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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厦门太祖食品有限公司 太祖牛轧糖

11 厦门市翔安区豆多多豆制品加工店 秀姐家东寮豆干

12 厦门市翔安区翔院养蜂场 翔院纯天然蜂产品

13 厦门市翔安区奥蜜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 奥蜜蜂蜜

14 厦门市翔安区金镭果蔬专业合作社 翔金镭桂圆干

15 厦门市翔安火兴糕饼加工厂 火兴咸味贡糖

16 翔安区翔健康家庭农场 叶氏龙眼干

17 厦门市翔安区朱火土面制品厂店 阿土面线

18 天降糖果厂 天降花生酥

19 厦门古早香食品有限公司 古早香米粉

20 厦门市翔安区一井家庭农场 一井凤梨穗龙眼干

2 厦门市翔安区面缘百丰面线加工厂 黄加手工面线

3 厦门市振鑫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一人一勺

4 厦门市福春姜母鸭食品有限公司 福春姜母鸭

5 厦门市益尔寿佛具有限公司 益尔寿电熏之纯

6 厦门七里红发食品有限公司 七里红发蒜蓉枝

7 厦门市翔安区家面鲜面制品厂 湖头水米粉

8 厦门胡老三食品工贸有限公司 胡老三弥月长生满月礼盒

9 厦门市翔安区富美大宅火龙果专业合作社 火龙果初级加工系列产品

1 厦门洋江食品有限公司 洋江伴手礼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

厦门翔安区创意之星（伴手礼主题）评选活动“创意之星”

“翔安最佳伴手礼”两大奖项获奖者名单

10

2

3

4

5

6

7

8

9

个人

十一维度（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图书馆

厦门艺源昌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一截木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厦门无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明漆艺工作室

厦门铜话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玄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余海箭

张胜峰

陈延通

陈育璋

王国平

吴艺明

张煌平

陈东铸

谢惠珠

在线虚拟现实文创平台

紫云金柄黄氏名人系列连环画

乌金石茶具

“有求必应”音乐香器

《信》组合式花器

“茗香四溢”干泡套装

中华鼓

仿木壶“相遇”

新圩鹅黏土

1 壳氏（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彭志廷 壳氏唯小雷锋系列儿童餐具套装

序号 公司名称 候选人 作品

翔安最佳伴手礼

创意之星

链 接

〉〉〉

厦门翔安区创意之星（伴手礼主题）评选活动完美收官

弘扬匠人精神 翔安重塑文化产业商业价值

林瑞声 余庆东 洪丽敏

本报记者 钟 瑜

政府搭台， 人才唱戏。 1 月 13

日， 由厦门市翔安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办的翔安区创意之星（伴手

礼主题）评选活动之配套活动“匠人

墟集”完美收官。 这场活动自 2018

年 12 月 27 日启动以来， 紧紧围绕

“传承”“创新”开展一系列精彩纷呈

的活动，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活

动虽已成功落幕， 但关于翔安文化

产业繁荣发展的大戏才刚刚启幕。

本次翔安区创意之星（伴手礼

主题） 评选活动由翔安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 中国商报厦门记者

站、 厦门华亿文旅产业有限公司承

办， 闽篮城市广场协办， 十一维度

（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

支持。 主办方通过征集翔安传统手

工艺、传统小吃、数字文创产品范围

内的创意达人、 匠人及其创作的伴

手礼作品近百件，再综合网络票选、

专家评审从 41 件入选作品中选出

“创意之星”“翔安最佳伴手礼”两大

奖项，期间还配套开展“匠人墟集”

精品年货展，进一步弘扬匠人精神，

推动民间传统手工艺在传承的基础

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促成以文创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繁

荣，鼓励创新创业，扶持民营企业，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匠人墟集

汇集翔安本土“好料”

