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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收获 重归土地的新鲜感

长泰绿港园的前身是绿港园果蔬合作
社，成立于 2008 年。后来，有一位立志要当农
场主的大学生将这里盘活了起来，创办了如
今的绿港园。

绿港园所在的长泰区雪美村，一直以农
业发展为主，农业基础较好、土地流转好，农
民专业合作社也呈现出多个典型。绿港园就

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步入雪美村，地势阔朗，乡音喃喃。沿着

村中溪流走，两岸垂柳轻摇，红花绿树交错点
缀，绿港园就在尽头。既是去农场，自然不能
带着一份高奢诉求而来，要的就是“土”，土里
土气的土，人间风土的土。它更像久不回去的
老家，仿佛你是村中谁家的孙儿孙女，偶遇的
老乡用带着浓烈乡音的闽南话热情招呼着。
任凭你瞧上地里哪些瓜果蔬菜，二话不说，扛
着锄头、带把小刀就能领你去田里薅一把、提
一袋。

绿港园的特色农产品主要是莲雾，清香
四溢、细密饱满、脆甜多汁，品质优于其他地
区的莲雾，并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不过今年受
气候所限，本季莲雾口感不及往年。一起期待
明年 6至 8月好吃的莲雾“上线”吧。

除了莲雾这可爱的小铃铛之外，绿港园
的农产品还有许多种，基本上四季不断。就当
季来说，绿港园主要是各类冬季蔬菜，比如茼
蒿、油麦菜、小白菜、上海青、菠菜、圆包菜、扁
包菜、紫豆角、豇豆、白萝卜、地瓜、土豆等等，
还有调味法宝葱、蒜、尖椒，以及尚未长大的
花菜、番茄。当然，还有部分秋日里采摘未毕
的果子，比如已经挂果许久的红心火龙果。有
品尝者惊呼“甜到转圈圈”。长泰的特产芦柑
也已经进入采摘销售期。

这里的瓜果蔬菜采用绿色种植，让其慢
慢自然生长，口感清甜，气味清新，从采摘到
烹调，将田野新绿端上餐桌，特别有一种“从
前慢”的田园意趣。

负责带孩子们采摘的阿姨笑脸盈盈，用
一口闽南话方言尽心地向孩子们科普着菜
名。孩子们可以像超市选购蔬菜一样，在菜地
里选择喜欢的菜，阿姨便会帮助孩子判断蔬
菜是不是成熟了，教孩子要怎么把它摘下来。
比如茼蒿，这种充满空气感的蔬菜用小刀割
一茬就行了，过几天还能长出新一茬；比如包
菜，最外层的叶子好像襁褓，包裹在中心的包
菜宝宝——这才是可以吃的重点，同样要用
小刀割断，不必连根拔起。

喂养、游乐 专属孩子们的快乐

孩子们到农场玩，除了摘菜，还可以和小
动物来个亲密接触。近段时间，绿港园新增了
一些喂养体验和儿童游乐项目。

园子里多了一群可爱的小白兔、小鸽子、
小猪、小羊，孩子们可以凭票领取体验喂养用
的菜叶子、奶瓶装饲料、玉米饲料等。而后，戴
上手套，在父母的监护下，就可以体验一把

“小饲养员”的乐趣。看着小香猪们拱着鼻子
争着喝奶瓶里的汤水，孩子们开心不已。

体验票哪里换取？游客在入园时，可在服

务中心凭全域卡兑换两张/位体验券，把券交
给饲养员阿姨换饲料就可以了。若是自行购
票的，同样可以换券。入园时每人还会得到一
张游乐项目券，可以参与体验园中充气城堡、
荡秋千、水上划船、童趣钓鱼等项目。对了，这
些游乐、喂养、蔬菜采摘项目都在绿港园大门
正对面的区域。

玩累了，可以到园区中的餐厅品尝一顿
农家菜。砂仁高汤、干煎黑豆腐、高烧芋头、菠
萝炒饭、火龙果炒饭等餐食都很适合亲子家
庭，分量也够。这里的食材多生长自绿港园的
土地，蔬菜新鲜脆甜，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当然，如果是团队前来游玩，还可以和工
作人员联系，预订一些针对亲子家庭的互动
项目，比如画风筝、种盆栽、植物拓印等等。景
区工作人员还会安排一些特色的游戏，比如
摸鱼、挑担等，来活跃气氛。

临走可别忘记，把你摘下的蔬菜拿到服
务中心过磅、结算，价格和超市的有机净菜差
不多。这里还有很多已经采摘下来的果蔬可
以供游客选购带回，还有各色果蔬礼盒和农
副特产礼盒可以作为伴手礼带回去送给长辈
亲友。

走吧，来一场简简单单、慢慢悠悠的周边
田园之旅吧！

■本报记者 张晗 文/图

为了让漳州布袋木偶戏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
更好的保护、传承、发扬，弘扬漳州传统文化，丰富广大人民
群众文化生活，漳州木偶艺术展示馆和漳州木偶艺术表演
馆落户漳州古城。周末放假，想带孩子看看“偶像”，又不知
道哪里可以“偶”遇，看看这条攻略。

漳州木偶艺术展示馆：
位于漳州古城澎湖路 6号，该馆分前后两个展馆，前馆

展示木偶雕刻艺术和舞台美术，是一个琳琅满目的木偶艺
术精品博物馆。后馆是木偶艺术讲习馆，为木偶学术研究、
非遗传承教学和木偶艺术交流座谈设置的场馆。工作日下
午三点到五点，周末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下午三点到五
点开放，市民可以进馆参观。

