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信早報
國際日報報業集團

Wednesday, March 31, 2021 2021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 泉州乡情M2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在
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立，一段波澜壮阔的泉
州海洋对外贸易的繁荣岁月由此拉开帷幕。隔
着湮远的时光，泉州宋元时期“市井十洲人”
的贸易盛况已无法触摸，从远渡重洋到中国的
马克·波罗看到并记录下的“刺桐港是世界最
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
确难以想象”中仍能感知一二。破译“东方第

一大港”繁华的密码，要从执掌国家海洋贸易
事务大权的泉州市舶司说起。

存续近400年� 兼具海关、招商、外交等
职责

时针拨回北宋元祐二年，市舶司的设立，
使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
“虽然早在南朝时，泉州海外贸易就开始发端
并逐步兴盛，即使到北宋初年，泉州已成为仅
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港口，但泉州人到海外
贸易仍须到广州或杭州、明州（今宁波）这两
处市舶司‘请给官券’，有诸多不便。”原泉
州海交馆研究员李玉昆考证历史说。市舶司的
职责，根据《宋会要辑稿》载：“掌番货海舶
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换种通
俗的说法，就是主要承担发放商贸许可证、查
验商船、征收关税、代表官方采购舶货、储存
或出售征得的货品、转运货品或货币至都城、
接待外国使节等，兼具海关、招商、外交等重
大职能。

有了专门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官方机构，
意味着泉州成为国家法定口岸，经此发舶和登
岸的中外客商纷至沓来。到元代，为招徕更多
外商，泉州还实行优惠的低关税政策，其他港
口“蕃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
一”。也因为这样，元朝时，泉州海外贸易空
前繁荣。马可·波罗在这里看到“船舶往来如
织”“货物堆积如山”；摩洛哥旅行家伊本·
白图泰也说，泉州港大舶百数，小船不可胜
计。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每年市舶司官员到九
日山参与航海祈风典礼，一年冬夏两季，祈佑
海上商舶顺风平安。如今，九日山上10方祈风
石刻显示祈风典礼的“官方属性”，佐证了市
舶司制度下国家力量对海洋贸易的倡导和管

控。
宋元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与社会经济发

展达到鼎盛。“下了桥就是水关，现在的舶司
库巷，就是当年市舶司的仓库，与附近几条巷
连成一片，可见当年市舶司范围有多广，往来
报关的货物之巨。”泉州文史专家刘志成说。
市舶司建立后，凡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往来，
可用小船，溯晋江，沿破腹沟、过水关，入濠
沟直达市舶司报关。今天遗址内仍保留着舶司
库巷、马坂巷、水沟巷、鹊鸟桥等包含历史信
息的地名。

“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黄金时期泉州港
的生动写照。市舶司的运行，使得泉州与海外
贸易市场形成了稳定的关系，中西方交流由经
贸延伸到文化、社会、宗教方方面面。泉州港
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政府曾以泉
州作为中国海外交通计算航程的起点，出口的
大宗货物有丝绸绢缎、瓷器、茶叶、铜铁制品
等；进口货物有各色香料、胡椒、宝石、珍
珠、象牙、犀角等。

泉州港的繁盛最直接体现在源源不断的财
政收入上，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
说，南宋绍兴末，泉州市舶司的岁收入每年大
约在百万缗上下，约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
五十分之一。

遗址重见天日 或为我国唯一保存的古海
关遗址

走进市区水门巷，一方刻有“泉州市舶司
遗址”字样的石碑静静伫立。地面早已没有市
舶司的踪影，后人只能在碑前瞻仰，想象早已
深埋地下的古海关的宏伟景象。泉州市舶司的
遗址范围多大？除了大量文献外有哪些实体文
物可以印证泉州市舶司的存在？ 一代代人对
于古海关的好奇，在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和发掘