在翔安新圩金柄村， 每天清晨

天微亮时， 柔和的灯光下映着大帽

山山脚下氤氲的雾气， 也照亮了

手工面线师傅黄加忙碌的身影。

今年 60 多岁的黄加以做手工面

线出名 ，40 多年来， 他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做着揉面 、甩面

的工作，他生产出来的手工面线远

销全国各地， 黄加也被评为翔安传

统面线制作技艺的区级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

而在翔安海岛大嶝， 双沪社区

的年轻小伙子许凌敏突发奇想，用

家乡的紫菜、 海蛎、 海带做食材原

料， 生产出了口味独特的“寻味三

岛”牛轧饼、牛轧糖等。 这个年轻人

凭着一股创新的精神， 秉承着一份

匠心，经过无数次研发，成功将岛上

的美食以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方

式，多元化地呈现给大众，此举堪称

独辟市场蹊径。

这一山一海、一守艺一创新、一

老一少，做的虽是不同的事情，但坚

持的却是同一份“匠心”。在翔安，这

种“匠心”坚守并不少见。 有着千年

历史的翔安， 优秀的传统匠人文化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而

是呈现出了历久弥新的态势。

因此，当 1 月 11 日翔安区创意

之星（伴手礼主题）评选活动之“匠

人墟集”在翔安闽篮城市广场开市、

各行各业的翔安匠人带着各自的精

品年货现身时，不少市民频频点赞，

他们点赞的不仅仅是年货的品质，

还有活动本身的意义。

据介绍，古早闽南有一个风俗，

人们把约定俗成的集市交易日称为

“墟日”, 把到集市上交易叫作“赶

墟”。今年的腊八恰好是 1 月 13 日，

活动主办方将文化产业发展与闽南

风俗习惯相结合， 举办为期三天的

“匠人墟集”，不仅是对最地道、最本

土的翔安伴手礼进行集中展示，更

是烘托出了浓郁的年味。

一位专程从厦门岛内赶来购买

年货的林先生说， 年货买的就是地

道的家乡味，而这份家乡味在这次“匠

人墟集”上都可以买得到，像古早味

的贡糖、纯天然的蜂蜜、精美的玄雕

壶等都是翔安非常有代表性的伴手

礼。 他此次大饱眼福，满载而归。

在展位上， 来自新圩东寮的陈

火怕自家做的豆干让市民闻香而

来。“做豆干的手艺是祖传的，至今

已有 100 多年了。 ”他说，自然原香

是陈家历代不变的追求。因此，他家

的豆干严格遵照古法盐卤制作，始

终坚持不用石膏、不添加消泡剂，坚

持纯手工制作， 一块小小的豆干凝

聚了无数人的心血。 而在翔安区奥

蜜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展位上，

摊主陈秋苹早早就将亲手用蜂蜡做

的口红、润唇膏，连同巢蜜、龙眼蜜、

鸭脚木蜜、茶花花粉摆上了展台。她

说， 要让市民尝到用到最纯正的蜂

蜜产品。

此次“匠人墟集”共设展位 45

个，参展商均为翔安当地企业，有传

统与创意融合的茶器、香器、花器、

石雕、黏土等器皿及手工艺，也有古

早味十足的手工面线、贡糖、糕点、

豆干、鹅肉、姜母鸭等传统小吃，以

优良的品质、 实惠的价格让广大市

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现场的互动活动也异彩纷呈，

特设参评作品图片展、春联送祝福、

财神爷发红包、主题拍照区等活动，

更有参展商带来现场 DIY 体验，打

造出了惠民年货嘉年华。

专家评审

献策翔安文创市场

“弘扬匠人精神， 繁荣文创产

业”，带着这样的活动初衷，本次翔

安区创意之星（伴手礼主题）评选活

动称得上是一次翔安民间传统手工

艺的大集合， 也是翔安首次大规模

对传统手工艺进行整合提升。

在征集期间， 组委会积极组织

专家对参评作品进行实地走访、考

察， 并于今年 1 月 4 日正式启动翔

安区创意之星（伴手礼主题）评选活

动。同时，特邀厦门“蔡氏漆线雕”第

十二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蔡水况，以及厦门市文化局原局长、

厦门著名文史专家彭一万等十余名

专家参加启动大会， 并对入围的初

选作品进行评审。

据了解， 每件参评作品的制作

过程、品牌故事、未来发展等都是此

次专家评审的重要标准。 厦门文史

专家彭一万对此次评审作品作出了

高度评价，在他看来，这次参评的作

品具有古代与现代相结合、传统与

时尚相结合、文化创意与科技创

新相结合的特点，是翔安民间传

统手工艺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

要体现，也说明了翔安匠人在传

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让传统手工

艺有了新的商机， 这对其广泛融入

市场大有裨益。

此次评审专家团成员之一的蔡

水况是翔安人，他告诉记者，通过此

次活动足以看出翔安区对传统手工

艺、文创产业的重视，作为一个翔安

人， 真心为翔安保留了这么多传统

手工艺而感到骄傲。

此外，在此次参评中，翔安匠人

的作品也赢得了专家对翔安传统手

工艺的肯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和

影雕”传承人、惠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雅华在评审时表示， 翔安的

手工面线让她回忆起了小时候吃的

面线， 手工面线那种细长绵滑的口

感是传统手工艺的独特之处， 也是

机器生产代替不了的味道。 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惠和影雕”传承人，

李雅华已经成功地将传统手工艺

“惠和影雕”引入文创市场并将其创