漳州木偶艺术表演馆：
位于漳州古城澎湖路 7 号，市民可通过微信关注公众

号“福建省漳州市木偶剧团”，表演馆将根据演出安排，不定
时在公众号上发布节目演出预告及预约码。感兴趣的市民
朋友可根据通知，在公众号预约后前往观看。

注意事项：
漳州木偶艺术展示馆免预约，出示八闽健康码，戴好口

罩，接受测温，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方可参观。进入漳州木
偶艺术表演馆需出示两码（预约码和八闽健康码），戴好口
罩，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安全检查等，确认无误方
可入馆。提醒参观者，爱护馆内设施，请勿大声喧哗和触摸
展品，馆内禁止饮食、吸烟，禁止携带宠物。

木偶戏《大名府》

“云逛”漳州木偶艺术展示馆

演示木偶雕刻技巧

黄智杰讲解如何制作简易木偶

木偶头展示

也许你曾亲昵地唤过孩
子“猪猪宝贝”，而他却无比迷
茫，问你：“爸爸妈妈，猪长什
么样？”也许你曾教孩子“鹅鹅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突然有一天，他
却指着电视里的鸭子说：“它
的毛怎么变黑了？”

孩子这种不经意的幽默，
你也曾笑过，但转念一想还挺
尴尬，我们的孩子竟然距离自
然如此之远。是不是周末应该
带孩子逃离钢筋水泥的包围
圈，到田园农场去看看？

距离漳州主城区 40 分钟
的车程，提供儿童乐园、小动
物喂养体验、田园采摘、儿童
手工活动的长泰绿港园，来了
解一下？

当回“田园农夫”赴一场农场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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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偶像”吗？想要“偶”遇吗？
这里有时间和地点

美国学生制作的木偶 卢美莲 供图

陈黎晖拿着木偶配合讲解

12 月 16 日晚上，漳州古城里的木偶艺术展示馆灯
火通明，美国马里兰州的近千名师生，正以视频连线的
形式“云游”漳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布袋木偶
戏省级“非遗”传承人陈黎晖，兑现了之前的诺言。

时隔两年多，兑现“再来”诺言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美国马里兰州时间早上九
点。漳州木偶艺术展示馆与美国马里兰州的信号连接成
功。连线直播的第一个环节是播放《花样漳州》视频宣传
片……

时间定格在 2019 年 3 月，陈黎晖在国家文旅部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高舒博士引荐下，
受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美国马里兰州非营利组织“世界
艺术家体验组织”联合邀请，赴美国马里兰州进行为期
10天的教学演出，受到了当地社区及学校的热烈欢迎。

“我当时答应过他们，我还会再来的。”说起那时的
美国之行，陈黎晖印象深刻，“每一场演出都被‘加时’
了，观众不仅迷上木偶戏，也对漳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少人表示想来漳州看看。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两地往
来受阻，所以用‘云游’的形式，让他们看看山川秀美、人
文荟萃的漳州。”

一个半小时，别样的“艺术之旅”

“我们先参观木偶艺术展示馆的前馆，这是传统的
中国建筑——四合院。”在翻译人员的讲解下，马里兰州
的师生跟随着镜头“进馆”参观。

“你们知道这是谁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西游记》
的主角之一——孙悟空。家喻户晓的孙悟空在美国知名
度颇高，引发不少师生的共鸣。不仅《西游记》的主角，

《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都能在展示馆里找
到身影。直播中，翻译人员细致地解说，陈黎晖则拿出相
应木偶配合表演，让师生更直观感受漳州木偶的魅力。

“布袋木偶服饰中的盔帽颇有讲究。”当镜头来到服
饰盔帽展示区，仿佛为师生打开了一扇新奇的大门。翻
译人员一边指着服饰，一边耐心介绍不同着装代表的
不同身份。此外，还普及了木偶戏的种类、布袋木偶戏
角色的分类、木偶雕刻的制作工序以及木偶面部表情
的含义等。

镜头转到后馆，一场大戏即将开锣。陈黎晖带领着
艺术团的演员们，上演了拿手好戏——《大名府》。在
巧手的演绎下，木偶仿佛活了一样，不仅会喷烟雾，顶
碗等杂技表演更是手到擒来，让屏幕那头的师生大开
眼界。

“来来来！跟着我做，这是推指、这是旋指……”观看
完木偶戏后，镜头回到展示馆前馆，来到三尺讲台前，陈
黎晖开始传授漳州布袋木偶戏独有的基本功——手指
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陈黎晖对着镜头说道，

“想要学好布袋木偶戏，不仅要有浓厚的兴趣，还要长期
不断地努力练习。”

“当旧报纸、圆柱形纸筒、方巾、胶布和画笔相遇会
发生什么？一起来试试吧！”漳州布袋木偶戏市级传承人
李智杰简单而又巧妙地组合，不到 15分钟，一只惟妙惟
肖的猪八戒木偶出现了。师生也跟着动起手来，制作出
形体各异的木偶作品；提出五花八门、天马行空的问题，
一一得到解答。有趣的互动，让在场的人雀跃不已。

活动即将结束，“世界艺术家体验组织”主席贝蒂·
麦金尼斯对着屏幕发出感慨：“感谢！感谢！再感谢！你们
的节目太精彩了！这是一次真正的中国艺术之旅。我们
从头到尾都被深深吸引了。古香古色的漳州古城，引人
入胜的木偶艺术展示馆，令人着迷的木偶表演，有趣的
木偶制作……太精彩了！对老师和学生来说，这是一个
美丽而富有意义的早晨。谢谢你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再次向漳州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我们期盼着在未来能访
问漳州，与你们再相聚。”

美国近千名师生与漳州的一场美国近千名师生与漳州的一场““偶偶””遇遇
⊙许文彬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