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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宗琴

近日，集美区再添一张亮眼

的文化名片——维纳数字艺术园

开园，与300多名艺术家合作，邀

请多个艺术名家工作室入驻创

作，让艺术品、艺术衍生品更好地

走进千家万户。

“文艺范”一直是集美的一个

亮眼标签。近来，集美相继举办了

“大社潮音”侨楼音乐会、“联通丝

路·印象侨乡”东盟文化艺术创作

季（第三季）国际展览、集美学村周

末音乐会、“乡音颂党恩·奋进新征

程”集美区戏曲巡演等一系列活

动。无论是高规格的画作展览，还

是接地气的戏曲进村，抑或是年轻

态的音乐会，参与其中，你可以感

受到“文艺范”集美的多面性。

事实上，集美区素来有着“人

文集美”的雅称。那么，它的“人

文范”从何而来？

在集美，无论是漫步于底蕴丰

厚的老城区，还是流连于场馆林立

的新城区，随处可见的嘉庚建筑、

侨楼、学校等，无不折射出集美这

座城区独特的人文精神特质。集

美是嘉庚故里、百年学村，以嘉庚

精神及华侨文化、闽南文化、学村

文化为内涵的“一精神三文化”是

集美独特的人文基因和城市灵魂，

也是集美宝贵的“金字招牌”。

一座城区有了独特的精神内

核，就有了筑牢文化自信的“根”

和“魂”。

此外，集美辖区内有十几所

高校，高校智库资源成为“人文集

美”的储备军。兑山艺术区兑艺

美术馆成为高校学子展示才华的

“练武场”。大社文创街区、集美

文艺讲堂、三影堂艺术中心、星巢

越中心、厦门嘉庚剧院、闽南戏曲

艺术中心等文艺空间也为这座城

区增光添彩。

今年，集美区出台了《集美区

“人文集美”建设提升工作方案》，

正式宣告集美将深化“人文集美”

建设，系统化、品牌化推进五大体

系、29项具体工作。这项举措是

为了让集美的“人文成色”更足、

底色更亮。

只有城区精神与人完美融合，

才能真正让文化“活”起来。如今

的集美区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

大区，如何让新集美人接受和融合

本地文化，是摆在集美面前的一个

课题。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非一日

之功。让广大居民都能拥抱文艺、

享受文艺，让“人文集美”真正可

视、可近、可触、可达、可及，集美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如此，城亦

是如此。注入了文化内涵的城区，才

会是丰满而坚实的。聚文化之力，筑

文化之魂，集美这座令人一见倾心的

人文之城正向未来阔步前行。

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昨

日，“都市冰雪,冬趣长春”

2022-2023雪季长春冰雪旅游

产品推介会在厦举行。

现场，专业讲解员先后推

介了以长春冰雪新天地为代表

的三大冰雪乐园、四大滑雪场

和精品冬游线路。

其中，占地面积156万平方

米、用冰量42万立方米、用雪量

28万立方米的长春冰雪新天地

将于12月12日开幕。其今冬

重点打造“中华五千年、冰雪贺

盛世”主题，规划八大区域，不

仅有冰雕、雪雕展，还推出互动

演出、烟花表演等项目。长春

世界雕塑园、净月潭国家森林

公园和市内主要公园精心打造

的冰雪乐园更是全方位、多角

度地展示了长春冰雪产品的多

样性和丰富性。

推介会上，都市冰雪赏冰

嬉雪之旅、研学科教之旅、《人

世间》拾光之旅等市内冰雪旅

游线路和吉林省内东西旅游双

环线冰雪旅游线路精彩亮相，

吸引了现场旅行商的热切关

注。

此次推介会不仅提高了长

春冰雪旅游品牌在厦门的知名

度，强化了长春、厦门两地在文

旅业的深度合作，更进一步激

发了厦门市民赴长春玩冰戏雪

的热情。

“城”有诗书气自华 长春来厦推介冰雪旅游

晨报记者林燕萍通讯员杨心亮

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与历史

文化的浓厚积淀，成就了色香味

俱全、风味独特的同安特色美食，

让人垂涎三尺。不久前，2022年

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配套活动——

“星辰大海·三天三夜”创作采风

体验中，同安美食频频亮相，掀起

一阵阵“追吃”风潮。其中，非遗

味道吴招治薄饼、古龙酱文化园

古法酿造的酱油，以及五香条、海

蛎炸、同安封肉等尤为受青睐。

传承多年
非遗美食屡登荧幕

在今年“星辰大海·三天三

夜”创作采风体验活动中，青年演

员们在同安古龙酱文化园体验省

级非遗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该技

艺被列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曾登上《舌尖上的中国2》，吸

引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寰行中

国》、央视《远方的家》、中国美食

电影《味道中国》等海内外媒体关

注报道。

而在去年的创作采风体验活

动中，张子枫、陈都灵等青年演员

还曾在吴招治薄饼店体验制作炸

枣、包薄饼。“神秘嘉宾”王宝强亮

相后，几名青年演员共同品尝了

炸枣、薄饼等同安美食。

事实上，同安吃薄饼的习俗

迄今为止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2017年5月，吴招治薄饼制作技

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薄饼嫂”吴招治成

为省级非遗传承人，匠心传承同

安味道、家乡味道。同安薄饼用

料考究，用一张薄饼皮包裹了油

饭、包菜丝、海蛎、胡萝卜、大蒜等

十几种蔬菜，是闽南地区春卷中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同安

“三宝”之一的炸枣，也是吴招治

薄饼店的一大特色美食，外酥内

韧、香甜可口。

靠海吃海
同安“海味”又鲜又甜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勾海连山的同安孕育了丰富

的山珍海味，除了炸枣、薄饼等地

道美食，自然也少不了海蛎炸、丙

洲煎蟹等“海味”美食。

今年“星辰大海·三天三夜”

创作采风体验活动的最后一站，

部分青年演员跟随丙洲渔民出

海，体验海上捕捞工作，还有部分

青年演员配合村民共同制作美食

盛宴。娄艺潇、张凌赫等体验了

剥海蛎、包五香卷，最终奉上了集

海蛎炸、同安封肉、五香条于一桌

的美食盛宴。

煎蟹、土龙和海蛎是丙洲三

宝。丙洲海蛎个大肥美，可以做

出花样百出的菜色，如海蛎煎、海

蛎炸、海蛎汤、海蛎饼等。

丙洲的煎蟹同样声名在外，

蟹的品质备受肯定。丙洲正好是

淡水与海水的交汇处，水体营养

丰富，养出来的螃蟹口感更加鲜

甜。加上麻油、蒜头、姜、水等调

味煎制而成的螃蟹肉肥黄满，嫩

滑鲜甜。

同安封肉更是同安的一块金

字招牌，据传是为纪念王审知被

敕封为“闽王”创制而成。猪肉切

成四四方方的大块，用盆装上，配

上香菇、虾米、海蛎干、板栗等佐

料，用黄巾包裹，下锅蒸煮，上桌

后才能掀盖。同安封肉香气扑

鼻，成为不少同安人心目中的“家

乡味道”。

同安美食掀起“追吃”风潮
色香味全、风味独特，多次引发海内外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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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文化氛围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