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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塘下】

本报讯（记者 项颖/文 蔡伟/图）4月

5日下午，马屿镇2025年知名人士联谊会

理事座谈会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

马屿镇知名人士联谊会副会长、理事、专

家委员会委员以及马屿镇班子成员等人

齐聚一堂，共同擘画马屿崭新的未来蓝

图，为马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圣赞，副

市长谢钦巨出席会议。

会前，马屿镇知名人士联谊会理事前

往瑞安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和瑞安市视

觉健康产业园项目现场，开展实地考察，

全方位感受该镇在教育与产业领域的澎

湃发展活力。

会上，该联谊会秘书长黄文斌汇报了

联谊会2024年的工作，详细介绍了过去

一年取得的各项成果，并提出了2025年

发展规划，为联谊会指明了前行方向。

随后，马屿镇常务副镇长彭孔放介绍

了该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眼成果，对未来

发展规划做了详细阐述，并重点推介了该

镇招商项目，让与会者对马屿的发展潜力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在讨论环节，该联谊会理事成员、专

家委员会委员立足自身工作，围绕产业升

级、文旅融合等核心议题，纷纷踊跃发言，

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

据悉，新的一年，该镇将锚定高水平

打造“多彩马屿·镜享天下”省级小城市和

县域副中心型省级样板镇目标，聚焦大健

康产业发展导向，不断提升城镇能级，增

强人口、产业和环境的综合承载能力。同

时该镇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全新起点，在优

化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既要“真金白银，

提能级、强配套”，更要“真情实意，强服

务、优环境”。

会后，马屿镇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表示，

将常回马屿走走看看，为家乡发展把脉支

招，发扬“一马当先、‘屿’众不同”的马屿精

神，宣传马屿、推介马屿、发展马屿，助力马

屿打造生态宜居宜业小城市标杆。

本报讯（记者 项颖/文 蔡伟/图）4月5

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旗袍秀在马屿镇

协山村精彩上演。身着华丽旗袍的模特，

与协山村的湖光山色、古朴建筑相互映

衬，将传统服饰之美与乡村自然风光完美

融合，吸引众多村民和游客驻足欣赏、拍

照，为春日的协山村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

彩。

8时50分，协山村村民广场上，悠扬

的音乐缓缓响起，来自马屿协山湖韵艺术

团的模特们身着风格各异的旗袍，迈着优

雅的步伐登场，正式拉开这场诗意走秀的

序幕。她们沿着丰垟湖徐徐前行，湖面在

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与色彩斑斓的旗袍

相互辉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后，走秀队伍依次经过协山水闸、

协山外湖、协山古桥、百年古榕和赏月阁

等协山村标志性地点。古桥的斑驳、古榕

的繁茂与旗袍的精致华丽相得益彰，仿佛

一幅流动的山水人文画卷。

模特郑晓华笑着说：“旗袍是我们的

传统文化，这次和姐妹们穿着漂亮的旗袍

沿着湖边、古桥走一圈，感觉真好！”

这场旗袍秀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视觉盛宴，也提升了协山村的文化氛围和

影响力，村民们对此次活动赞不绝口。村

民张大爷笑着说：“头一回在村里看到这

么好看的旗袍秀。这些漂亮的旗袍和咱

村子的景色一搭配，感觉村子变得更漂亮

了。”

协山村党总支书记黄益科说，此次活

动旨在通过旗袍秀这一形式，将传统服饰

文化融入乡村生活，探索乡村文化旅游发

展的新路径。未来该村将继续举办各类

文化活动，推动传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

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马屿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旗袍走

秀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

不仅展示了旗袍的独特魅力，更为协山村

探索出一条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道

路。相信在传统文化的助力下，协山村将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领略其独特的乡村魅力。

现场设摊近3000个
各色商品琳琅满目

9时许，会市现场早已人头攒动，众多

商贩云集在此，吆喝声此起彼伏。农具木

器、生活用品、果树花卉，小吃街、购物街、

玩乐街……赶集的市民挑选着商品，感受

着百年传统会市的热闹气氛。

今年19岁的新瑞安人王学美来自云

南，趁着清明假期特地穿上家乡苗族的特

色服饰和家人来逛会市，还通过短视频平

台向网友宣传海安清明会市。她说：“我平

时出去玩也喜欢穿苗族的传统服饰。这个

会市现场很热闹，跟云南的花山节类似，希

望外地的朋友都能来逛逛。”

