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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张晓霏

实习生陈煜渲张江辉

大社戏台上，“大社有戏”正

在上演，老老少少齐聚广场，挥着

荧光棒一起欣赏南音展演、大学

生潮音乐；闲置的菜市场里，文艺

范十足的“转转菜场”二手市集汇

聚青年文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

客前来打卡。7月22日、23日，

集美大社迎来了一个精彩纷呈的

周末。

当前，集美区城中村现代化

治理正在如火如荼开展。集美大

社作为精品示范村，以“弘扬嘉庚

精神 彰显学村文化”为主题，立

足提升集美学村历史文化街区整

体风貌，抓好文化保护与传承，将

侨乡文化、闽南文化、学村文化与

旅游发展共荣互促。

集美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社有戏”、二手市集等活动，正

是传承闽南传统文化、汇聚青年

潮文化的具体举措。

传统戏台唱出新故事

传统戏台唱出了不一样的

戏，7月22日晚上七时许，“百年

学村·大社有戏”上演，婉转动听

的南音展演、青春飞扬的潮音乐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集美辖区艺术院校潮文化、

大学生主导的潮音乐及集美当地

戏剧团、辖区非遗、当地曲艺等相

结合，以接地气、平民化方式，与

市民游客互动。

现场还设置了“大社有戏我

来教”环节，观众可与展演老师面

对面、手把手、近距离互动，体验

闽南曲艺文化。

据悉，“百年学村·大社有戏”

展演活动将常态化开展，每周五、

六、日晚间举行，每场活动时长为

1至1.5小时。

“我们很乐意向更多人传递

这种富有魅力的闽南曲艺文化。

街道主办‘大社有戏’这样的活动

特别有心，也让我们有机会参与

文化传承这件事。”南音参演者、

也是大社本地人的郑女士说道。

社区潮玩营造烟火气

旧书籍、二手唱片、衣物、饰

品……7月22日至23日下午3时

到晚上8时，“转转菜场”二手市

集在集美大社菜市场举办。此前

该菜市场已闲置多年，如今，一场

文创二手市集使其重新变得热

闹、生活气息十足。

为了盘活存量空间，丰富社

区生活，集美街道携手扎根大社

的虎曼社区艺术空间，将大社菜

市场二楼打造成“二手市集”，营造

邻里交流互动、交流情谊的平台。

市集策划人邓施翌告诉记

者，现场共有36个摊位，创意、文

艺范十足的青年摊主们带来各类

二手物品，现场还有大转盘、市集

留言板、买单送葱等创意互动，吸

引了不少人前来打卡。

邓施翌和合作伙伴祝诗都是

集大学子，一直积极投身社区生

活营造。她们表示，希望未来有

更多机会盘活社区公共空间，创

造更多新潮有趣的生活。

“大社有戏”遇上“二手市

集”，引爆了大社的人气。大社见

面·虾面店的老板表示：“现在就

算过了饭点，店里依然座无虚席，

生意比以前火爆不少。”

集美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集美大社作为“嘉庚故里，学村源

地”，将继续深入挖掘自身资源，

并策划开展系列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聚积人气助力大社文旅产

业的发展。

百年学村有戏 闲置菜场有料
集美大社深挖文化资源，结合传统文化与潮文化，聚积人气助力文旅发展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近日，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编制

完成了《厦门市村庄建筑风貌管

控导则》（下称《导则》）和《厦门

市农村住宅建筑风貌手册》（下

称《手册》），期待从全市整体形

象塑造乡村风貌，将厦门市村庄

打造成为“生态有机、以人为本、

统一协调”的“绿色生态村庄”。

据悉，《导则》规划范围为厦

门市同安区、翔安区、集美区、海

沧区四大区村庄村民住房的新

建和改建，规划范围面积327公

顷。

在村庄的风貌管控上，《导

则》中提出了乡土在地性原则、

风貌的统一性原则、风貌的差异

性原则等七大原则，要求村庄建

筑在传承区域性历史文化的基

础上，表达乡土建筑的韵味，原

则上同村同风格，相似性或与邻

近原有传统建筑风貌一致，在维

持整体统一性的基础上强调个

体差异性，每栋住宅之间风格应

避免完全雷同。

据介绍，区域划分在保证区

行政辖区完整的基础上，将其分

为闽南石厝燕尾坡屋顶风貌、闽

南石厝马背坡屋顶风貌、闽南红

砖燕尾坡屋顶风貌、闽南红砖马

背坡屋顶风貌、闽南砖石混搭燕

尾坡屋顶风貌、闽南砖石混搭马

背坡屋顶风貌六大村庄建筑风

貌类型。

《手册》提供了基础型、经济

型两种类型，以便业主结合自身

需求进行选择。其中，基础型相

较于经济型有较多细部设计，在

材料及色彩上增加了变化。同

时，还为每种类型列举了可供参

考的构件样式。

《手册》中要求，总体上，村

庄内住宅应采用《导则》中风貌

类型图中所给定的风貌类型，根

据类型图中的六大类风貌划分

确定本村可选择的风貌类型，一

般为2至4种，且应具备相似性

或与邻近原有传统建筑一致，在

主体色彩和材质上具备整体统

一性。村庄外围界面应反映出本

村的传统风貌特征，要求简洁、美

观、大方；相邻各栋住宅之间应保

持立面风格一致，但细部可有一

定的变化。建筑组团及相邻建筑

组团的风格应相近，允许存在局

部色彩和材质的差异性，但应保

证同一组团内住宅风貌的统一。

晨报讯（记者 范玉华）记者

获悉，海沧两处口袋公园近日投

用，一处为沧虹邻里公园，另一

处为南海三路南侧口袋公园，吸

引不少市民前往游玩。

沧虹邻里公园项目位于海

沧区东坑安居房西侧及南侧，面

积约为10700m2，经过提升改造

后，成为周边居民休闲纳凉的好

去处。同时，作为幼儿园接送的

重要出入口，原本空间狭小、交

通不便的西侧地块增设了休息

廊架，让等待的家长也有了歇脚

处。该项目还针对周边老年、中

年、青少年等不同主体客群需

求，配套儿童游乐区、休闲活动

区、植物科普园等区域。

南海三路南侧口袋公园位

于未来橙堡小区，项目拆除小区

入口拥堵的景墙，取消闲置的水

景池，改造为无障碍开放式口袋

公园。公园以“橙·趣”为主题，

以橙色为基调的彩色道路联通

起整个园区。

转角可见绿，移步即入园，

“方寸之美”的口袋公园不仅提

升了城市绿化品位，也点亮了居

民的幸福生活。

村庄建筑要兼具
文化味乡土味

海沧正式投用
两处口袋公园

南海三路南侧口袋公园。海沧城建园林有限公司供图

厦门编制完成村庄建筑风貌管
控指引，提出六种乡村风貌类型

“百年学村·大社有戏”传播闽南曲艺文化。

“转转菜场”二手市集增

进邻里互动。

本组图片实习生陈煜渲摄

闽南红砖燕尾坡屋顶（基础型）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