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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九届百花文艺奖日前揭晓，泉
州市一批优秀作品获奖。

百花文艺奖为福建省综合性文艺大奖，
被誉为我省文艺界的奥斯卡奖，每3年评选一
次，获奖作品由省委、省政府联合表彰奖励。
此次全省共有138件作品获奖，涵盖了文学、
戏剧、电影、电视（包括电视剧、纪录片）、
广播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
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等14个文艺门
类。这些作品代表了我省新时期文艺创作的最
高水平，深受群众喜爱，具有广泛社会影响

力。泉州市作为文艺大市，由市委宣传部牵头
组织了一批优秀作品参与角逐本届百花文艺
奖，深受专家评委好评。

其中，庄丽芬荣获特别奖，音乐舞蹈史
诗《向大海》、行书《快雨堂题跋》、玉雕
《齐心协力》获一等奖：梨园戏《陈仲子》、
高甲戏《浮海孤臣》、电影《海门深处》、舞
蹈《寒蝉蜕鸣》、草书《题南安一片寺》、木
偶雕刻《刺桐偶艺——海丝记忆》获二等奖；
舞蹈《茶·飘香》等9件作品获三等奖。（陈
智勇 吴少锋 毛禹）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五彩稻田”初具雏形即日起至7月上旬可前往观赏

Friday  November  20, 2020

玉湖片区荔浦安置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11月16日，泉州与德国诺伊施塔特市举
行视频会议，共同纪念双方建立友好城市关
系25周年。泉州市政府市长王永礼、副市长
肖汉辉；德国诺伊施塔特市市长马克·魏格
尔、常务副市长因格·罗特令斯霍夫、副市
长瓦尔陶德·布莱尔、贝恩哈德·亚当斯，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孙从彬等参加会议。

王永礼表示，山海万里隔不断两座城市
的友谊，疫情肆虐锁不住两市人民的感情，
很高兴通过视频与大家“云端”见面交流，
共同庆祝两市结好25周年。泉州与诺市正式
结好以来，不断深化在经贸、文化、艺术、

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往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双方携手抗疫互帮互助，泉州人民将把
诺市人民的深情厚谊铭记于心。当前，泉州
正逐渐走出疫情影响，多项经济指标实现正
增长，欢迎诺市朋友与泉企开展“云端”洽
谈，在智能制造、职业教育、环境保护、绿
色农业等更多领域越走越深，实现互利共
赢。

马克·魏格尔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双方无法面对面参加活动，但是通过互联网
技术，大家相隔万里也能交谈。他对泉州人
民在疫情期间给予诺市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并表示，自结好以来，诺市与泉州尊崇促进
民间交流、推动经贸合作等初衷，频繁开展
交流互访活动，不断加深两市人民，尤其是
年轻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发展友好
关系奠定良好基础，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取
得很大进展。未来，希望两市走得更近、合
作愉快，友谊万古长青。

孙从彬代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对
泉诺两市结好25周年表示祝贺。他指出，两
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的交流活
动，取得丰硕成果。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
球之时，两市仍然彼此牵挂，通过视频方式

举行纪念活动，表明了对彼此友谊的珍视。
疫情阻断不了中德两国的情谊，泉州与诺市
缔结友好关系，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两国民心相通作出重要贡
献，期待两市继续深入发展友好关系，总领
事馆也将一如既往提供支持。

会上，泉州与诺市青少年以视频录播形
式，回顾过往参加交流活动点滴。视频表演
环节中，诺市青年用汉语演唱中国民歌《茉
莉花》，泉州一中青少年合唱团用中德双
语，演唱由德国作曲家贝多芬谱曲、诗人席
勒创作的《欢乐颂》。（蔡紫旻）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回望泉州一
路走来，开放包容无疑是耀眼的底色。泉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更加开放
姿态拥抱经济全球化，国际“朋友圈”日益
壮大，市县两级累计缔结了17对国际友好城
市关系。1995年11月2日，当中国海上丝绸之
路上的千年古郡，与德国葡萄酒之路上的普
法尔茨风情小城诺伊施塔特市（以下简称诺
市），跨越万里正式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协议书，泉州打开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又添了
助力，泉诺异域文明交融汇聚的探索从此开
启。