据了解，海安是一座具有600多年历

史的古城，海安清明会市在古城建成时便

存在，是浙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传统会市之

一。近年来，海安清明会市不再是单纯的

物资交流平台，而是转变为情感交流与情

怀消费的载体。会市一般都在清明节期间

举办，是瑞安最热闹的传统集市之一，既彰

显了海安的商贸繁华，也体现了当地的民

俗文化盛行。

塘下镇海安工作片负责人岑剑说：“海

安清明会市是海安居民最期盼的一个活

动，也是温州地区历史最悠久的集会活

动。海安居民特别热情，在会市时会挨家

挨户摆酒宴请亲朋好友，这也让会市更加

热闹。”

为确保会市安全有序进行，塘下镇组

织了大量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与秩序维

护。会市期间，民警与志愿巡逻队遍布各

个区域，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和保障游客安

全。岑剑介绍称：“目前共投入了三四百人

的管理力量，涵盖公安、交警、综合行政执

法、市场监管等部门，以及工作片和村社。

所有参与人员均从每日8时起投入工作，

直至22时结束。”

逛会市看非遗
文创市集惊喜亮相

会市作为瑞安传统习俗，承载着瑞安

人的乡愁记忆。今年，海安清明会市特别

叠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让市民在逛

会市的同时，还能领略当地的特色文化。

非遗与老街的烟火气交织，为市民呈现了

一堂“可触可感”的文化体验课。

4月4日9时许，在海安清明会市的核

心区——蒋幼山故居纪念馆，一场集文化、

艺术、创意于一体的“非遗+”清明文创市

集正在举行。现场，瓯窑、木雕、铜艺、瓯

绣、石雕、糖金杏等非遗代表性项目摊位前

围满了游客，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正热情地

向游客介绍自己的作品。

今年 57 岁的张建国是我市木雕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此次活动，他带来了

《自在观音》《神龙传》等多件木雕作品。

“我的爷爷和父亲是从事木雕行业，我自

己做木雕也有40年了。”张建国介绍道，

“这个活动能现场展示木雕技艺，是对我

们传承非遗的很大鼓励。希望以后能经

常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有更多机会

展示技艺。”

瑞安市瓯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潘志光

表示：“我这次带来的作品主要是瓯窑杯

子。海安清明会市是一种传统习俗，将瓯

窑技艺与传统习俗相结合，有利于弘扬传

统文化。”

文创市集现场，有不少市民带着孩

子认真观看作品，领略当地特色文化。

家长李景莲说：“带孩子来市集是想让她

开阔眼界，看看本土的非遗项目展示。

她如果感兴趣，就多瞧瞧，在脑海中留下

印象，也是助力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种方

式。”

据了解，塘下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能工巧匠辈出，目前已拥有戴氏太姑信

俗、排殿猪、海安清明会市、铜钟功、石雕、

漆画彩绘、米塑、悟（五）鸡拳等瑞安市级以

上非遗代表性项目20个，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团体）26个。

此次“非遗+”清明文创市集从4月4

日开始至4月6日，现场展示10项非遗技

艺。塘下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非遗深度

植入百年会市，既让传统技艺借助节庆流

量“破圈”，也让市民在赶集购物中了解非

遗，激发文化传承新活力。

【相关链接】
海安是一座具有 600 多年历史的古

城，也是一座见证明朝抗倭历史的古城。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二十年（公元 1387

年），为防御倭寇窜扰，信国公汤和在沿海

设置海防据点五十九处，均围筑城墙，并选

取壮丁五万八千余名为各据点驻军，当时

海安所驻军一千余名，称海安千户所，简称

海安所。海安会市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地域特色和商

贸流通功能，与农民的生活、生产紧密相

连。

关于海安会市的起源，有人说海安所

建城就有了，至今600余年；也有相传源自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迄今已有

460 多年；还有一种说法是从海安所的清

明庙会活动演化而来。无论哪一种说法，

都体现了会市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

各色商品琳琅满目 文创市集惊喜亮相
今年海安清明会市将持续至4月10日

■记者 张森 蔡鹏程 特约记者 徐洪娒

4月4日，海安清明会市热闹开市，现场人流云集，大街小巷人声鼎沸，

数万名市民涌入海安，古城老街升腾起烟火气。

据了解，今年海安清明会市从4月4日持续至4月10日，活动现场设置

了近3000个摊位，单日最高人流量预计达到2.7万人次。

今年的海安清明会市有哪些好玩之处？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会市现场人山人海会市现场人山人海

游客穿着民族服饰逛会市

文创市集

春聚谋新篇 共话新发展

马屿镇召开2025年
知名人士联谊会理事座谈会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会前实地考察会前实地考察

传统与自然同框

马屿协山村旗袍秀点亮春日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