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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讲好红色故事
宣传红色楷模

厦门市第十一届文艺创作培训班举行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 通讯员 蔡凝香）4月15

日，厦门市第十一届文艺创作培训班暨厦门红色主
题精品文艺创作培训班在同安区军营村高山党校
暨厦门市委宣传部军营村文艺创作基地举行。

本次培训为期5天，由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主
办，厦门市宣传文化中心承办。特邀一批国家级、
省级专家从评论、影视等方面进行授课，包括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
论中心主任徐粤春，国家一级编剧、中国纪录片学
会副会长王建国（夏蒙），《中国作家》原主编王山，
中国电影家协会海峡两岸电影交流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邓晨曦、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施晓宇等。

本次培训班以红色主题精品文艺创作为方向，
旨在进一步讲好厦门红色故事，宣传厦门红色楷
模，促进厦门红色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红色精神
力量的活化传承，用红色文艺精品助力厦门文化中
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的重要战略部署，繁荣厦门
文艺事业。

据介绍，文艺创作培训班历经10年10届精心
培育，已形成以育人才、出作品为核心的文艺人才
孵化重点品牌，未来将继续致力于高水平文艺人
才、高质量文艺成果的培育产出。

两岸青年学子文化研习营
5天的营期，准备了丰富的文
化体验之旅。游览厦门沙坡
尾、曾厝垵等特色街区，到鼓浪
屿上“世遗课堂”，欣赏南音雅
韵，参观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
……两岸学子们在短短数天内
深入交流、交往、交心、交融，在
活动中零距离体验绚丽而深厚
的中华传统文化。

“希望两岸学子们能在研
学过程中感受艺术之美，获得
更多文化体验，感受作为炎黄
子孙的骄傲和自豪。”市文旅局
艺术处负责人陈忠坤说。

在“万国建筑博物馆”鼓浪
屿，两岸学子们打卡鼓浪屿历
史文化陈列馆、郑成功纪念馆、
菽庄花园等多个热门景点，学
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

“鼓浪屿模式”。
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因

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优秀的历
史人文环境，备受游客青睐。
对文物、建筑创新性活化利用，
正是让鼓浪屿真正“活”起来，
焕发新生命力一大法宝。

在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过
程中，除了文物本体的修缮，还
十分注重历史文脉的传承。与
此同时，鼓浪屿持续打造博物
馆群系列，依托故宫鼓浪屿外
国文物馆、钢琴博物馆、中国唱
片博物馆、鹭潮·鼓浪屿美院等
不断丰富游客体验。

因为即将毕业，来自金门
铭传大学的大四学生何淳郁身
着学士毕业服在鼓浪屿厦门大
学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拍
照。“希望以这里的旅游景点，
做自己的毕业回忆录。”她想用
这种有意义的方式，记录在厦
门的美好时光，作为大学时代
的回忆永远珍藏。

厦门市羽毛球协会换届
本报讯（记者 路鹏宇）厦门市羽毛球协会第三

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昨天下午在市体育局召开，厦
门羽毛球队总教练、前世界冠军洪炜当选新一届会
长。洪炜表示，推动全民健康、推动赛事发展和创
造发展土壤，将是厦门市羽协今后的工作方向和愿
景。

中国羽毛球协会向厦门市羽协发来贺信，贺信
说，厦门市羽协成立以来，以奋力打造体育赛事名
城为抓手，通过系列谋划、整体提升羽毛球赛事、羽
毛球产业等一系列举措，把厦门市羽毛球事业推向
一个崭新高度，为扩大城市影响力、推动羽毛球事
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厦门是羽毛球运动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厦
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羽毛球诞生了最多的奥运冠
军和世界冠军。据悉，厦门市羽协将以打造IP赛事
为抓手，推动羽毛球项目高质量发展，把我市羽毛
球运动的水平推向更高。

青少年羽毛球队伍以及裁判员、教练员队伍水
平的不断提升，也是市羽协的重心工作之一，洪炜
希望带动我市羽毛球人口的不断扩大，创造出羽毛
球发展的广阔土壤。

交大校友在厦赛羽球
本报讯（记者 路鹏宇）第三届“吉宏股份·交大

杯”福建校友羽毛球赛日前在厦收拍，赛事由交通
大学校友总会主办，西南交大厦门校友会与北京交
大厦门校友会联合承办，市人才中心、火炬大学堂，
以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台湾阳明交大等3所交
通大学厦门校友会协办。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
180余名校友欢聚厦门，共同庆祝交通大学127周
年华诞。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电子科技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复旦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
人民大学厦门校友会羽毛球队参与。比赛项目包
括单项赛和混合团体赛，单项赛赛制分为男双、混
双。混合团体赛采用团体淘汰制进行比赛。最终
由北京交通大学组成的红果园队获得混合团体赛
冠军，北京交通大学的张堂忠与陈钰璐获得单项赛
第一名。

