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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时尚生活时尚

庆元旦迎新年
我市各地活动精彩纷呈

近期，“互换特产”成为各个社交平台上的

新潮流，全国各地的网友们因为相互间的信任

和对异地特产的期待，纷纷加入到这一热潮中。

不仅交换特产 也在交流文化

“互换特产”，即陌生网友口头约定，互寄家

乡特产，2023 年 7 月以来，“互换特产”在各社交

平台流行，不少年轻的网友乐在其中，成为继

“演唱会游”等热潮之后的又一股新风潮。

不少人不明白，如今网络购物平台这么方

便，大多数商家还包邮，为什么还有人选择“互换

特产”？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市民吴小姐

表示，尽管网购很方便，但很多不一定地道，有许

多正宗的特产是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互换特

产’的那几天都会心怀期待，特产到了之后，开盲

盒的感觉很有趣，如果能收获喜欢的美食会非常

开心，可能还会结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许多尝试过“互换特产”的网友都表示，在

品尝各地特产小吃的同时，还能了解当地的饮

食文化，从而了解一座城市的风土人情、文化底

蕴，有许多附加的价值，有的人收到特产后，还

因此萌发了到互换特产的城市旅游的想法。

泉州特产“开箱有惊喜”

2023 年7月，陕西网友“小小”在小红书APP

上留意到“互换特产”的活动，出于好奇，她与一

位泉州网友互换了特产。吃着泉州网友寄来的

板栗饼、牛肉羹、猪肉粕等美食，她再次采购了一

些西安当地的小零食寄出，如凉皮、擀面皮、锅

巴、油茶、麻花，还特意寄了两瓶泉州没有的冰峰

汽水。泉州网友立马又打包了一些本地海产品

作为回礼。因为与泉州的网友互换特产，她对泉

州心生向往，已经计划和家人今年到泉州旅行。

除了购买特产，有的网友还寄出自家做的

特产。在一位泉州网友“Z&”晒出的“互换特

产”清单中，不仅有面线、绿豆饼、桔红糕、永春

桃溪老醋，以及德化的富硒梨、笋干、笋衣等泉

州特产，还有霞浦紫菜、土楼鸭爪、古田银耳等

福建省内其他地市的特产。她还为网友邮寄了

自家酿的闽南月子红酒和自家种、晒的土姜干，

足足有20多种。

“Z&”先后与北京、重庆的网友互换过特

产，她的用心，收获了两地交换特产朋友的点

赞，她也收获了许多有特色的特产和两位真诚

的网友。重庆的网友给她寄了腊肠、腊肉、腊排

骨、兔头、板鸭等当地特产，“总价在 1000 元左

右，远比我的特产总价高。但互换特产关键不

在于价格，更重要的是网友体会到了我的用心，

我也非常开心。”

“互换特产”考验诚意，但也有不少网友吐

槽，“互换特产”时遭遇特产“刺客”（指双方所交

换的特产，价值明显不对等）。专家提醒，在进

行互换特产时，要注意与对方提前明确约定互

换特产的基本价值范围，保留好交易过程中所

形成的证据，如与对方的沟通记录、购买特产的

支付记录、邮寄特产时的邮寄单等，以便出现问

题时能更好地维权。

□本报记者 彭坚林/综合报道

“互换特产”成年轻人新交友方式

近日，以“海丝航标·食尚石狮”为主题的石狮市文旅经济

发展大会暨跨年文旅消费季开幕式在石狮市体育公园举行。

活动现场发布了宋元海丝宴之《山家清供》全系列复原创新菜

品，并集中签约 10 个文旅项目。据悉，本次文旅消费季活动

将持续到2024年2月。

□本报记者 彭坚林/图片报道

石狮市举办文旅消费季活动

日前，泉州师范学院“南花芳馨音旗展——‘南音办学

20 周年’人才培养成果展”音乐会在泉州大剧院举行。演出

现场，《霏霏飒飒》《睢阳》《独坐敬亭山》《百鸟归巢》等脍炙人

口的南音曲目逐一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非同凡响的感官体

验。 □本报记者 彭坚林/图片报道

泉州师院举行南音办学成果展演

近日，记者从泉州公交集团获悉，为了更好地展示泉州的

山海美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集团引进2部纯电双层巴士，

并在海丝观光线路上运行，为市民、游客提供全新的观光体

验。 □本报记者 彭坚林 通讯员 柯馨/图片报道

泉州公交双层观光巴士运行

日前，泉州市 2024 年新年交响音乐会在泉州大剧

院精彩上演。琴弦轻拨，笛音袅袅，掌声回荡，泉州交

响乐团为泉州市民奉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

泉州市
2024年新年交响音乐会举行

2024 年 1 月 1 日，石狮市黄金海岸景区举行跨年倒

计时定制烟花秀活动，伴随着“砰砰砰”的声音，璀璨烟

花照亮夜空，人们在绚丽的光影中，共同迎接 2024 年的

到来。

璀璨烟花迎新年

音乐会、雪花秀、气球雨⋯⋯跨年之夜，泉州各大商

圈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为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跨