后找到答案。
生于1970年的汪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江苏工作队队长、扬州唐城考古工作
队队长。从接受泉州城考古发掘的任务开始，
他的工作轨迹就与泉州古城紧密相连。为了探
寻宋元市舶司遗址所在，2019年8月至9月，汪
勃带着考古工作者开始在马坂巷、洪厝山一带
进行考古勘探调查，先后布设探沟、探方，开
始考古发掘工作。同年10月，开始泉州市舶司
遗址的探寻发掘，揭露出来了铺砖地面、铺石
等遗迹。2020年5月至11月，在原人民电器厂
院内布设探方再次开始考古发掘，揭露出铺砖
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
时期建筑基址，出土了花卉纹瓦当、脊兽、文
字砖等建筑构件，还有包括越窑青瓷、龙泉窑
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较高档陶瓷器16551
件。

“考古发现该建筑遗存与地盘正针乾亥缝
线方向相关，表明该建筑遗存应是通过测绘规
划而修建的级别较高的建筑，地面铺砖、台基
包边砌石等遗迹也说明其与大型官式建筑相
关。而‘（监）造市舶亭蒲（寿）（庚）’文
字砖的发现，则从文字层面直接佐证与市舶
亭、清芬亭相关。同时，该区域背靠八卦沟，
又与舶司库巷、马坂巷、水门巷等地名相关，
进一步确认了该建筑群为泉州市舶司遗址。”
汪勃介绍。

通过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确认了泉州市
舶司遗址位置，其格局基本保存完整，位于泉
州城南部郊区，范围大致是马坂巷、水沟巷、
竹街、水门巷围合的区域。如今，广州、杭州
的市舶司遗址俱已湮灭，“泉州市舶司遗址，
或为唯一可以较为完整揭露出来的古代‘海
关’遗址。”（殷斯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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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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福建省培优扶强工业龙头企业引领产
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要求，省工信厅牵头研
究梳理第一批153家福建省工业现有龙头企业
和315家福建省工业龙头培育企业，于近日发
布。

福建省工业现有龙头企业名单（第一批）
中，属地为泉州的企业共有25家，包括渠梁电
子有限公司、福建省石狮市通达电器有限公
司、福建百宏石化有限公司、安踏体育用品集
团有限公司、金冠(中国）食品有限公司等，
涉及集成线路（封测）、电子元器件、工程机
械、合成材料制造、化纤（涤纶）、产品用纺
织品、服装（商务休闲男装）、服装（户外防
护）、鞋业（运动鞋）等多个细分行业。

福建省工业龙头培育企业名单（第一批）
中，属地为泉州的企业共有66家，包括阳光中
科（福建）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市
华宇织造有限公司、泉州市伍氏企业美食有限
公司、中天（中国）工业有限公司、福建泉州
顺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各地工信部门将把省工业龙头企业作为
日常管理、服务的重点，动态跟踪、掌握龙头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做好政策宣贯服务，推动
龙头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省工信厅将根据企业
发展情况，对省工业龙头企业名单实行动态更
新管理。（游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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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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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舶司：见证“东方第一大港”繁荣的古海关

  泉州大桥将启动扩宽改造 

在大桥上游拼宽一座姊妹桥

                   春分春盎然 
                   古厝鼓舞飞

泉州推出1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25家泉州企业入选

福建省工业龙头

企业名单（第一批）

近日，泉州市文旅局发布一组十条“泉
州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将红色文化与旅游
融合发展，通过循迹红色记忆，缅怀一段段

壮阔的历史。
泉州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及孝廉文

化，革命旧址故居、博物馆、纪念馆，点缀

于秀美山水之间，如同一座座没有围墙的历
史博物馆，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游览、考
察、学习的选择。（张素萍 曾世彬）

