子了解家乡的文化瑰宝。

“这次，我和同事组团来参加活动就是为了体验
传统民俗、健康运动、田园风光融合的快乐。我第一
次参加这样大型的博‘状元’活动，现场氛围太棒
了！”

陈静宜差点与“王中王”失之交臂。起初，她因
个人时间协调问题，一度想要放弃当天的活动。在
同事的热情邀请下，陈静宜最终决定跟车前来。

拿到车钥匙后，陈静宜表示，她已两三年没开过
车了，接下来要好好“复习”开车。同时，她希望万人
博状元嘉年华活动能继续办下去，“氛围太好了，过
程太刺激了！”陈静宜兴奋地说。

随着陈静宜摘得“王中王”大奖，2024晋江九十
九溪田园风光文体旅融合暨万人博状元嘉年华活动
正式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活动不仅展现了闽南地
区独特的传统民俗，更创新演绎了晋江文体旅融合
的新篇章。大美晋江还有无限魅力与可能，等待着
更多人共同续写。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非遗“闪耀”千人展演

这个中秋，晋江在状元故里的田园上——

深挖文化特质 增强文旅“磁场”“王中王”是她！

晋江市2024年全国大学生
乡村设计大赛昨晚颁奖

乘“十”而上 再启新程
江苏晋江商会第二届理监事就职
暨商会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 董严军 秦越）昨日，2024晋江九十
九溪田园风光文体旅融合暨万人博状元嘉年华圆满落幕。来自晋
江安海的陈静宜博走“状元王中王”大奖。

此次活动自15日启幕以来，吸引了上万名市民、游客参与，成
为今年中秋晋江文旅一大亮点。四天五场博饼活动，诞生了数百
名围桌“状元”。

昨日下午，手握决赛资格的围桌“状元”们陆续集结、跃跃欲
试。“咚咚咚！”16时，随着鼓声响起，“状元”们迫不及待开博，现场
气氛紧张而热烈。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29名“状元”进入总决赛。最终，来自安
海的陈静宜在第二轮以“4个四带五”，博得“王中王”大奖——价
值 23.99万元的广汽昊铂GT豪华纯电座驾一辆。陈静宜在众人
羡慕的目光中收获大奖，现场氛围在众人阵阵欢呼中达到高潮。

“活动因为天气原因改期了，我的时间安排不过来，原本不想
来了，但同事把我拉来了。能博到大奖，得感谢我的同事。”走下领
奖台，陈静宜开心地和同事拥抱。她说，“活动现场氛围非常好、
非常热闹，希望这个活动能继续办下去。”

当天，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泉州市展示活动暨“古
韵新彩·龙腾狮舞气功和鸣”——千人展演活动在九十九溪田园风
光区同步举行，为观众准备了木偶戏、刣狮、南音等“非遗大餐”；泉
州南门外全域美食嘉年华、后备厢餐车集市，让大家一次性尝遍晋
江各色美食。

参与活动的“小状元”们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是一场视觉、味
觉、触觉、听觉全方位盛宴，也让我们了解到晋江有九十九溪田园
风光区这般将城市便利与田园宁静完美结合的“都市浪潮前的城
中央田园”。

随着“状元王中王”的诞生，2024晋江九十九溪田园风光文
体旅融合暨万人博状元嘉年华活动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九十九溪
优美的田园风光、晋江博“状元”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以及池店人
的热情好客，为市民、游客留下了一段深刻的记忆。

此次活动由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池店镇人民政府、西园街道办事处、晋江文旅集团、晋江经济报社
等单位共同举办。

中秋“燃”盛宴 文旅谱新篇
2024晋江九十九溪田园风光文体旅融合暨万人博状元嘉年华圆满收官

本报记者 杨静雯

本报记者 蔡斯洵

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编辑任君翔（右）为“状元王中王”陈静宜颁奖。

特写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晋江经济报社出版

农历甲辰年八月二十_2024年9月22日 今日4版_星期日 第7088期邮发代号33-101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0067

编辑_苏明明 设计_翁泽义 校对_严学锦 新闻广告热线：0595-82003110 发行热线：0595-82009828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汪卫东 版权声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晋江经济报采编人员所创作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社址：晋江市长兴路619号晋江报业大厦 邮政编码：362201 印刷：福建日报（泉州）印务有限公司 全年定价：252元

晋江经济报微信公众号 晋江商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