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村灯会为何未“亮”先火？
三大看点抢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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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临近，曹村镇14个村的村民

表现出来的喜悦“无与伦比”，不仅因

为一年一度的灯会即将开幕，更是因

为今年的灯会与往年不太一样——今

年，14 个村的每位村民成为了曹村灯

会的“主人家”。

“到了晚上，灯光一亮，好看得没

话说！”灯会入口处，看到记者的刘大

伯热情地当起向导。这位大伯可不是

“普通保安”，“你刚刚看到的布置场地

的工作人员、路口的车辆引导员、6 个

出入口的保安，都是我们本次活动主

办方曹村进士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

是当地村民，同时也是公司‘股东’！”

进士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他介

绍，曹村灯会文旅项目的运营收入将

全数归囊进士公司，真正实现“村村入

股，人人分红”，同时公司又聘请村民

作为灯会管理和执行人员，还将第一

批灯会集市摊位优先对村民开放租赁

⋯⋯在他看来，进士旅游公司的适时

入场不仅为村民增收提供了最优解，

还确保灯会更接地气、更具烟火气。

“灯会是我们全镇村民的大事，大家都

很支持，压力测试的时候，村民一边赏

灯，一边提意见，为的就是把这场灯会

办好！”进士公司负责人说。

除了一年一度的热闹灯会，曹村

这盏传奇花灯是否还有更多可能性？

曹村的镇村干部们酝酿着许多想法，

研学项目就是他们的“初尝试”。

曹村无骨花灯起源于南宋，由绣

花针刺的花纹纸片粘贴而成，因“虽无

骨，却有其髓”而得名，无骨花灯的制

作全凭手工操作，需要经过绘图、剪

纸、凿花等十余道工序，是温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曹村镇打造了温州首家

以非遗无骨花灯为主题的文化礼堂，

开辟了以非遗无骨花灯文化为主题的

研学游路线，学生们可以在研学中学

习无骨花灯知识、体验制作无骨花

灯。目前，曹村花灯课程已经成为省

级研学旅行基地——曹村研学基地的

重要课程，教学传授研学学生超10万

人次。

“研学项目已经步上正轨，但文创

产品是我们当前的薄弱环节，也是曹

村镇深化文旅融合的方向。”曹村镇工

作人员说，除了研学，曹村花灯还大有

文章可做。下一步，他们还计划以曹

村无骨花灯为IP，推出周边文创，把曹

村花灯的品牌打出去。对于这一步谋

划，郑建俊也很赞同：“没有市场的非

遗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无法传承的，

因此，找到花灯与现代人生活、喜好的

衔接点，让更多人看到花灯、喜爱花

灯、为花灯‘买单’，是最关键的。”

从一个寄托着村民们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民俗活动，到村民自运营的乡

村文旅项目，从非遗无骨花灯制作技

艺到省级研学基地教学项目，再到谋

划中的花灯周边文创，传统优质民俗

正在向高质共富文旅项目转变。

夜幕降临，田园上的多彩花灯即

将点亮。镇村及部门站所干部、曹村

村民，都铆足劲儿，在各自的岗位上、

角色中为灯会奔波忙碌、蓄能储量。

共富好“灯”也将点得更亮更出彩⋯⋯

曹村灯会携三大看点精彩开场

这场传奇灯会，如何点亮乡村“共富之灯”？
■记者 贾洁楠/文 张森 杨晓通/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盛世南宋，灯火辉煌，花千

树，星如雨，玉壶转，鱼龙舞⋯⋯描述的便是元宵灯会的盛景，而诗

词无数，却好似怎么也写不尽人们对元宵灯会的情有独钟。古往今

来，元宵的灯一“亮”就“亮”了千百年，成为中国人的独家浪漫。

在瑞安，这样一年一会的浪漫当属已经“亮”了 800 多年的曹

村灯会。1 月 26 日，曹村灯会再次精彩开场，这场传奇灯会为何

经数百年而不衰？它将如何

点亮乡村的共富愿景？古老

的花灯又将如何长久地亮下

去？

1 月 14 日，曹村灯会初试灯，40

余组造型各异的花灯一齐点亮，吸引

了一波村民、游客、摄影爱好者和媒

体前往一睹为快。一时间，曹村“灯

树千光照”的画面在抖音、小红书、微

信等社交媒体上传播开，也让更多人

对 1 月 26 日开幕的曹村灯会愈加期

待。曹村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试灯

当天自然客流量超过了 8000 人次，

而且灯会开幕当天曹村当地几家民

宿的房间均已预订一空，全新升级的

曹村灯会还没开幕就先火了一把。

“今年的文旅圈很‘卷’，曹村也

逼着自己‘卷’了一把！从去年 4 月

开始，我们到中国彩灯之城自贡考察

灯会旅游经济、邀请龙头企业团队来

现场指导、与专业运营公司合作，灯

会品质相较往年有了很大的提升！”

