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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年后首飞的厦航MF8673航班再
次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起飞，将来自泉州的鞋
服等优势产品送往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哥打基
纳巴卢。

为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变化，满足泉州产
业发展需求，去年，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与福建
陆地港集团共同开启了国际货运包机业务，帮
助全市外贸业解决出口难题。目前，已开通
“泉州—马尼拉”“泉州—哥打基纳巴卢”的
“客改货”国际货运航班，每周基本稳定执行
5-6班，为泉州跨境电商出口货运搭建空中桥
梁、开启全新通道，助力泉州外贸经济发展。

得益于泉州良好的通关服务环境和能力，
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企业从本地通关更加通畅有
保障，在提高出口时效的同时还能节省物流成
本。因此，不少企业从广州、深圳、上海等口
岸回流到本地通关。

数据显示，泉州国际货运包机业务自2020
年7月份启动以来，至今年春节前已累计执飞
航班118班次，输送货物货重1101吨，实现跨
境电商零售出口额超2000万美元。

晋江陆地港总经理李子兴透露，预计今年
将实现全货运国际航班超250班次。此外，陆
地港还计划今年新增1-2条国际货运包机航

线，进一步拓展泉州国际货运能力，力争跨境
出口数据将再创新高。

为助力泉州外贸企稳提质，力促外贸企业
“保订单、保履约、保市场”，国际货运包机
业务还得到了泉州海关的大力支持。

泉州海关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为此，海关
开通了绿色通道，综合采取提前报关、不见面
审批、加班速放等形式，确保国际货运产品快
速通关，助力外贸企业和本土制造通过国际货
运包机业务更便利地“走出去”。（记者刘

倩）

曾是崇武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的翰圃馆、
“八闽琴师”郑佑故居……这些闽南传统建筑
对大多数人而言较为陌生。再过一段时间，到
崇武古城旅游的人们，或许会不经意间在小巷
子里与它们初见。得益于惠安崇武镇的抢救性
保护，这些传统建筑将迎来“第二次生命”，
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每幢建筑承载特殊历史
1945年，崇武乡绅张辉煌兴建民居。为了

保证质量，他聘请了当地两批能工巧匠进行竞
赛式建设，两方人马互不服输，施工质量精益
求精。大厝“四水归堂”的格局为崇武民间建
筑的传统范例，是一座飞檐斗拱、精雕细琢、
工艺精湛的建筑，集石雕、木雕、砖雕等传统
古建技艺于一体。

民居年久失修，白蚁侵蚀严重，部分椽桷
腐烂，有的房顶塌陷。根据“不改变原状”
“尽量保存原来建筑风格”的原则，崇武镇出
资保护修缮，去年8月完成修缮工程。多年前
作为崇武镇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张辉煌民居，修
缮后计划设为崇武文化展示活动中心。

目前，海门村郑佑故居也已完成主体修

缮。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建筑，修复后为石木材
质，主体石头垒成，具有闽南古建风格。空埕
铺上了石板，建有石椅。屋内也是按照原有的
规格恢复。故居前碑记“明代崇武双绝之八闽
琴师郑佑略传”讲述，郑佑，字半春，号半
村。生活于明中叶，海门人。

潮乐村的翰圃馆，见证了崇武教育事业的
发展。自小接受私塾教育的邓松柏成年后，以
塾师课童为业，后应邀赴厦任教。1926年春，
花甲之年的他在翰圃馆创办崇武公立女子小
学，开创崇武女子教育先河。

抢救性保护恢复原貌
崇武古城文化积淀深厚，民居建筑特色浓

郁，但在岁月洗礼下，充满丰富历史人文故事
的老建筑，不少已残败不堪。

2012年，崇武被认定为“省级历史文化名
镇”。近年来，崇武镇出台系列措施，保护优
秀乡土建筑，促进传统村落历史与文化的传承
和延续。在上级的支持下，崇武镇启动大规模
的传统建筑修缮行动，对年久失修、面临损毁
的民间传统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

