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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文艺演出，展现的不仅是导演编排能力和
审美趣味，更能折射出一座城市的生活美学和人文
氛围。如果您在白鹭洲公园现场观看了这场演出，
并细心揣摩整场演出的各个细节，您会发现，这场
演出背后传递出的是主办方用心服务市民，尽心推
动文旅融合，展现厦门文化建设成果以及做好文化
传承的努力。

属于市民的文艺盛宴

开幕式总体策划围绕“新时代—幸福—奋斗—
传承—向未来”这一主线进行编排，“新时代”“幸
福”“奋斗”这些普通但是传递出昂扬向上姿态的词
语，和最普通的人民紧密相连。厦门市民文化节因
厦门市民而生，也注定为厦门市民服务。

这是一场市民作为主角的演出。来自学校、企
业以及各行业的市民都是开幕式演出的主角。参
演的还有我市文艺领域部分专业人士，他们以厦门
人的视角演出，抒发出对厦门的真情实感，用专业
的演出，展示这座城市的市民辛勤工作创造社会价
值的动人情景。

在市文旅局的积极推动下，开幕式演出还通过

市、区各级融媒体中心及文旅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推广，让更多市民能通过网络直播欣赏这场盛会，
了解今年市民文化节的系列活动，真正融入各类活
动中去，真正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福利。

用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市文旅部门积极推动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挥“1+1>2”的效应。在此
次开幕式演出场地边，市文旅局同步设置了中秋旅
游嘉年华主题活动。一边是市民文化节开幕演出，
一边是旅游嘉年华，文化和旅游昨晚在白鹭洲公园
深度融合。

昨晚的演出，主办方特地邀请了旅游界代表以
及外地旅行商前来感受厦门文化魅力，也在演出现
场向五湖四海的人们发出来厦门看看的邀请，主客
共享“近者悦远者来”。在中秋旅游嘉年华奇妙夜
市集，不少外地游客在游玩的同时，也感受了闽南
的民俗和文化。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能展现
厦门人生活的活动，同样可以打造成为旅游产品，
甚至成为厦门旅游的核心吸引物。

集中展现厦门文艺成果

文艺来自人民，文艺为人民服务。事实上，昨
晚的演出不仅为广大市民群众奉献了一场艺术大
餐，也展示了这一年来厦门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更从一个侧面让人们看到厦门城市艺术氛围日益
浓厚、市民整体文化素质不断提升。

获得群众艺术大奖“群星奖”的厦门六中合唱
团名声响亮，已成为厦门城市的一张青春名片。
团员们的青春正能量特质，不仅让央视伸出邀演
的“橄榄枝”，演出作品更是通过各主流媒体及网
络媒体广泛传播。南音是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厦门市南乐团曾把其带上春晚舞台。昨晚，厦门
市南乐团带来的《百鸟归巢》再次展现非遗魅力。
昨晚参与演出的还有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
心。近年来的重大演出,不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春节团拜会,还是西安的中亚峰会文艺演出,都有

“小白鹭”的身影。作为厦门文艺界的一张烫金名
片，昨晚“小白鹭”带来舞蹈《幸福路上》，让市民游
客见识了舞者的魅力。

文化保护传承是“光源”

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如何，便能看出一座城市
的底蕴深浅。厦门向来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这在昨晚的文艺演出以及中秋旅游嘉年华奇
妙夜市集现场便可见一斑。

也许对于很多新厦门人来说，南音似乎并不是
一种容易接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作为闽南的传
统文化之一，市文旅局毫不犹疑地将南音表演放进
昨晚的文艺演出中。和南音一同出现的，还有歌仔
戏、高甲戏等。也许时代发展让这些艺术种类变得
小众，但作为文化遗产，它们在厦门有着旺盛的生
命力。在奇妙夜市集，传统文化中的猜谜、投壶、香
道同样被设置成接地气的游戏环节，让市民游客快
乐体验。博饼作为闽南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备
受市民游客喜爱，欢快的骰子声让白鹭洲公园清凉
的秋夜，显得中秋韵味十足。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化遗产，尤其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始至终都是我们需要重视、保护
和传承的，它们是这座城市散发魅力的“光源”，“只
有保护好传承好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旅游发展”。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魅力鹭岛 主客共享

