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漳州古城又一次刷新记录：累计接待人数137.25万
人次，同比增长25.24%。

近年来，芗城区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以漳州古城等为重点，以点带
面，辐射拉动其他景区景点开发，成功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城市记忆，促进全区旅
游产业连片成块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人文芗城”的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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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长泰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重
要讯息，欢迎扫码关注“新长泰微新闻”！

本组文图除署名外由 刘钦赐 郑文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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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碗卤面 67 元，是不是被宰
了？”日前，有游客反映在漳州古城某
卤面店内食用卤面时，感觉价格较高，
于是马上拨打 12345进行投诉。投诉
件转到漳州古城所在地的西桥市场监
管所后，工作人员蔡雯雯马上到现场
核查，发现该店证照齐全，且有明码标
价，是游客不懂加料规则、加料过多导
致价格较高。在游客提出异议后，商家
当场给予免单一碗，双方表示谅解。

这件游客投诉事件，从投诉到处

理完毕只用了半个小时，是古城快速
处理游客投诉的一个缩影。

漳州古城属西桥街道办事处管辖，
为规范市场运营，严格商户监督，相关
部门向古城商户发放诚信经营倡议书，
并签订承诺函，要求其明码标价、守法
经营，自觉维护古城品牌形象。

西桥街道办事处主任郑蔡乐说：
“街道办事处与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
建立‘投诉件联动群’，确保投诉后30
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主动联系投诉

者、24小时内调解。此外，还对商户进
行诚信评选和评级，设立‘黑名单’作
为续租参考，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致力贴心关怀，打造卓越服务。”
郑蔡乐说，通过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长
效监管机制，使漳州古城（太古桥）街
区获评省级食品安全示范街（区）；开
发“无障碍信息服务”小程序，清晰标
注古城内所有无障碍设施点位，并通
过VR技术精心打造7个虚拟展馆，设
置 61个实景展示点，让游客通过“云
游览”尽情享受古城的历史与文化。

此外，去年 10 月，“漳州 110”在
漳州古城设立九中队，并启动古城巡
防勤务，旨在结合古城旅游特色资
源，打造古城旅游警务品牌，向人民
群众和各地游客展现新时代“漳州
110”亲民、爱民、为民形象和漳州市
的良好风采。

打造文旅品牌是推动文旅产业
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文旅品牌的辐
射、带动和引流，能够为芗城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此，芗城区以

“人文芗城”文旅品牌为抓手，提升文
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厚植人文沃土，深挖‘人文芗
城’品牌内涵，聚焦特色、做强特色，
激发文旅产业活力，催生新动能。”芗
城区文体旅游局局长刘秀敏说。

芗芗 城城
春节假期春节假期，，漳州古城人山人海漳州古城人山人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梁健梁健 摄摄

石亭塘边高跷队在漳州古城开展高跷表演

由于年久失修，古城内不少老房
子损坏严重，甚至面临坍塌风险。
2014 年 11 月，漳州市区两级政府启
动漳州古城保护修缮工程。其间，先
后完成古城入口广场建设、道路改
造、沿街建筑修缮整治等项目，建成
东宋河景观带和闽南风格综合体建
筑，为漳州古城原住民营造了更加宜
人、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32.15亿元，
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42.41 亿元，
占计划总投资的131.91%。”芗城区副

区长许安娜表示。
漳州古城修缮按照修旧如旧的

原则，重现历史原貌，留住最美乡愁。
位于修文西路的漳州文庙，作为古城
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在更新中着重做好历史文物
古迹保护工作，修缮“漳州文庙”等古
建筑群，挖掘“漳州府学”建筑古迹，
恢复“文庙泮池”的历史风貌。

漳州古城的东、西护城河开凿于
唐代，因北宋年间修浚并全线打通，
故俗称宋河。项目改造中拆除两岸破

败建筑，留出滨水慢道，同时改善宋
河水质，增加景观桥梁和公共空间，
提升绿化景观，形成了进退有序的滨
水景观区域。改造后的东宋河新景观
区，古街、古树、碧水、小桥相互映衬，
相得益彰。