来自20个国家

500余名嘉庚学子
载歌载舞泼水祈福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来自20个国家的500余
名嘉庚学子齐聚一堂，载歌载舞、泼水祈福。昨日，
2023年东盟嘉庚学子欢度泼水节活动在集美大学
庄重文夫人体育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吸引来中国、泰国、印尼、越南、马来
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柬埔寨等20个国家的嘉
庚学子参与。他们就读于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集
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集
美工业学校、集美中学等7所院校，其中大部分是
陈嘉庚奖学金获得者。

本次活动由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主办，厦门
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集美
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协办，集美学校泰国校友会、
泰国嘉庚学子联谊会、泰中同学会、集美大学东盟
教育中心承办。

学子们互相泼水，传递节日的喜悦和美好的祝
福。（集美大学 供图）

“文旅研学大餐”
吸引台湾学子打卡厦门

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我市首个两岸大学生研学活动圆满落幕

文/图 本报记者 吴君宁
“经过五天四夜的交流，台青对厦

门好感度明显增加，来福建发展意愿平
均值从6.7增加为7.9，尤其第一次来的
台青提高更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副教授黄裕峰昨日告诉记者。

本月初，“情牵厦金”厦门大学2023
年两岸青年学子文化研习营在厦门举

行，黄裕峰团队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了
解台湾青年来厦门前后态度变化，研究
结果为本次“校地协作”活动圆满成功提
供了有力论证。据介绍，回到金门后，台
湾学生与厦门学生保持频繁互动，更多
人开始尝试使用大陆社交平台，并以之
为今后毕业“登鹭”发展做准备。

这是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我市迎

来的首个两岸大学生研学活动了，也是
三年来我市首个两岸大学生研学活
动。市文旅局与厦门大学等携手，为两
岸大学生献上一场文旅研学大餐的同
时，映照出当前我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生动图景。近年来，我市通过文旅
深度融合，打造精品化、高端化文旅业
态，文化保护传承更具活力。

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也在
此次两岸青年学子文化研习营
的行程之中。“今天参观纪念馆，
了解了厦门发展的历史，这里有
一座城市的经济、文化飞速发展
的缩影，我感到很震撼。”祖籍湖
南的金门大学学生烈凡参观完
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后，还用湖
南话介绍了自己，他说：“我在桃
园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的妈
妈和外婆都是湖南人，我对大陆
有很深的感情，去过南京、长沙、
深圳等地，所以知道有机会能来
厦门，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生动
还原湖里开山第一炮、筼筜湖治
理等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历程中
的重大历史场景，在这里，两岸
学子从珍贵史料中了解到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40年奋斗历程和
辉煌成就。在纪念馆内的一处
超大横幅LED屏前，白鹭洲公
园、集美龙舟池等网红打卡点逐
一变换，学生们站在屏幕前拍
照，体验沉浸式“云打卡”厦门著
名景点。

此次行程，市文旅局与厦门
大学携手编排了一条充满历史
文化底蕴的线路，包括鼓浪屿历
史文化陈列馆、郑成功纪念馆、
特区纪念馆等。市文旅局文博
处负责人肖琼表示，希望通过安
排一系列博物馆的参观体验游，
为两岸学子带来文化的启迪，也
让年轻人感受博物馆游的时尚
新玩法。

记者了解到，我市范围内
遍布众多不同类型的博物馆、
展览馆等。在去年“5·18国际
博物馆日”，市文旅局遴选我市
博物馆、类博物馆36个点位，
发布厦门博物馆地图，策划了

“历史经典”“特区热土”“文脉
传承”等8条旅游线路，进一步
为博物馆引流，传播优秀文化。

如今，还有越来越多博物馆
融入科技力量，插上数字化的翅
膀，让藏品“活”起来，市民能够
随时随地云游博物馆、感受新技
术带来沉浸式体验。例如，厦门
经济特区纪念馆依托裸眼3D技
术，融合运用多媒体沙盘、滑轨
屏互动等多媒体综合展项，设计
了多处历史性场景；厦门市博物
馆线上开设“3D文物”栏目，借
由数字技术，观众不必在场就能
观赏到藏品细节。

在厦门市南乐团，两岸学子欣
赏了优雅古朴的南音演出，还登台
演奏体验南音乐器，亲身体验南乐
之美，零距离了解“中国音乐史上
的活化石”。

“南音乐器又有趣又难，表演
者真的很厉害！”金门大学企业管
理系三年级的学生廖晏宽在体验
了乐器演奏后说，他小时候也学过
乐器，只在课本上看过南管、北管
等，这是第一次看到实物，还能零
距离接触，感到十分兴奋。“我想引
用白居易的一句诗：如听仙乐耳暂
明。”来自铭传大学的学生杨宗霖
说。金门大学生们在体验到灿烂
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之后，不由发
出赞叹。