2023年厦门市民文化节昨晚在白鹭洲公园开幕

新潮古韵市集
人气爆棚

夜幕降临，白鹭洲音乐喷泉广场张灯结
彩，变身古色古香的市集。看戏、博饼、对诗、
猜谜、古潮投壶、玉兔套圈……自9月23日晚
2023中国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奇妙夜市集正
式开市以来，持续两天对市民群众开放的市
集人气爆棚，众多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参
与体验，共享本年度中秋奇妙夜带来的欢乐。

据悉，此次奇妙夜市集以“中秋奇妙游”
为主线，通过“行进式夜游、剧本式通关”创意
玩法，结合非遗快闪、仿古市集、街头艺术、巡
游互动等趣味形式，打造了一场独属市民群
众的周末嘉年华：身着古风服饰的“小仙女”
点亮中秋花树，市民游客穿梭在新潮和烟火
气交织的店铺间，现场呈现出一派穿越古今
赶集的繁盛之景。

打造沉浸式夜游新体验

欢乐中秋，好运厦门。作为2023中国厦
门中秋旅游嘉年华的主题活动，奇妙夜市集
邀市民游客畅游厦门，感受古风味、文化味满
满的鹭岛夜间文旅经济活力。舞台表演精彩
纷呈，吸睛无数。昨晚，古筝表演迎八方来
客，街舞、魔术穿插其中，传统和潮流的融合
不断提升现场热度。

仿古市集“突破时空”，奇妙非常。“文市·
非遗小剧场”“旅市·乐活市集”“潮市·奇妙街
头”“食市·中秋月宴”四个区域的仿古摊位，
与厦门特色文旅体验产品产生奇妙碰撞，带
来“中秋奇妙游”沉浸式体验。非遗传承人现
场展示非遗技艺，香道、珠绣、影雕等非遗文
创品让人爱不释手；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文
创衍生品、博物馆与文化馆的特色文创品，以
及实惠价优的温泉门票、酒店套餐等优选好
物，引发关注；市集引入时下流行的旅游新玩
法“后备厢展区”，契合厦门由“旅游城市”向

“城市旅游”转变的创新实践，让更多年轻人
能够从中找到旅游新乐趣，并以后备厢为依
托，连接休闲游、旅拍游、露营游等热门旅游
新业态；“一村一品”应季乡村游产品、休闲马
术表演等新业态也释放出独特魅力。

感受游园通关新惊喜

金秋好运来，乐活厦门游。奇妙夜市集
除了“逛”，还提供别开生面的游园趣味互动
游戏。市民游客入场后，可在左侧“厦门文旅
融媒体”展台领取中秋游园券，凭券至右侧服
务台领取折扇、团扇等应景好礼。完成花灯
解谜、花开互动装置打卡、玉兔套圈、古潮投
壶等游园打卡任务，集齐4枚印章，就可以到
博饼区参加一次博饼，赢取中秋惊喜好礼，角
逐中秋奇妙夜“月光密盒”大奖。

家住槟榔附近的陈先生连续两晚都带着
家人过来游玩，一家人参与体验各种趣味活
动，玩得不亦乐乎。“今年的奇妙夜市集带给
我很多惊喜，在传统佳节感受现场浓厚的非
遗文化氛围，不仅有趣，还很有意义，非遗文
化原来这么活泼、这么有温度。”陈先生说。

擦出文旅融合新火花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今年的奇妙夜市
集与厦门市民文化节文旅融合、“梦幻联
动”——两项活动在时间上高度重合，在内容
上热点叠加。结合传承弘扬国家级非遗项目

“中秋博饼”民俗，厦门市民文化节融入非遗
元素，开展“全城百点博”活动，进一步提升市
民游客参与度。

奇妙夜市集设置的现场博饼区，作为中
秋旅游嘉年华市民文化节博饼点，文化盛宴
与闽南民俗盛事擦出文旅融合新火花，持续
提升了厦门文化旅游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昨晚6时到9时30分的奇妙夜市集，不
仅有南音、木偶戏、歌仔戏等非遗表演，还有
街头艺人带来的《春风十里》《漂洋过海来看
你》《夜空中最亮的星》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歌
曲。原创音乐人孙治平将自己常驻厦门表演
的经历，写成城市民谣《厦门》，歌曲回荡在活
动现场，真挚感人。市集还特别加入了主持
人“探店”直播，带动线上线下市民游客共同
参与，不仅全面展现厦门“文化中心、艺术之
城、音乐之岛”乐活氛围，也把满满的人间烟
火味带给市民游客，助力以“厦门生活”为核
心、打造厦门秋季文旅盛会。