“走进芗城，便能寻到一座充满
温度与深度的漳州古城。”许安娜说，
这里有 1.7万原住民世代延续传承，
他们带领游客品位独特的老街情、慢
生活、闽南味、民国风、侨台缘，探寻
石牌坊、文庙等 48处文保单位，体验
歌仔戏、锦歌、灯谜等非遗文化，还有
丰富的温泉资源疗愈身心，为游客开
启一场“纯享版”的芗城之旅。

“哇，是小朋友在踩高跷啊！”
活动现场，芗城区石亭塘边高跷

队的传承人身着传统花木兰服饰，脚
踩高跷、手舞红旗，自信从容地展现
行走的“空中舞蹈”技艺，童真童趣的
演绎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现场喝彩不断、掌声连连。

除了高跷表演，漳州古城里经常有
精彩的活动或表演，也被许多群众和游
客所熟知。近年来，漳州古城充分整合
社会资源，利用古城广场空地，每周常
态化开展民谣、汉服、歌仔戏、乐器演
奏、现代行为艺术等街头表演。此外，节
点文旅活动不停歇，古城新春庙会、情
景文化艺术节、街头艺人大赛、木偶嘉
年华、非遗文化圩日等一系列以传统闽
南文化为元素的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游
客共赴沉浸式“文化穿越之旅”，并成功
孵化了“漳州古城木偶嘉年华”“漳古文
创好市”“汉服巡游”等特色活动品牌，
逐步形成集夜游、夜演、夜宴、夜购、夜
娱于一体的夜间消费目的地。

“2024 年，漳州古城举办各类活
动约 430场次。”许安娜说，芗城区聚
焦“用闽南文化点亮千年漳州古城”

行动计划，深入挖掘闽南文化独有内
涵，融合传统非遗与现代国潮，打造
互动式节俗体验新场景，做到“周周
有活动，月月都精彩”。

在拓展文旅业态方面，依托漳州
古城“一中轴四板块七街区”的规划
布局，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旅

游消费“一条龙”业态进行创新升级，
丰富太古桥小吃街、非遗一条街、漳古
文创市集等旅游业态。同时，还以“旅
游+”理念进行资源整合与创新培育，
依托“蕉海”“温泉”等天然生态优势，
不断开发“研学+旅游”“温泉康养+旅
游”等多元化旅游消费场景。

致力贴心关怀 提升服务品质

拓展文旅业态 丰富消费场景

加强保护修缮 焕新千年古城

“漳州110”队员开展古城巡防勤务

好玩，好看，好听。春节期间，长
泰各地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广大游客市民提供了独具特色的
文化大餐。文化深度游成为假日里
的一抹亮色。

除夕子时，长泰文庙的青铜钟
声穿透夜色，在古韵缭绕中，游客们
依次亲手敲响大钟，以钟鸣之音，奏
新年序曲。春节期间，除了撞钟祈
福，文庙还推出了猜灯谜、论语经典
诵读等活动，传播新时代美德，赓续
华夏文明根脉。

坂里乡正达村则在“大厝前”搭

建起表演舞台，村民们踊跃登台展
示才艺。七十几岁的汤阿婆与伙伴
们用闽南语吟唱的《十八相送》赢得
了台下掌声连连。田垄另一端的拔
河赛则让获胜的村民小组长抹着汗
笑道：“这土法锻炼比健身房带劲！”

从街头到巷尾、从台上到台下，
长泰推出一系列年味儿十足的文旅
节庆活动，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
火起来。长泰区图书馆组织了启智
科学实验室、光影阅读电影展播、悦
读成长营等一系列“体验感满满”的
活动，让市民游客欢度喜庆文化年。

各乡镇（场、区、办事处）组织开展迎
新春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体验千年古邑的独特韵味。

丰富的文化活动为春节增韵
味，也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人们
奔赴一场场“文化约会”，在欢声笑
语中感受着“长泰式”幸福。“下一
步，长泰将继续深挖文化内涵，优化
旅游体验，让‘田园都市、文化名城’
的魅力绽放得更加绚烂，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感受它的独特风情。”长泰
区文体旅局副局长陈清香说道。

☉林少虹 文/供图

长长 泰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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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街巷游人如织、庙会大集人潮涌动、新场景新玩法出圈出彩、老民俗与新文化交

