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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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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6日，德化举行2020年第四季度重点
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涉及项目9个，涵盖制
造业、城建、文旅、教育、交通等社会民生等
领域。其中，开工项目4个，竣工项目5个。

三条公路建成
出行便捷高效，交通项目打通对外连接

动脉，此次竣工的道路交通项目共3个。桂阳
乡至省道215线（上涌）公路，起于桂阳乡桂
阳村，接县道311线，经王春、西山岭、后
坂，终于上涌镇上涌村，路线全长13.195公
里，按公路二级标准建设，设计行车时速40公
里。该项目的建成，大大改善桂阳乡的交通状
况，促进桂阳乡的旅游资源开发，助力沿线乡
镇及村的乡村振兴战略。

春美乡至省道215线（赤水）公路，起于
春美乡春美村，经古春、双翰、金黄、上徐、
联春、上岸、苏岭、锦洋，终点顺接省道215
线，路线全长21.474公里，按公路二级标准建
设，设计行车时速40公里。

省道310龙门滩至苏洋段是德化通往仙游
的交通要道，起于龙门滩镇硕儒村，经龙门滩
镇政府、龙门滩中学北侧，往西沿山侧布线至
苏洋，终点位于东际，路线全长5.895公里，
按公路二级标准建设。

德化县第五实小投用
补短板强基础，教育与住房齐推进。德

化县第五实验小学于2019年1月开工建设，
2020年9月投入使用，项目包括世科幼儿园。
建成后小学设置36个班，可容纳学生1800人；
幼儿园设置12个班，可容纳幼儿420人，总投
资11861万元。该项目的建成投用有效解决了
周边居民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题，缓解
城区就学压力，助力德化县区域教育均衡发

展，满足人民群众“就近入学”的迫切愿望，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共享水平。

世科棚户区改造
此次开工的德化县世科棚户区改造项目

（泮山书苑、水岸林邸），位于浔中镇世科
村，将建9栋26层高层住宅、地下停车场、配
套用房和沿街商铺等，共有住宅998套、商铺
102间、停车位1179个。项目建成后，将完善
世科片区的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及周边地区经
济发展，使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同时，
也将进一步提升德化的城市形象，为推进德化
县“大城关”战略做出贡献。

建成宋元德化窑展馆
近年来，德化把旅游业确立为战略性支

柱产业，全面发力全域旅游建设。去年德化整
合屈斗宫窑、祖龙宫窑等陶瓷文化资源，对周
边环境进行整治、提升，建成屈斗宫城市遗址
公园和宋元德化窑展示馆。据悉，宋元德化窑
址展示馆作为城市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展厅面积500平方
米，展品500多件，充分展示了德化宋元时期
陶瓷生产贸易情况和文化内涵。该项目的建
成，不仅让德化窑历史文化得到保护和展现，
也让古窑址保护成果惠及人民，将成为德化陶
瓷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一张新名片。

本次开工的重点项目中有两个是制造业项
目，分别是欣德益现代家用和齐巨敏德科技产
业园。此外，开工项目还有位于龙浔镇丁溪村
的陶瓷会展中心和博物馆。该项目建成后，有
利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德化县的投资环境，提
高城市品位，拉动县域经济发展，对加快打响
“世界瓷都·德化”品牌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陈小芬 许华森）

“五彩稻田”初具雏形即日起至7月上旬可前往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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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八仙阁预计今年5月完工

玉湖片区荔浦安置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2020年泉州商标注册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势头。去年以来，全市新增注册商标9万多
件，目前有效商标注册量达50万件，列全国
地级市第一位；驰名商标数量达159件，马德
里商标国际注册数量达1048件，均位居全国
地级市前列。在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
中，泉州上榜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地级市前
列。

泉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推动商标注册和发展，泉州深入推行“商标
注册建议书、商标策略提示书、商标法律事
务告知书”等“三书”制度，提示中小微企
业及时办理商标注册，引导高知名度商标企
业进行商标防御注册，推动龙头企业开展商
标储备注册，指导出口型企业加强商标境外
注册与保护。积极利用企业到注册窗口办理

登记事务等机会，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
商标字号一体化策略，提高企业品牌的整体
性、显著性。

在多层次引导的同时，泉州多措并举鼓
励商标注册和运用。如对驰名商标、马德里
商标国际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等予以奖
励，去年已兑现商标奖励金298.5万元。组织
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聚焦地理标志

助力乡村振兴，积极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的
泉州地理标志品牌，立项支持“晋江紫菜”
“永春芦柑”“德化黑鸡”等3个地理标志产
业化促进项目，下达补助资金150万元。

据悉，泉州充分发挥市行政服务中心泉
州商标受理窗口的作用，为企业办理商标注
册、变更、转让、续展等业务提供便捷的服
务通道。（李菁）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泉州与诺市牵手同行二十五载

三条公路建成出行更便捷

   德化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竣工

泉州有效商标注册量达50万件 列全国地级市第一位

工人正抓紧施工 陶瓷会展中心施工现场

《吕蒙正》启动录制

八仙阁前临八仙湖，后为八仙山公园最高山丘，依山傍水，建成后将成为晋江新的标志性建筑。

     梨园戏《吕蒙正》
入选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

日前，被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
国戏曲像音像工程”（以下简称“戏曲
‘像音像’工程”）的梨园戏《吕蒙正》
启动录制，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团长、
“二度梅”获得者曾静萍携手林苍晓等梨
园戏表演艺术家，将在为期四天时间里，
用影像留住经典。据悉，梨园戏《吕蒙
正》是福建省唯一入选戏曲“像音像”工
程的剧目。