说起今年的灯会，曹村镇工作人员直

呼更“有看头”。

看头一，在田园上赏花灯。今

年，曹村灯会的场地首次选择了天井

垟田园综合体，相较往年，灯会场地

面积足足大了 3 倍。在田园赏花灯，

对于当地村民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灯会”和“田园”两张曹村金名片强

强联手，焕发“1+1>2”的效果，使灯

会的整体视觉呈现更“哇塞”。

看头二，好玩好吃更好逛。展区

设置了灯谜长廊、无骨花灯制作体验

等互动项目，策划了光影秀、烟花秀、

文艺表演等节目，同时，对以往“混乱”

的摊贩进行规范管理，专门设置了集

市区供游客逛个痛快。本地进士酒

家、及第酒店、进士索面馆等餐饮还将

在活动期间推出优惠套餐，游客们可

以“赏元宵灯会、制无骨花灯、吃进士

索面、品进士佳宴”，沉浸式体验进士

文化。

看头三，时间选择更充裕。今年

曹村迎新春灯会从1月26日开幕，一

直延续到 2 月 26 日。时间跨度的延

长，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让更多市

内外的游客能享受到这道文旅盛

宴。同时，针对往年“人挤人”的现

象，尽可能引导游客错峰游玩，最大

限度提升游客的赏灯体验。

1 月 23 日，离 2024 年曹村灯会

开幕还有 3 天，记者来到曹村镇天井

垟田园综合体，造型各异、主题分明

的花灯错落有致，在广阔的田园上显

得格外精美鲜亮。一些游客趁着好

天气纷纷前来游玩拍照，一旁工作人

员布置、调试、演练⋯⋯为灯会做着

最后的准备，紧凑而有序。

曹村灯会为何未“亮”先火？除了

今年看点多多，更深的原因或许要归

结到人们对美好生活更进一步的追求

与向往。相传南宋绍熙元年（1190），

曹村的曹叔远19岁得中进士，回乡探

亲时，乡民和族人制作一组福星灯，挂

在村口的一座金锁桥上，表示庆贺。

挂灯那天正值正月十五元宵节，因

“灯”同音“登”，寓意“登科及第”，从此

每年元宵节挂灯相沿成习，祈愿五谷

丰登，激励晚辈求学上进。传承数百

年，曹村灯会逐渐成为融庙会、物资交

流、文化活动等内容于一体的民俗活

动，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浙闽边乃至国

外友人前来观赏游玩。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是新形势新消费语境下的必然要求，

曹村元宵灯会历时800多年几乎没有

中断，在传承中有发展，知名度也越

来越大，群众对灯会的乡情归属和文

化认同是非常强烈的，这也是曹村元

宵灯会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优势所在。”据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主任郑建俊介绍，2023年曹村

灯会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曹村灯会品牌再添金名片。

悠久的历史积淀，深厚的群众基

础，加上省级非遗金名片，曹村灯会

有着极大的文旅融合发展潜力，但这

几年的发展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作为民俗活动的灯会属于村民

自发出资组织，公共开放，每年都办

得热热闹闹，但没有门票收入，游客

来看完花灯就走了，热闹之后留下一

地脏乱差，灯会后需要镇村耗资耗力

开展环境整治。近年来，曹村镇村联

动招引社会企业，将灯会作为一场文

旅活动打造，虽说让当地的住宿、餐

饮等商家增收明显，但依然存在很多

不足。

“招引社会企业投资的模式下，

收入大头都进了公司的口袋，村集体

只能靠微薄的场地租赁费增收，普通

村民也只能通过摆摆摊子挣点钱，既

不够稳定，增收也很有限。”曹村镇工

作人员说。

从天井垟田园综合体到生态休

闲滑翔伞基地，从天井垟骑行绿道到

天空之境，从进士索面到“进士小龙

虾”，从全国风筝精英赛到浙江诗词

大会瑞安专场⋯⋯近年来，曹村涌现

出许多文旅融合和赛事经济的成功

案例，那么作为寄托着老百姓美好祈

愿的民俗活动和有着文旅“爆款”潜

质的曹村灯会，什么才是它的更佳打

开方式？花灯经济的发展成果如何

让全镇村民共享？成为摆在曹村镇

镇村干部面前一道必答题。

“我们想，咱们曹村人自己的灯

会，还是要自己办！”曹村镇进士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进士公司）负责

人的一句话给出了答案。2020年，曹

村镇党委创新组织形式与股权架构，

牵头 14 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成

立进士公司，统一经营全镇文旅资

源，每个村根据户籍人口数量按比例

入股，这么一来，全镇 2.95 万村民都

成为不折不扣的股东。“今年灯会从

前期策划、筹备，到后期运营、落地执

行，都由进士公司全程主导。”进士公

司负责人说。

800岁传奇灯会
正确打开方式在哪里？

村民当家
共富之灯越来越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