融共生……春节假期，长泰持续上新文旅活动，不断解锁民俗新玩法，让市民游客在欢声
笑语中感受浓浓的长泰年味儿。

据统计，截至目前，春节假期长泰全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33.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539%；全区旅游总收入约30047.45万元，同比增长38.06%。文旅工作总体呈现良好态势，
实现新春“开门红”。

牧野欢谷新增的超大草莓熊草坪造景成为人们打卡的热点牧野欢谷新增的超大草莓熊草坪造景成为人们打卡的热点

春节期间，长泰各类非遗民俗
活动轮番登场，给市民游客带去了
喜庆热闹的节庆感受。

大年初一，京元村的一场“火把
绕境”活动点燃了新年的热情。锣鼓
喧天中，几百支火把蜿蜒成龙，街头
被映成流动的金河。据悉，这项古老
习俗已有600多年历史，承载着村民
对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健
康的美好祈愿。返乡过年的王先生

带着五岁的女儿也加入队伍，感受
节日的喜庆和民俗活动带来的独特
体验。“孩子举着火把说像握着星
星，这种文化记忆比任何早教课都
珍贵。”王先生兴奋地说道。

正月初八，山重村人声鼎沸。膘
肥体壮的“天公猪”披红挂彩，在村民
簇拥下，风风光光“坐”上大轿进薛氏
祖祠。山重老人理事会会长薛德兴告
诉笔者，“赛大猪·祈丰年”民俗活动是

薛氏家族传承1300多年的传统，每增
一斤猪肉，就多一份丰收的祈愿。

此外，林墩“攻炮城”勇士在硝
烟中摘旗，坂里乡民抬盘古王神像
涉水祈福，珪后村汉子赤膊演绎明
代抗倭水操，元宵夜各家灯火点亮
古厝民居……一系列非遗民俗活动
也将在元宵节前一一亮相，让每一
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深度感受长泰、

“种草”长泰。

春节期间，“热辣滚烫”的不仅
有民俗体验活动，还有休闲游、乡村
游、周边游。长泰因地制宜，丰富优
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让
游客解锁多重欢度佳节的方式。

在陈巷镇戴亁村的牧野欢谷生
态景区，年味以另一种方式温暖流
淌。气温回暖，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到
此赏樱花、围炉煮茶、水库垂钓，在户
外感受大自然的馈赠。景区今年新增
的超大草莓熊草坪造景更是成为人们
竞相打卡的热点。“远山如黛，近花似
雪，恍若闯进宫崎骏的童话世界。”身
着汉服的苏州姑娘小周在樱花树前驻
足留影，体验别具一格的春日浪漫。

像这样“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慢
生活正书写着文旅消费的新方式。
而二十公里外的天柱山欢乐大世
界，却上演着别样热闹。

海洋馆里的海豚与游客隔窗“亲
吻”，动物园里的羊驼成团宠，引发阵
阵欢笑。天柱山欢乐大世界以雨林动
物主题及海洋文化为主线，精心打造
了欢乐动物大世界、欢乐海洋大世
界、天柱仙境、霸王龙动力亲子乐园
等七大森林旅游综合体验项目，满足
市民游客的多重游玩观光需求。

来自江西的刘先生带着父母孩
子三代同游，连连感叹：“上午探秘
海底，下午漫步山间，这种复合体验
让全家各得其乐。”天柱山欢乐大世
界营销策划总监吴灿东则告诉笔
者，今年春节，天柱山景区实行平日
特惠价，客流量持续走高。

此外，其他打卡点也持续走俏。
山水畔里，孩子们蹲在青石小径
旁，轻触垂耳兔的鼻尖，春日暖阳

将萌宠乐园镀成金黄色的童话剧
场；在伍色竹塔，游客认领专属田
垄，躬身播撒菜籽；十里蓝山的玛
琪雅朵花海间，摄影师们追逐着
第一缕晨光；林墩水上运动中心
的皮划艇划开碧波，桨声与笑语
惊起白鹭。

旅游热度不断攀升，长泰的绿
水青山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留
下来、玩起来、爱再来。

非遗民俗热 解锁新玩法

近郊好风景 旅游热度高

文化深度游 精彩不断档

天柱山欢乐大世界在春节假期客流量持续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