南音自唐末从中原传入闽南
以来，历经千载，弦管依然，为音乐
史、文化史和古汉语等学科的研究
留下无价宝藏。今年除夕夜，以南
音为底色的歌舞《百鸟归巢》闪耀
春晚舞台，与歌手谭维维的演唱巧
妙搭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
融入了时代表达。

令厦门市民倍感亲切的是，参
与南音表演的，正是我国仅有的
两个南音专业表演团体之一的厦
门市南乐团。节后，厦门市南乐
团从春晚舞台回到百姓中间，走
进我市各景区、商圈，带来数场惠
民演出。

南音“出圈”是我市文艺创作
创新出彩的一次生动写照。为持
续擦亮“文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
之岛”的城市底色，市文旅局近年
来组织开展了一批反映厦门新时
代精神面貌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文
艺精品创作。其中，高甲戏《阿搭
嫂》拍成电影，预计于今年6月首
映；歌仔戏《侨批》、电视剧《山海
情》《绝密使命》等4 部作品荣获中
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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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欢迎您
我市文旅部门发出“邀请函”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推广乐活厦门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昨日，

2023“返乡之旅”厦门旅游（东南
亚）推介系列活动启程。由市文
旅局组成的推介团，搭乘厦门航
空“侨批”主题航班，前往新加坡、
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一带一路”
沿线东南亚国家开展为期10天
的旅游推介、文化交流和文旅招
商活动。这是防疫政策优化调整
后全省首个赴海外多国开展文旅
交流引客的团组。

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华人
华侨回乡旅游走亲访友的热情高
涨，还有不少华侨团体希望组织
海外青年赴祖地研学旅游寻根探
访。市文旅局迅速组织打造了一
批高端化、精品化旅游产品并赴
海外开展巡回推介。推介会将以

“返乡之旅”为主题诠释厦门与海
丝国家的文化和情感联结，以乡
情促交流推广“2023 乐活厦门
游”系列旅游产品。

市文旅局对外交流合作处处
长彭军表示，此次海外巡回推介
活动还将以主题航班、影片展播
等多种形式，同步将获“五个一”
工程奖的厦门歌仔戏《侨批》介绍
到海外。这部作品讲述的正是当
年从厦门赴东南亚国家生活华侨
的往事，将进一步激发海外华侨
的情感共鸣和“跟着剧中人，返乡
游厦门”的热望，实现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4月 18日福建省文旅经济
发展大会召开在即，本次厦门旅
游（东南亚）推介活动还将“以乡
情促招商”，介绍厦门文旅新业态
项目情况并进行文旅投资政策、
资源配套宣介。

“我市文旅部门赴国外开展
官方推广，将进一步增强东南亚
游客入境旅游的信心。”厦航国旅
副总经理胡进福表示，信息一经
发布，厦门航空由东南亚等国家
入境厦门的航班客座率直线上
升，“五一”和暑假厦门入境游市
场热度可期。

当天，福建省首个菲律宾团
签旅游团也与推介团同时从厦门
出发，实现友好交流客源互送。

到宁夏银川和吴忠

推介人文集美
本报讯（通讯员 刘意婷 记

者 应洁）近日，由市文化和旅游
局、集美区人民政府主办，集美区
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2023“诗意
厦门·集美学村”文化和旅游推介
会在宁夏银川、吴忠两市举办。
推介会以“我去（五七）集美学村”
为主题，围绕“德润集美、开智集
美、健体集美、美育集美、劳育集
美”等五育品牌以及集美的“吃住
行游购娱学”系列资源，为宁夏人
民生动推介集美学村，将集美的
独特性、人文美景、精神内核一一
呈现，带领现场嘉宾沉浸式体验
了一场“集美”的文旅时光。

从陈嘉庚纪念馆、鳌园、归来
堂里的光阴故事探寻学村的研学
资源；在龙舟池畔的加油喝彩声
中，感受人文集美的拼搏奋进；从
学村传来的琅琅读书声中，感受
人文气息满满的青春生活；在园
博苑花木树海的盛景里感受南国
绿意的舒适；从集美之眼十里长
堤体验露营、煮茶的文艺时光；在
嘉庚剧院、灵玲国际马戏城、星巢
越中心等场馆感受集美城市演艺
的魅力……推介会上，集美区通
过《诗意厦门·集美学村》视频、舞
蹈《山与海》、闽南话小课堂等精
彩环节展示厦门山海入怀、诗意
浪漫的城市特质，带领现场嘉宾
感受百年学村集美的独特魅力。
到场的厦门和银川文旅主管部门
和企业纷纷表示，两地将持续加
强文旅产业的人才交流、政策沟
通、客源互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