转 眼 二 十 五 载 ， 两 城 的 友 谊 从 新 芽 吐
绿，走向郁郁葱葱。秉承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理念，双方在文化、人员、
经贸往来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从
互派研修人员的机制，到青少年住家式交流
的模式，从摄影家、画家的策展，到艺术节
的互访，不同文明的交流，开阔了视野，赢
得了借鉴和启示。�

泉州与诺市的交往，是互学与认同。
诺市建立于1220年，1275年设市，是德

国著名的葡萄酒酒乡和旅游度假城市，市内
文物古迹众多，位于该市的汉姆巴赫堡是德
国民主的发祥地。泉州作为千年古郡，不仅
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还是海上丝绸之
路上的重要起点城市、宋元中国的世界商贸

中心，多元文化在这里和谐交融、繁衍生
息。两城一中一欧，相隔万重山，不仅具有
同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包容的城市精神和友
好热情的人民，还呈现了不少相似的城市风
貌，诺市的石板路像极泉州古城区的青板砖
路，建筑“出砖入木”的构造和泉州“出砖
入石”异曲同工，教堂之上的双塔又是与泉
州东西双塔的地位遥相呼应，有着天然的亲
近。深入了解彼此的历史和现在，才能更发
自内心地热爱，2006年，应诺市汉斯·盖奥格
·瑞夫勒市长邀请，泉州市首次派研修员前
往诺市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研修交流，2015年再
次派员。2017年，诺市研修员卡洛琳·贝恩哈
德和莉佳德·罗特令斯霍夫来泉州进行为期
两个月的交流，学习党政部门的运作。2018
年，诺市研修生艾拉·克鲁斯的两个月研
修，则锁定了泉州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
2018年，诺市市长助理米莉娅·莎尔德在“改
革开放40周年—我的福建故事”双语征文大
赛中获得三等奖。

互学和认同，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后，
显得更加深刻。2020年6月，一箱箱写着“山
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德国谚语的防
护物资，经过工作人员数日打包，克服重重
困难，从泉州运到诺市，为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的友城人民带去温暖问候。学习和支
援的背后，是两城主官的高层共识，自1995年
起，两城频繁互访，在各领域展开了相互学
习相互合作，依靠共同特性凝聚共识，凭借
互补优势促进共同发展。

泉州与诺市的交往，是互鉴与共赢。
艺 术 无 国 界 ， 以 时 间 为 轴 回 看 ： 早 在

1996年，诺市青少年合唱团就参加了泉州国际
民间艺术节，开始了共鉴之旅；1997年，泉州
摄影家陈世哲出版画册《诺市印象》，以一
个中国摄影家的眼光观察记载友好城市人民
的生活；2011年，泉州油画家彭传芳应邀赴诺
市参加国际艺术研讨会，并在诺市采风；2013
年，莱法州州长国际事务全权代表、《走近
泉州》（德文版）作者恩勒特教授一行来泉
州参加2013世界闽南文化节活动，出席《走进
泉州》（中文版）首发式；2014年，泉州画家
林聪云应邀赴诺市参加第三届国际艺术研讨
会；2016年，培元中学初中生汤乐洋，应邀赴
诺市参加小提琴大师班学习，在结业演出中
获公众奖，目前她就读于柏林艺术大学……
艺术家的作品和展演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交
流活动，提高了市民对友城工作的认知度和
参与度，让友城走进了彼此。

让大家产生共鸣的还有茶和葡萄酒，与
泉州茶文化一样，在诺市，葡萄种植和酿制
已经融入当地居民生活，成为一种文化，也
成为合作商机。早在1996年，在两市市长的见

证下，泉州泉港贸易有限公司与诺市万杯酒
农合作社签订了进口葡萄酒协议，从1997年开
始，泉州每年从诺市进口葡萄酒。时隔十
年，2006德国莱法州葡萄酒节在泉州市举办，
莱法州2005—2006葡萄酒皇后卡佳·施韦德来
到泉州，把最地道的葡萄酒文化带了过来。
诺市历任的市长，都是铁观音的拥趸，在不
同场合纷纷推广泉州的茶文化。两市还共同
举办了经贸洽谈会和旅游交流推介座谈会
等，试水石材、陶瓷等领域的合作，经济贸
易由初始阶段的感情型友好关系逐步向合作
型关系探索。