崇武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该

镇对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闽南建筑风格的
传统建筑进行摸底，排查出约80幢的建筑。这
其中有一部分已损毁。而后经过筛选、征求产
权所有人意见、设计、预算、招投标等，将10
多幢列入修缮计划，进行抢救性保护。去年完
成张辉煌民居修缮。目前，郑佑故居也已完成
主体修缮，翰圃馆等建筑还在修缮中，其他还
在设计方案。

这些建筑绝大多数产权在私人手上，往往
分属几房、几户人家。崇武镇进行了动员，做
通所有权者的思想。“不少传统建筑的后人觉
得这是大好事，很支持。”该负责人介绍，像
郑佑故居的修缮，为了让故居前的庭院更加开
阔、环境更好些，郑氏宗亲将故居前早年建的
石头房子拆除掉，令人感动。

活化利用 赋予新生命
在推进修改《崇武城墙文物保护规划》和

《崇武历史文化名镇规划》的基础上，崇武镇
结合实际，分片区分阶段实施古城内基础设施
改造及古城活化利用，在延续文化方面，深入
挖掘古城内外及散落各村的历史文化、名人古
厝等特色资源，打造“崇武印记”文化品牌，

让古城“见人见物见生活”。
在崇武镇的规划里，郑佑故居拟活化利用

打造成“八闽琴师展示馆（郑佑纪念馆）”，
翰圃馆活化利用为教育培训机构，吕仔埕活化
利用为渔船模型展示馆，林广记活化利用为非
遗展示馆，张炳煌故居活化利用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还有一些将成为雕艺、惠女服饰、鱼
卷制作等展示与体验馆。

该负责人说，他们与传统建筑的产权所有
者签订协议，由政府帮忙修缮，在保护原有产
权状况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拥有15年的使用
权，15年过后交还给产权所有者或者视情形续
签协议。（记者 廖培煌 林劲峰 通讯员黄祖贤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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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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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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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泉州与诺市牵手同行二十五载

泉州复建古书院
业界看好研学游成文旅融合新亮点

▲已完成修缮的张辉煌民宅 ▲林广记正在修缮中

            

宋元时期的泉州有着“天下货仓”美誉，
如果说有什么能与当时的商贸水平相提并论，
那就是文教事业了，而书院在其中起着重要作
用。朱熹在泉期间，积极讲学、办学，直接推
动了南宋时期泉州书院的盛行，刺桐古城迅速
成为福建乃至全国书院发展最为兴盛的地区之
一。去年年初，泉州启动11座古书院复建，目
前已有正音书院、宝觉书院、镜山书院投用，
将古书院的传统功能与现代教育内涵结合，打
造古为今用的“活的书院”。�

复建 三座古书院投入使用
11座古书院复建牵动人心。记者从市文旅

局了解到，泉州市分批启动复建工作，目前，
已有正音书院、宝觉书院、镜山书院三座古书

院投入使用。其中，正音书院以阅读、写作、
学说闽南语等多种文学体验和教育培训为载
体。宝觉书院与高校共同开展课题调研、学者
论坛、经典读书会、文化作品展览、国学大讲
堂等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品牌活动，合力打造
泉州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镜山书院结合镜山文
创园项目，在整体修复中适当恢复一些书院元
素，体现古代书院传统风貌。此外，一峰书院
利用学府路古建筑在原有经营业态植入书院元
素，云麓书院也完成建设正处于招商待运营阶
段。欧阳书院、小山丛竹书院、松石山馆处于
装修待运营阶段。南安文庙、招贤院、宝海庵
书院处于规划设计阶段。

复建之后，如何运营和植入功能也成为关

注焦点。去年5月底，位于泉州府文庙旁的正
音书院成为首个复建投用的书院。“正音书院
以‘文创×电台×书店’的创新形式，整合多
方资源优势，致力于打造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
基地。启动了‘润物无声·古城悦读’公益阅
读计划，通过每年至少10场的线上线下公益活
动，以走读、诵读、写读、画读、品读为线，
覆盖万人群体，引领泉州读书新风，增强城市
人文底蕴和创新动力。”正音书院运营方文旅
集团工作人员介绍。