★“晋江经验”红色之旅
该旅游线路的参观点都是传承创新和践行

发展“晋江经验”的展现，可分为三天深度游
览。

第一天：“晋江经验”馆、安踏（中国）
有限公司、恒安集团公司、晋江市创意创业创
新园；

第二天：利郎集团公司、晋江市第二体育
中心、361°集团公司、梧林传统村落；

第三天：五店市传统街区、金门供水工
程、七匹狼集团、围头战地文化渔村。

★南安红色精品游
走往红色热土，忆往昔烽火岁月。该路线

突出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和中心县委机关革命
史，可走访泉州中心县委机关旧址以及众多革
命遗迹，一路追迹南安的红色革命记忆。

线路：叶飞故里红色旅游区（泉州市华侨
革命历史博物馆、叶飞将军故居）—中共泉州
中心县委机关旧址张极生故居—岭兜革命烈士
纪念碑—官桥抗日救亡运动旧址—岭兜石室岩
革命旧址

★安溪红色精品游
“红色苏区·梦想起航”安溪红色精品

游，展现了安溪红色印记，同时能在历史的变
迁中看到今日的辉煌成就。

线路：安南永德苏维埃政府—旧址莫耶故

居—魁斗镇佛仔格中共安溪中心县委旧址—革
命英雄烈士纪念碑（凤山旅游区）

★永春红色精品游
线路：泉州市党内政治生活馆—红色花石

村—大羽村—陈亚琼故事馆—林俊德将军纪念
馆—横口乡朱德纪念馆—一都镇美岭村

★德化精品游
“追寻红色记忆”德化精品游，带领游客

感受罗浪从军参加革命的不凡经历，走访德永
特派员活动旧址，在旧址旁漂流，后前往中共
福建省委旧址（坂里），是重温红色历史体验
美丽乡村的好去处。

线路：雷锋镇盖云岐罗浪故居—潘祠村村
部—罗浪文化励志展室—南埕镇枣坑村中共闽
南德永特派员红色旧址—中共福建省委旧址
（坂里）

★“红色文化”鲤城精品游
路线集中于泉州市区，串联起龙岭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府文庙、承天寺等主要景点，呈
现革命历史，展现红色记忆，凸显“弘扬民族
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主题。

线路：龙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记忆
展馆、中共紫帽区工委旧址、杨五郎庙、龙泉
古井、民俗文化广场）—泉州府文庙明伦堂—
新四军特务营北上抗日出发地(泉州承天寺）

★惠安精品游

线路：山霞镇飞凤寺、红色革命纪念馆—
崇武镇解放军庙—大岞海防民兵哨所—蓝飞鹤
烈士纪念碑—林权民烈士纪念碑—屿头山战斗
纪念馆—东岭湖埭头革命区

★泉港红色精品游
线路：三朱革命斗争纪念碑—红色文化长

廊—中共闽中特委（地委）三朱地下交通站
（朱汉膺故居）—中共闽中地委会议遗址（壮
志亭）—红色三朱漫道—惠北抗捐大同盟成立
大会旧址（昆山寺）—三朱革命旧址（三朱观
音洞革命遗址）—陈平山烈士陵园

★石狮红色精品游
“乡村振兴”石狮红色精品游，串联起石

狮市最主要的三个红色旅游景点，途经一批新
时代乡村振兴示范村，引导游客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感受新时代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
居宜业新石狮所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线路：李子芳纪念馆—董云阁烈士故居—
石狮市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美丽乡村”洛江红色精品游
线路：俞大猷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洪

四村（红色荣耀旅游基地游客中心—党群同心
馆—军装发展史馆—洪四影剧院—人民英雄纪
念碑）

春分节气，阳光和煦，春意盎然。在晋江
五店市传统街区，一段颇具闽南韵味的鼓舞吸
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曼妙舞姿与红砖古厝
相映成趣。五店市传统街区是国家4A级旅游
景区，也是福建省成片保护面积最大的闽南红
砖古厝群，享有“闽南文化新街口，晋江城市
会客厅”之美誉，每年人流量达600万人次。

（许雅玲 陈文经 张晓莎 文/图）

（福建侨报供稿）

市舶司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及出土文物 （申遗中心供图）

中共福建省委旧址（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