中秋国庆假期

厦门文旅
亮点抢先看
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2023年厦门市民

文化节开幕之后，厦门将推出以人文之旅为
亮点的秋季旅游宣传推广。

紧扣中秋国庆文旅消费重要时间节点，
厦门市文旅局将推出以“金秋好运来·乐活厦
门游”为主题的横跨“金九银十”的秋季旅游
产品和服务，创新文旅供给，激发消费活力。
在原有“2023乐活厦门游”6大系列产品基础
上，重点加推“非遗民俗游”及“乡村美食游”
系列，为市民游客奉献8大系列800余款秋
季文旅优惠特色产品。节日期间将举办300
余场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文旅活动，全面展
现厦门“文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的城
市风采，打造近悦远来、主客共享的厦门秋季
文旅生活新空间。

来厦门，可以博好运

作为厦门文化旅游活动的“烫金名片”，
2023第十一届中国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已
于9月15日启动，将持续一个月，举办“奇妙
夜市集”“全城百点博”等八大主题活动，以及
中秋音乐汇等四大配套活动，在让传统佳节
迸发时代新活力的同时，打造文旅消费新热
点。

欢乐中秋，好运厦门。市民游客可以坐
上“中秋快乐直通车”，穿梭于厦门的老巷新
城，开启“博饼巴士全城游”，也可以登上“海
上生明月”福船巡游，在中秋家宴特色博饼点
参与博饼。

金秋好运到，乐活厦门游。市文旅局表
示，热忱欢迎海内外朋友来厦门观海、听涛、
赏月，金秋时节到厦门，接喜气、博运气、迎福
气，体验趣味盎然的国家非遗民俗，感受精彩
别样的中秋传统文化，融入多姿多彩的文旅
新生活。

来厦门，可以赏艺术

2023年厦门市民文化节贯穿9月和10
月。十里长堤、航空古地石广场、海上世界、
惠和石文化园，已经成为厦门市的网红打卡
点。结合中秋、国庆等客流密集的黄金假期，
市文旅局将在这些点位设主会场，集中开展
传承人舞台、闽南音乐舞蹈及民间艺术展演、
专场音乐会等街头文化艺术展示活动，在增
加烟火气的同时，打造一批艺术精品和爆点，
让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体验传统与现代相融
合的户外休闲新生活，给游客带来全新的文
化体验。

“厦门中秋音乐汇”作为今年中秋旅游嘉
年华重要配套活动，节日期间计划走进古地
石广场、鼓浪屿等公共艺术街区，推广“把厦
门唱给你听”音乐旅行地标，助力“音乐+文
旅”融合发展，呼应厦门“音乐之岛”建设。同
时，为热爱音乐的原创音乐人、乐队、市民游
客提供音乐空间和舞台，展示才艺与热情。

来厦门，可以看好戏

节日期间，闽南大戏院、厦门嘉庚剧院、
闽南戏曲艺术中心高品质的文艺演出轮番上
演，包括话剧《钟馗嫁妹》、舞剧《卡门》、歌剧
《弄臣》、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等。

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将带来两场
《小白鹭之舞》舞蹈专场演出，汇集多年来“小
白鹭”经典民族舞蹈作品，涵盖单、双、群舞表
演类别，具有浓烈的民族风情。

不仅如此，厦门歌舞剧院、厦门市金莲陞
高甲剧团、厦门市南乐团等国有文艺院团还
将开展“厦门市第十五届福建省音乐舞蹈节
优秀节目”惠民演出、“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戏曲进校园等活动。