功能 发挥书院连通传统与现代优势
根据记载，泉州历史上拥有书院多达73

所，每个古书院的定位各具特色、功能不尽相
同。“复建古书院除了复原形态，也应当传
神，达到形神兼备。

在书院功能植入中，不仅要弘扬传统书院
教书育人、苦学成才的思想理念，展示泉州深
厚文化底蕴和古时文风盛行的盛况，还应融入
精忠报国、爱国爱乡、孝顺父母等主题教育，
无论是大人或者小孩都能在书院里找到启发和
教育，打造古为今用的综合平台。” 洪泓建
议。

“现在不少游客来泉州，主动提出想到
‘四大书院’小山丛竹书院、石井书院、泉山
书院、欧阳书院看看，还有不少本地家长提出
想带孩子专门走访各大书院。我们也打算开辟
一条书院研学游线路，将泉州的名人故事、书
院盛况、古城文化融入其中。”泉州本地导游
何晓玲说，串点成线的泉州古书院研学游有望
成为泉州古城文化旅游融合的新亮点。（记者 

殷斯麒） 

“蓝蓝泉州湾/青青戴云山/海上丝路从
这里铺向世界/金门酒醇/永春柑甜/德化瓷
美/安溪茶香……”连日来，当代著名作曲
家谷建芬在泉州采风，深入永春县和德化
县多地，感受泉州文化和发展新貌，既品
尝了“永春柑甜”，又盛赞了“德化瓷
美”，一路欢歌，满怀赞赏。

谷建芬生于1935年，创作了《滚滚长
江东逝水》《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
《思念》《今天是你的生日》等一大批大
家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她作曲的《蓝蓝
泉州湾》更是深受泉州人民的喜爱，至今
传唱不衰。

弘扬“海丝”文化
谷建芬此次采风，循着《蓝蓝泉州

湾》的旋律倍感亲切，又有不少惊喜。
前日，谷建芬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中国电影音乐研究院院长张宏光一行走进
德化顺美陶瓷文化生活馆，对精美的陶瓷
作品赞不绝口，还兴致勃勃地“品尝”逼
真的陶瓷苹果、香蕉，抱着陶瓷“金砖”
合影，虽已是86岁高龄，却满怀天真，童
趣十足。在采风过程中，她一再鼓励德化
陶瓷艺术家要创作出更多精品，不仅要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还要再次担当
“海丝”文化的载体，搭建与世界各国人
民的友谊之桥。

《蓝蓝泉州湾》唱出泉州人的深情
谷建芬与泉州著名文化人陈日升（词

作者）携手创作了《蓝蓝泉州湾》后，该
曲广为传唱，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气势雄
浑，唱出了泉州人的豪迈，也唱出了泉州
人的深情，成为泉州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作
品。

陈日升回忆这首音乐作品创作始末时
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谷建芬、金铁林
等音乐家带着一个艺术团到泉州演出，她
感慨泉州山川秀丽、历史文化深厚、经济
迅速腾飞，却没有一首能够持久传唱的歌
曲。当时，谷建芬说：“你们把词写出
来，我给你们谱曲。”

陈日升时任泉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当
时深受感动，因为当年谷建芬给电视连续
剧《三国演义》谱曲稿费是60万元。

陈日升为了创作《蓝蓝泉州湾》这首
作品，酝酿了两年多，几次写了一半都不
满意。直到有一次，他陪同当时旅日泉籍
艺术家蔡国强登临德化戴云山，群峰簇
拥，奔涌眼底。当时就有了：“蓝蓝泉州
湾/青青戴云山/海上丝路从这里铺向世界
……”，整首歌词一气呵成。随后，传给
谷建芬谱曲，没想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
（记者 陈智勇 通讯员 谢丽琼 陈若华 文/图）

谷建芬“穿”陶瓷裙打卡

谷建芬（左二）与德化陶瓷艺术家交流

泉州国际货运包机业务节后复航

崇武开展抢救性保护修缮 一批老建筑迎来“新生”

位于泉州府文庙旁的正音书院成为首个复建投用的书院。图为游客日前在正音书院参观“光
阴与我—鲤城百年名校校史展”。（陈起拓 摄）

品永春柑甜 赞德化瓷美

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莅泉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