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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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泉州市贸促会召开座谈会，与到
访的印尼泉州青年商会（世界泉州青年联谊
会印尼分会）执行会长何国家一行开展工作
交流。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为两地
企业双向贸易投资搭建良好服务平台。

何国家介绍，作为世界泉州青年联谊会
印尼分会（简称“世泉青印尼分会”）新侨
民的代表，此次来泉拜访，旨在与泉州市贸
促会保持紧密联系，为泉州企业家赴印尼发
展提供有力帮助。他认为，当前印度尼西亚
营商环境相对稳定，生产成本低，有较为理
想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电商行业具有广阔发

展前景，对跨境电商实力雄厚的泉州企业来
说是一大商机。他表示，世泉青印尼分会愿
意与泉州市贸促会一道为促进两地企业开展
经贸交流、推动合作献策献力。

泉州市贸促会负责人表示，自2019年建
立友好合作关系以来，双方在信息互通、交
流互访、日常互动和助力两地企业合作发展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
沟通联系，促进两地企业双向贸易投资，泉
州市贸促会将竭力提供服务帮助，同时与世
泉青印尼分会共同为企业搭建良好的服务平
台。（记者陈云青 通讯员李贞一 潘珊珊）

得益于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政策
“红利”叠加产业带优势，2020年，泉州跨
境电商业保持“加速度”，在疫情冲击下仍
然保持高速增长，成为稳住外贸基本盘的有
效推手。来自泉州市商务局的最新数据显
示，去年，泉州跨境电商贸易额达82.9亿元，
同比增长6.1倍；其中出口76亿元，同比增长
85.7倍，直接拉动泉州出口增长5.2个百分
点。

2020年5月底，中国（泉州）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后，泉州加快建
设完善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公共服务平台，
在泉州综保区启用线下服务窗口；同时，积
极引进上下游产业链关键节点优质服务商在

泉州设点，如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
Lazada落地“一基地双中心”（Lazada福建泉
州分拨中心、Lazada跨境生态创新服务中心、
创业孵化基地），成为Lazada国内第二个创新
服务中心和第三个分拨中心。

泉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
继续扩大对跨境电商企业的支持，助力完善
运营、培训、服务、物流等方面的服务环
境，支持企业建设海外仓等，助力中小企业
拓展销售渠道、开拓国际市场，致力于把跨
境电商打造成为泉州外向型经济新的增长
极，助力传统外贸转型升级。（记者刘倩 通讯

员柯丽萍）

备受关注的泉州大桥扩宽及接线扩宽改造
工程有消息了。记者从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原泉州市公路局）获悉，国道324线泉州
大桥及接线扩宽改造工程施工单位中交第三航
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已进场踏勘。

据悉，春节后，泉州大桥扩宽改造工程的
开工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展开，目前项目已完
成房屋征收工作，工程前期各项审批手续也基
本完成，并于近日完成了施工招标，工程有望
3月下旬开工建设。 （记者 陈小芬 王柏峰 通讯员 

张丽玉 文/图）

近日，不少细心的市民朋友发现，从泉州
北高速连接线至普贤路，沿线上多了一道靓丽
的风景。记者乘车经普贤路往朋山岭方向行
驶，放眼望去，一株株风铃木映入眼帘。

据悉，这条路自去年5月种植以来，黄花
风铃木首次进入花期，在道路中央绿化带上，
连绵的黄花风铃木迎风怒放，花带长达4.5公
里，为沿途增添一道赏心悦目的金黄色。

黄花风铃木属落叶乔木，通常在春季3月
至4月盛开，最佳花期10-15天，先开花后生
叶，四季变化十分明显。今年春季少雨，温度
适宜，花期有所提前。广大市民朋友可抓紧最
佳赏花时间。由于路段交通车流量较大，提醒
大家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文明赏花。（记者

林福龙 实习生林灿鑫 文/图）

3月3日是第8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今年野生动植物日，中国的宣传主题为“推动
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进一步促进泉州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不断提升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深入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泉州市林业局联合泉州湾河
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发展中心、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福建泉州护飞队举办野生动植物日宣
传活动。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挂设横幅、设立鸟

类科普宣传牌、发放宣传单、泉州湾鸟类主题
明信片等形式，广泛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进一步激发受众积极
参与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中来，携手共创
“美丽泉州”。（记者颜雅婷 通讯员杨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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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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贸促会与世泉青印尼分会开展合作交流

去年泉州跨境电商出口比增85.7倍
保持“加速度”，贸易额同比增长6.1倍

日前，泉州2021年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召
开，总结过去一年及“十三五”时期工作，分
析当前教育改革发展形势，部署2021年全市教
育工作。

“十三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达
1027.05亿元，年均增长8.07%。新改扩建中小

学及设施设备等采购项目1615个，新增学位
18.3万个；新改扩配建公办园217所，新增学
位7万个；加快改善农村和薄弱校办学条件。
教育普及程度全面提高，全市学前教育三年入
园 率 达 9 8 . 7 2 % ，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达
99.90%，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

9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8%，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达60.1%，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
阶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各类
教育质量持续提升，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
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入公办
园难”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城镇中小学“超大

班额”全部消除，“大班额”比例逐年下降，
“择校热”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教育综合改革
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良好局
面。（记者曾聪虹）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泉州与诺市牵手同行二十五载

泉州开展“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活动

推窗见绿 开门见景

日前，国家能源局公布了首批8个科技创
新（储能）试点示范项目，晋江100MWh级储
能电站试点示范项目位列其中。

储 能 项 目 可 为 电 网 运 行 提 供 调 峰 、 调
频、备用、黑启动、需求响应支撑等多种服
务，是提升传统电力系统灵活性、经济性和
安全性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提高风、光等
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水平，促进能源生产消费
开放共享和灵活交易，实现多能协同。