年仪式感”。图为泉州市区某商场举办跨年派对。

商圈跨年人气旺

元旦期间，我市举办多场活动迎接新年，丰富了泉

州市民的节日生活。记者采撷了其中一些精彩的活动

场景，与读者分享。

□本报记者 彭坚林/图片报道

每天上午每天上午99点点，，姜明典会准时来到固定摊位姜明典会准时来到固定摊位。（。（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在各地网友收到的福建特产中在各地网友收到的福建特产中，，不少产自泉州不少产自泉州。（。（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20 世纪，泉州有不少人远渡重洋谋生，书信

成为他们与亲人维系情感的主要纽带。如今，

书信逐渐被网络通信替代，但在石狮市，仍有一

位侨信代书先生，在56年的代书生涯中，他用文

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近日，记者采访了

74岁的姜明典，了解他笔下的家国故事。

子承父业 以代书为生

在石狮市联谊商厦的停车场门口处，一张挂

着“代书侨信、诉状、契约”等字样的摊位格外引人

注目。摊位上堆了不少旧报纸和泛黄的信封。年

逾古稀的姜明典坐在摊位前，拿着放大镜低头看

着报纸，尽管他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说起过往滔

滔不绝，话语中普通话、闽南语随意切换。

“初中毕业后未能继续读书，是我一辈子的

遗憾。”1965 年，姜明典以优异的成绩从石狮市

石光中学毕业，却因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失去

了升学的机会。消沉数月之后，在母亲的鼓励

下，他接受现实，重新振作，花了1年的时间自学

高中知识和英文。1967 年，他便跟随父亲姜意

涛的脚步，开启了“代写侨信”的谋生道路。

姜明典的代写摊位与父亲的摊位相距不

远，父亲忙不过来的生意都会介绍给他。“一天

就能赚两三元。”为了能写出让客人满意的书

信，他曾恶补过文言文、意大利语和法语。

“在当时的石狮，市面上摆摊的代书先生就

有二三十人，竞争十分激烈。”1969 年，姜明典听

从父亲的建议，开始了下乡代写的日子。为了寻

找到需要写信的侨眷，他经常要徒步几十里路。

下乡游历的 10 年中，姜明典的足迹遍布晋

江、石狮的大小村落，为上千名侨眷写过家书，

手写的书信寄往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等

国家。时至今日，对于这些国家的地名，他依然

如数家珍。

纸短情长 寄托思念和谢意

1977 年，姜明典在石狮新华路上有了一个

固定摊位。他是当时代书先生中最年轻的，又

自学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因此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寻亲热潮中，他经历了

一段忙碌的时光，每天找他写信、翻译信件的人

络绎不绝，甚至邮局也要请他帮忙翻译英文信

件，他也因此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

直到1991年，姜明典才把摊位搬到如今的位置。

“春花秋月等闲度，青丝变白发，一去几十

载不复返⋯⋯”回顾50多年的代书内容，姜明典

的眼神中却透露着惆怅。他写的书信内容包罗

万象，但写得最多的便是侨眷们对海外丈夫的

惦念。他告诉记者，很多侨眷送别丈夫后，往后

的几十年里没再和丈夫见过面，两人的联系只

有一封封家书。

今非昔比 见证时代变迁

“以前，我写的书信遍布海外，可以说有石

狮华侨的地方，就有我写的信件。如今通信发

达，谁还需要代写侨信？”姜明典的话语间有些

落寞。如今石狮的代书先生仅剩他一人，代书

行业早已今非昔比。

为适应时代变化，姜明典的业务范围也逐

渐拓宽，遗嘱、碑文、哀悼信、寻亲信⋯⋯这些他

都有所涉猎。此外，他自修了法律，为一些不愿

意花钱请律师的村民代写起诉状和民事调解

书。

50 多年来，在代写的一封封书信中，他见证

了一个个被时代改变的命运，也看到了国家繁

荣强盛后的另一番景象：年轻一代越来越少“下

南洋”，归国华侨越来越多，国内的亲友事业有

成之后，也开始向海外亲人送去帮助。

如今，每天上午 9 点，姜明典依然会准时来

到固定摊位，到了傍晚5点多再收摊回家。“无论

有没有生意，我每天都在这里。”他说，和路人聊

聊天，看看报纸，打打瞌睡，也是自得其乐。

□本报记者 彭坚林/综合报道

石狮代书先生用书信记录时代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