泉州和诺市的交往，是互访与交心。
互访最多的，是青少年之间春华秋实的

邀约。2010年，应诺市政府邀请，泉州代表团
一行14人赴诺市参加“1+1住家式”青少年交
流，此系泉州首次与诺市开展青少年交流活
动。可谓友谊小使者，世界追梦人，两市年
青一代每年暑假开始了定期交流，活动反响
热烈，已经成为泉州国际友城交流中的品牌
项目。2017年，两市签订青少年交流备忘录，
明确该项目为两市政府、议会支持的常规交
流项目，将长期开展下去。媒体的交往，则
打开了另一扇窗。2008年10月，泉州市媒体采
风团应邀前往诺市进行了五天的访问，回国
后，《泉州晚报》推出了图文并茂的三个专
版报道，各大网站纷纷转载，泉州电视台除
了报道，还出版了《来去德国当农民》一
书，赢得各界好评。同年11月，莱茵普法尔
茨报、德国西南电视台等德国媒体记者组成
访问团来到泉州各地考察采风，亲眼见证了
泉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泉州文化的深厚
底蕴和泉州人民的热情友好，回去后展开全
方位报道。诺市政府官员多次前来泉州晚报
社参观考察，并将《泉州晚报》带回德国，
收藏在诺市城市档案馆内。

媒体、市民的互动，大大增进两地人民
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民心相通不仅在于青
少年的桥梁和媒体的交流，还在两市交流的
各种感人瞬间：2008年全国农运会，11张诺市
友人的笑脸照片一起在笑脸墙展出；包含年
过八旬的工程师维勒尔在内的许多诺市人，
努力学着中文；中文名韩琳琳的Carolin已经成
为地道“泉州粉”，把泉州视为她的第二故
乡……两市人民交往中的点点滴滴，突破地
域界限，穿越语言障碍，见证着超越时间和
空间的情谊。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二十五载同心
同行，泉州已与诺市紧紧连在一起。只要不
止步，一直向前走，泉州和诺市的交往就一
定能从一个高度走向另一个高度。（黄小玲 
蔡紫旻）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泉州与诺市牵手同行二十五载

泉州市一批优秀作品获福建省第九届百花文艺奖

 泉州与德国友城“云端”见面 共庆结好25周年

11月16日，由中铁十八局集团承建的兴
泉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戴云山二号隧道
安全贯通，比原计划提前15天，这是自5月19
日全线最长隧道戴云山一号隧道贯通后的又
一次重大突破。

戴云山二号隧道全长12790米，是兴泉铁
路全线第二长隧道。兴泉铁路预计于2021年9
月正式通车，沿线的德化、永春、安溪等地
区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颜雅婷 陈小阳 
许坚 摄）

11月15日，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营业，原
泉州美食城项目更名为“刺桐时代村”，正
式对外开放。

全新“官宣”的刺桐时代村，在充分吸
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后，立足共创共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将进一步强化
项目的市级重点景区定位，深化项目的城市
文旅内涵，丰富演艺节目内容，升级配套设
施，优化既有业态和布局，并将出台普惠泉
州市民的游览体验方案，以崭新的形象、更
完善的服务迎接海内外宾朋。（蔡紫旻）

兴泉铁路12.7公里

戴云山二号隧道贯通

泉州美食城正式更名

“刺桐时代村”
诺市教堂之上的双塔与泉州的东西塔，在各自所
在地的地位相当。 （陈英杰 摄）

大型演艺“刺桐时代秀”讲述泉州千年时代故
事，演员与游客深入互动。

音乐舞蹈史诗《向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