晋江储能电站是科技部“十三五”国家
重点科技项目——国家智能电网技术与装备
重点专项《100MWh级新型锂电池储能技术开

发及应用》的重要科技成果，也是国内单体
规模最大的电网侧站房式储能电站、国内首
家非电网企业管理的独立并网大规模储能电
站、第一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
的储能电站项目，由福建省投资集团、宁德
时代新能源和中电建福建电力设计院联合投
资建设，一期总投资2.68亿元。

该储能电站采用长寿命磷酸铁锂电池系
统，额定功率30兆瓦、电池容量108.8兆瓦
时，可为附近3个220千伏重负荷变电站提供
调峰调频服务。（陈林森）

“十三五”期间泉州教育经费总投入超千亿元

  泉州大桥将启动扩宽改造 

在大桥上游拼宽一座姊妹桥

  黄花风铃木怒放 
  造就“金黄之路”

如何既保留文化韵味，又布局符合旅游
度假区游客需求的商业业态，是泉州古城保
护发展的必答题。对业态进行动态正负面清
单式管理，扶持发展泉州特色老手艺，节假
日上演非遗文化快闪活动，散落在街头巷尾
的古大厝里则是一个个兴起的艺文空间，轮
番展示泉州非遗文化……以点带面、串点成
线，古城过度商业化踩下刹车键，文化传承
传播则按下快进键。

用文化浓度稀释商业密度 保证一定比例
文化展示空间

随着古城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提升，商
业吸引力也日渐增强。某一品类赚钱，各家
商户便纷纷涌入，直到市场饱和，各家再去
调整经营品类。但调整前哪家商品利润高就
吸引很多商户跟风，很容易造成古城“千店
一面”的情况，业态和商品同质化突出，这
是全国不少古城业态发展的困扰。

为了引导古城业态发展、避免过度商业
化，泉州市出台《泉州西街（钟楼至新华
路）经营业态管理实施方案》《泉州中山路
及周边商圈经营项目目录清单》，详细列出
经营项目正负面清单，引导古城核心区业态
规范发展，重点培育特色文创产业。除了业
态正负面清单，还在街头巷尾中精心布点艺
文空间，轮番举办文化展览，致力用文化的
浓度稀释商业的密度，保证一定比例的文化
展示空间。

旧馆驿25号成了“旧驿新艺”闽南艺文
新空间，引入“非中实”掌中木偶戏剧团沈
艺捷南偶表演实验剧团。“受到邀请在25号
旧厝里策划闽南文化艺文展览，目前正举行
戏妆展览，包括梨园戏服饰、道具等展示，
今后将不定期开展南音、南戏、南拳、南偶
等主题快闪展演或展览，让游客在街巷里就
能感受泉州文化的魅力。”策展人罗梯绨
说。台魁巷7-1号的“泉州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展”，用艺术形式和视觉语言，展现泉州
民居营造深邃的工艺智慧，多维呈现历史与
现实、科学与艺术、当代与传统的交融对
话；象峰巷7号浪a册店作为文化复合空间，
展示怀旧海报、小人书、连环画，囊括了戏
曲、影视、儿童读物、经典名著等题材；金
鱼巷有南音阁，每周定时演唱，在街巷漫步
时就能与千年活化石撞个满怀。

更多的空间布点正在推进，初步计划与
永春县、安溪县、德化县合作，在中山路布
设香文化、茶文化、陶瓷文化产业展示中
心，展现泉州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和人文特

色。
兼具体验感和文化味 多元复合文化空间

不断涌现
靠着网络平台流量吸引了大批游客的西

街游客服务中心，除了三楼的网红天台外，
二楼不定时举办旅游推介活动，还能现场体
验制作木偶头、金苍秀、剪纸等传统技艺，
一楼则可直接购买古城文创产品，包括东西
塔模型、滴水兽等。这样集旅游打卡、非遗
体验、文创产品购买的一站式复合空间业
态，让传统文化和文创产品走向更广阔的空
间。“想要运营好文化空间，让文化活起
来、火起来，需要政府的扶持，也离不开市
场。让游客真正体验到泉州文化的魅力，再
以文创产品的形式带回家，再到社交平台上
传播古城美丽的风景，一举多得。”西街游
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如今，兼具体验感和文化味的多元复合
文化空间不断涌现。在西街1915洋楼，可以
欣赏现代艺术展览，品尝一杯香浓咖啡，洋
楼的气质与温润的咖啡厅相得益彰，成了不
少游客喜欢打卡的地方。西街茶馆，既有品
茗的地方，又经常举行小型展演活动，还有
写春联、木偶DIY手作、古琴学习、茶艺表
演等活动，集研学、宣传茶文化、沉浸体验
泉州文化于一体。

“与市场接轨并不是坏事，主动拥抱市
场，将好手艺经营成好生意，让文化真正走
出去，形成特色的泉州品牌。”“润物无
声”青年创客文化IP孵化工作团队人员介
绍，2016年起在古城已先后举办28场“润物
无声”大型系列文化主题展览，包含212个
展项，并启动泉州古城“润物无声”青年创
客文化IP孵化工作，以金鱼巷等古城范围内
空间为依托，吸引众多青年创客入驻古城，
带动45个民间年轻文创团队到古城创业，帮
助他们与文创市场接轨，推动古城文化业态
培植。（记者 殷斯麒/文 陈起拓/图）

泉州文化“活跃”古城街头巷尾

长达4.5公里的花带赏心悦目

航拍泉州大桥（柏峰 摄）

▲古城旧馆驿25号以“旧驿新艺”为主题，开展掌中木

偶展和戏妆展，让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了解掌中木偶和戏曲脸

谱妆容。

美丽的泉州湾畔，吸引众多鸟类聚集。（杨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