戏曲“像音像”工程是国家重大文化
工程，旨在挖掘保护地方戏曲文化，通过
选取当代戏曲名家及其代表性剧目，运用
现代科技手段，反复加工提高，留下完美
的艺术记录。入选剧目要求能代表本剧种
的经典剧目，以及本剧种独有的濒临失传
的传统骨子剧目，剧目有传承价值，思想
内容积极向上，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美
德、凝聚剧种表演艺术精粹、展现戏曲艺
术独特魅力。

作为宋元南戏剧目，梨园戏《吕蒙
正》是梨园戏小梨园流派传统“十八棚

头”之一，也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近
年复排成功的一个经典传统剧目，这部戏
文辞古朴典雅又不失活泼，演员表演自然
细腻又生动有趣，深受观众喜爱。该剧讲
述了北宋年间，宰相刘文茂为爱女刘月娥
搭彩楼选亲，绣球抛中落魄书生吕蒙正，
然而宰相嫌贫悔婚，刘月娥爱慕吕蒙正才
华，与父亲断绝关系，随夫入破窑居住。
后来，吕蒙正金榜高中，才子佳人苦尽甘
来。

据透露，待该工程后期制作完成后，
梨园戏《吕蒙正》有望在央视等平台播
出，并作为资料留存。（张素萍 林小伟）

2020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泉州市文
旅局、泉州古城办共同举行泉州古城文化
生态旅游度假区公益讲解免费游（以下简
称“古城公益游”），活动共举行118场。
通过调查，“闽南文化”最受游客欢迎。

118场活动 展现古城美
古城公益游以古城6.41平方公里为核

心，面对泉州酒店与华侨大厦的住店客
人，在两个小时内由清源文传的讲解员呈
现出泉州古城的历史文化之美。活动开始
于2020年国庆节，每周二、四、六、日举
行，至2020年12月31日结束。整体活动共
有118场，其中国庆8天均安排活动，共计

32场。
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更好

地打造文化IP，将泉州旅游产品与度假内
容相结合，加深对泉州文化内涵的挖掘，
逐渐打造泉州古城慢生活品牌、泉州文化
活动品牌，提升度假游客满意度，更好地
向游客展示泉州独特文旅魅力，为此开展
了古城公益游活动。

公益活动受游客点赞
每期古城公益游结束后，主办方都会

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通过118场的问卷调
查分析发现，“闽南文化”一词最受游客
欢迎，其次是建筑特色、美食小吃、古街
老巷。

“泉州文化底蕴深厚。”参加2020年
最后一期古城公益游的上海游客傅静岚
说，走在老街里、小巷子里，到处都是古
迹，比如短短的涂门街就有府文庙、关帝
庙、清净寺，多种宗教和文化的建筑和谐
共存。（王金植）

    古城公益游举行118场    “闽南文化”最受欢迎

游客参观金鱼巷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晋江八仙山公园核心
景区的八仙阁工程建设现场看到，该工程主体
结构已经完工，部分楼层完成了内外装修，目
前正在进行首层门楼施工，预计整体工程将于
今年5月完工。

八仙阁建在海拔58.4米的半山腰，为五层
攒尖顶闽南风格仿古建筑，阁楼设计总高度

48.06米，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外部采用木结
构进行装饰，由一层四方形及四层八角形组
成，寓意“四面八方”在此相聚于一阁。

项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汪伟民告诉记者，
八仙阁是纯闽南古建筑风格，飞檐翘脊，整座
阁楼采用现代建筑技术与古代闽南建筑风格相
结合的手法，从建筑的构想、设计到施工，在

国内堪称首创。材料紧缺、工艺复杂、技工难
求，是八仙阁建设过程中需要攻克的几大难
题。八仙阁内部为钢结构骨架，采用特制的无
缝钢管作为主要的受力构件，单根构件最长约
11米。无缝钢管外套上抽芯的木柱，成为八仙
阁的“颜值担当”。

“八仙阁项目施工工序复杂繁多，安装难

度大，且只能渐进施工，不能穿插作业。”汪
伟民介绍，单单首层就有两万个构建，需要精
准榫卯到位，将其拼成完整的藻井，即室内顶
棚呈伞盖形的独特装饰部分。八仙阁的地板均
采用富有闽南特色的斗底砖进行铺设，木材上
漆采用汽车漆，比普通油漆保存更长久、光亮
度更好。（许雅玲 林劲峰）

继2019年泉州市源和堂蜜饯厂和位于
龙岩市的福建红旗机器厂被列入第三批国
家工业遗产名单，实现了福建省国家工业
遗产项目零的突破后，泉州再传喜讯——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第四批国
家工业遗产名单中，“安溪茶厂”位列其
中。至此，泉州共有2处国家工业遗产，数
量居全省首位。

据了解，如今为民营企业的安溪茶
厂，前身是1952年创建的国营福建安溪茶
厂，也是中国乌龙茶行业历史最悠久、规
模最大的茶叶生产企业。在近70年的发展

中，安溪茶厂创造了多个业界第一，是乌
龙茶精制加工业中最早实现机械化生产、
最早建立乌龙茶标准、最早拥有自营出口
权、唯一产品荣获国家金质奖的企业，同
时也是茶叶界老牌重点出口创汇企业、首
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为我国
现代化工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毛茶仓库、无烟灶、筛分车间、水
塔、乌龙茶精制流水线设备等历经时光的
打磨和沉淀，别有一番风味，数百缸陈年
铁观音储存其间，茶厂依旧飘香。（陈林

森）

泉州再添一处国家工业遗产 
获评总数领跑全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