厦门旅游，就是品质游

营造良好环境，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在
双节期间，市文旅局还将持续携手多部门联
合落实旅游市场行为管理，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通过厦门文旅融媒体及时提供全面的文
旅服务信息和导引；同时，倡导酒店业以“专
业、高效、温馨、卓越”服务理念，推出一系列
的“管家”服务、“金钥匙”服务，力争做到“一酒
店一特色，一游客一服务”。此外，旅行社和
景区也将推出富有节日特色的个性化服务。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邬秀君
本版图/本报记者 张江毅 林铭鸿

用一场精彩的文化艺术盛会迎接属于厦
门市民自己的节日，用一个个出彩的节目致
敬我们伟大的时代——昨晚，2023年厦门市
民文化节开幕式在白鹭洲公园举行。开幕式
文艺演出、中秋旅游嘉年华奇妙夜市集等系
列活动让白鹭洲成为欢乐的海洋。

2023年厦门市民文化节由中共厦门市
委宣传部、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厦门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和各区人民政府、鼓浪屿管委
会联合主办。从9月24日到10月29日，厦
门市民文化节六大系列、六大赛事和425场
活动，将以“线上+线下”形式同步举行，为市
民游客搭建出一个个闪亮舞台。

用“爱之光”点亮这座城

开幕式文艺演出围绕“新时代—幸福—
奋斗—传承—向未来”这一主线进行编排，旨
在表达处在祖国强大、人民安康的新时代，人
们生活幸福，以及在幸福的道路上要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从文化传承到
精神传承践行“两个结合”、创造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的新文化、再一次出发奔赴美好未来
的愿景。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勤劳市民的
奉献和支持。在市民文化节开幕式上，主办
方特地邀请了我市10名科技、教育、文化等
各行各业的市民代表和劳模、优秀共产党员，
通过用“爱之光”点亮这座城的形式，启动今
年的文化节，共同见证这座城市文化繁荣的
高光时刻。来自旅游行业的金牌导游还与城
市文旅推介人一起，通过直播，向五湖四海的
朋友推介诗意城市、鹭岛厦门。

开幕式文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每
个篇章的演出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震撼。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爱
的奉献》《明天会更好》等时代金曲的经典旋
律盘旋在白鹭洲公园，让现场不少市民朋友
回忆拉满，仿佛回到属于自己的青春时代；来
自厦门六中、市歌舞剧院以及小白鹭民间舞
艺术中心等校园和剧团的年轻演员们，则为
现场观众带来《厦门有约》《青春不停息》《梦
想星光》等蕴含时代气息的歌舞，传递出贡献
青春力量和奋斗不止的精神。

7763万人次观看活动直播

“文旅融合，主客共享”，2023中国厦门
中秋旅游嘉年华奇妙夜市集与文化节开幕式
文艺演出同步举行。

奇妙夜市集活动突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主题，以厦门非遗民俗博饼为文化
内核，推出仿古市集。“文市·非遗小剧场”“旅
市·乐活市集”“潮市·奇妙街头”“食市·中秋
月宴”四个区域带来“中秋奇妙游”的沉浸式
体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中秋
文创衍生品、博物馆特色文创品对传统文化
进行创新性转化；旅游企业围绕“金秋好运
来，乐活厦门游”主题推出了八大系列主题产
品，现场进行温泉门票、酒店套餐等优选好物
的让利酬宾。近期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汽车后
备厢市集也进驻现场，吸引不少外地游客专
程前来打卡。

据悉，开幕式活动通过央视频移动网、
新华社现场云、厦门文旅融媒体、厦门日报、
厦门广电、厦门市各区融媒体等平台全程直
播，7763万人次观看。本次市民文化节开
幕演出还首次通过国外社交媒体平台直播，
希望更多华人同胞能同步观看到这场文艺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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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双子塔”厦门市民文化节主题亮灯。

▲市民游客猜灯谜。

▲非遗快闪、仿古市集、街头艺术……市民
游客在现场争相体验各种趣味活动。

▲人们纷纷和“探花”“秀才”合影。

▲小朋友穿汉服逛市集。

开幕式文艺
演出精彩纷
呈。图为音
诗画《致厦
门》表演。

更多2023年厦门
市民文化节精彩资
讯请扫码关注厦门
文旅微信公众号

昨晚，2023
年厦门市民
文化节开幕
式在白鹭洲
公园举行。

【时间】

9月24日至

10月29日

【活动】

425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