办的惠和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企

业中成功上市。对于传统手工艺、文

创产业的传承与创新方面， 李雅华

有着独到的见解。 当她看到厦门艺

源昌工贸有限公司将翔安农民画的

绘画元素融合传统大漆工艺， 生产

出实用性、 观赏性兼具的大漆茶具

等系列工艺品时， 表示今后有机会

可展开深入探讨， 同时她也积极为

翔安文创作品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有

益的建议。

而对于参评的商家和单位来

说，得益于此次高水平的专家评审，

让翔安文创作品、 传统手工艺作品

获得了更加客观、 专业的指导性意

见和建议，为今后翔安传统手工艺、

文创作品在市场上走得更加长远指

明了方向。

创意创新

深耕翔安匠人文化

“让文创作品插上科技的翅膀，

让传统手工艺重现市场商机。”本次

活动旨在运用创意、 创新的现代化

科技手段，让翔安传统手工艺、文创

作品以全新的宣传方式展现在公众

视野中。 在十一维度（厦门）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下， 入围的

翔安传统手工、传统小吃、数字作品

三大领域以虚拟现实最新技术展示

的方式呈现出来， 方便市民对喜欢

的作品进行网络投票。 整个网络投

票期间共收获 100 万以上总投票

数，引发了极大关注，对翔安传统手

工艺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宣传。

为鼓励创业创新、 扶持民营企

业，主办方除了策划“匠人墟集”为

参评作品搭台，向市民重点推介外，

还努力推出一批匠心独具、 特色鲜

明的文化品牌， 用镜头走进匠人世

界，挖掘匠人的创意故事，捕捉匠人

传承传统技艺、创新创造的身影，把

无数个巧匠、艺匠、哲匠的故事和心

思联珠缀玉，对“匠人匠心”再定义，

发布视频作品《翔安工夫匠心传

承》。此外，还将以翔安最佳伴手礼、

翔安创意达人、 匠人精神为关键词

制作出版宣传画册。

值得一提的是， 在 1 月 13 日

“匠人墟集”的闭幕式现场，翔安区

“匠人讲堂”也正式启动，组委会请

“创意之星” 走进翔安社区书院，在

社区书院分享匠人故事，畅谈对“匠

人精神”的理解，探讨新时代“匠人

精神”的传承和运用。

为了长久地保留下翔安传统手

工艺，主办方同期还开通了“数字博

物院”，将参选作品与最新虚拟现实

（WebVR）技术相结合，以三维立体

的方式完整呈现于网络中， 市民可

通过关注“翔安区匠人数字博物馆”

的微信二维码， 借助手机界面全景

式地了解翔安翔安传统手工、 传统

小吃、 文创等。 数字博物馆通过文

字、图片、录音解说、立体 flash、虚

拟漫游、 高俯瞰等多种方式展示匠

人匠作介绍、 技艺传承、 创新巧思

等， 能为大家带来交互式参与的感

官体验， 同时也让传统技艺与传统

文创“活”起来，使其得到更广泛的

推广和更长久的保存。

活动落地

搭建匠人市场平台

“以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

是酒香就怕巷子深。”现代市场的变

化让来自新圩的手工贡糖师傅谢火

有了危机感， 此次他同所有的参评

者一样全程参与了活动的网络票

选、摊位展示。 往年，在年关将至的

时候， 谢火总是要加班加点赶制年

货订单， 而今年他特意挤出时间前

来参加活动， 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

知道翔安有这项传统工艺， 为创建

翔安匠人文化品牌贡献一份力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 此次翔安匠

人和创新达人用匠心铸就的精品频

频获得市场的好评。 随着本次活动

的成功开展， 参评的翔安商家或单

位一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一方

面也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翔

安胡老三食品推出的年货礼盒在此

次活动中再一次热销； 翔安奥蜜蜜

蜂养殖专业合作社也在此次活动中

再一次拓宽了销路；手工面线、米粉

也是销量不菲……参评商家也纷纷

为此次活动的显著效果点赞。 据介

绍，“匠人墟集” 三天实现销售收入

60 余万元，而这也得益于全媒体宣

传及虚拟技术线上展示， 网络销售

收入达 55 万元，提高了参评作品的

品牌知名度。

正如主办方表示的， 翔安区经

过 15 年实践，社会经济迎来了飞跃

式发展，期间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手

工匠人，创造了许多匠心独具、特色鲜

明的文化品牌。希望此次通过创意之

星(伴手礼主题)评选活动，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匠人精神，

鼓励创业创新，扶持民营企业，推动

翔安民间传统手艺与文化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 挖掘新时代匠人，

引领翔安人在各自岗位上潜心钻

研，为翔安的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蔡水况 (左)、 厦门著名文史专家彭一万

（右）对入围作品进行评审。 叶紫/摄

翔安新圩黄加坚持手工制作面线 40 多年。 刘小东/摄

居民到“匠人墟集”购买翔安本土年货。 朱毅力/摄

翔安“匠人墟集”开市当天，主办方走访了解现场情况。 朱毅力 /摄

‘‘

匠人，择一

事，终一生。 他

们是手艺人，更

是守艺人、创新

者，守护的是翔

安这片土地，创

新的是翔安手

工艺文创这项

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