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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为我们台湾青年创业提供了充满
希望的平台！”来自台湾台中市的蔡珮纭由衷
感叹。2020年12月，她在泉州台商投资区泉台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创办了一家教育培训机
构，从企业创办到开业经营再到工作生活，她
深刻感受到台商区为她提供的周到服务和各种
便利。

除 了 为 台 湾 同 胞 “ 登 陆 ” 提 供 利 好 政

策、暖心服务外，台商区按照“以台引台，以
台帮台，以台扶台，相融互助”的理念，依托
泉台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研发“泉台人力银
行”大数据分析平台，建立人才数据库，精准
对接企业用人难题以及人才就业需求，打造一
个政府主导的“人才银行”，实现驻园机构、
人才和企业之间更为精准的对接，建立一条从
“引才”到“助业”的完整服务链。

来自台湾南投县的高睿旸，祖籍宁德，
是福建慧台享人力资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泉
台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运营。他告诉记者，
“泉台人力银行”大数据分析平台有五大板
块，分别是数据分析、智慧政策、人才需求、
创业就业、服务联盟。通过多渠道、多内容发
布包括住房补贴、免费健康体检、泉台往返交
通补贴、子女优先就读区内优质公办学校和企

业留才补贴等人才政策，让泉台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成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泉台人力银行”平台上线以来，已发
布了300多个岗位。此外，台商区还通过常态
化开展海丝英才月、“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制定实施《支持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
措施》等优惠政策，为台湾青年发展创造更好
条件。（陈桂生 欧阳育玲 李丽芬）

4月1日-3日，第四届中国（晋江）国际
家装建材博览会（以下简称“晋江家博会”）
首次移师晋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去年，受疫情影响，晋江家博会转为线
上举办，今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响应
企业呼声，重启线下展会。本届展会展览面积
2万平方米，共设置1007个国际标准展位，规
划岩板展区、潮流家设计展区等8个特色展

区，吸引超百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了家装建
材的全要素。同时，本届展会探索“双线会
展”模式，创新线上办展形式，升级线上VR
展会，打造福建第一个完整VR线上专业展
会。

此 外 ， 展 会 现 场 策 划 磁 灶 陶 瓷 文 化 展
区，多维度全面展现磁灶陶瓷从古至今的产业
文化及发展历程，并打造原创设计展区——潮

流家，通过品牌联手拥抱设计，进一步引领产
业创新。展会期间还将举办2021年福建省陶瓷
行业协会年会、中国建陶营销高峰论坛、潮流
家·新星造及“走进工厂”系列对接活动等专
业配套活动，进一步激活贸易商机，提升办展
实效。 （黄祖祥 许雅玲 林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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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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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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大桥将启动扩宽改造 

在大桥上游拼宽一座姊妹桥

                          福厦客专泉州湾
                      跨海大桥预计7月合龙

    
灯璀璨 夜迷人 

泉州台商投资区
实施夜景提升工程

泉州天后宫：一 部海洋文化对外传播史

第四届晋江家博会重启线下展会

晋江南港

污水处理厂二期

扩建工程预计5月完工

泉州民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童谣，大人们
逗孩子们玩时，常常唱起——

“戽虾戽加蚤（水蚤），三升二米斗。大
尾捉来烤，细尾放它走。走到天雷宫，脱裤捉
加蚤。”其中唱到的“天雷宫”就是“天后
宫”。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的季节，这座历经数
百年的天后宫仍然在城南的德济门旁伫立。山
门外是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山门内是虔诚朝
拜的善男信女，香火缭绕中，宫内供奉的妈祖
已经聆听了近千年的祝祷，或祈出航平安，或
愿满载归来，一声声真诚的祷告，多与那不远
处的大海相关。古往今来，靠海吃海的人们在
这里扬帆，远道而来的番客到这里还愿，无数
的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穿梭，千帆万橹
间，人们驻足又启航，也把妈祖从泉州带向了
远方……�

出海先拜妈祖——规格最高的妈祖庙在
泉州

妈祖，湄洲屿林氏女，相传十三岁时修
“玄微秘法”拥有神力，一直在当地行善惩
恶，为渔民出海护航、抵御灾祸，被奉为“神
女”成为民间神祇。虽兴于湄洲，妈祖信仰在
海内外的广泛传播却是从泉州开始的。

“泉州天后宫建于南宋庆元二年，按照宋
徽宗赐额‘顺济’，最早称为‘顺济庙’。”
泉州天后宫文物保护管理处负责人介绍说。彼
时，南宋僻处东南一隅，在财政上仰仗于泉州
等港口的对外贸易收入，使得泉州港日益兴
盛，入元后，泉州的海外贸易发展更是达到顶
峰。

在桅帆行船的时代，面对风向与波浪都变
幻莫测的大海和稍有不慎就有葬身大海的危
险，无助的人们把希望都寄托于妈祖的庇佑，
只要出海，必先到顺济庙祭拜，并请一尊妈祖
坐镇船上，以保航行平安，甚至是外国的商人
和使节也不例外，妈祖信仰因此名扬四海。

“元代时，泉州港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港，
与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文化交往。彼
时泉州妈祖神格被元朝廷提升为‘天妃’，赐
额‘灵慈宫’，所处的城南更是番舶来泉的主
要停靠地，各国商人和使节在这里登陆后，常
会到庙中祭拜。”该负责人说。

不仅如此，从泉州港出使海外的使臣，
“凡使海外，率皆致祭”。明朝永乐五年郑和

下西洋，永乐十年张谦出使渤泥，回国后因感
于妈祖庇佑，都曾请奏重修天后宫。而当地官
员为求海晏河清，祈祷告祭也是常态。据载，
泉州知府真德秀就曾为剿灭海寇先后两次到天
后宫祭拜，求妈祖保佑。

到了清代，妈祖神格从“天妃”升至“天
后”。私商贸易以及向台湾与东南亚地区移民
的浪潮在泉州港兴起，到大陆各地以及台湾、
东南亚经商的泉州人，都会建造会馆，奉祀从
家乡请来的妈祖，移民者更是如此，妈祖信仰
也随着泉州人的脚步分香世界各地。

“有资料显示，有史可稽、凭迹可循的妈
祖庙全世界有五千多座，分布于近四十个国家
和地区，不知名的小庙则不可胜数。”泉州城
市规划建设专家顾问组组长周焜民在《泉州天
后宫志》序言中写道。这些妈祖庙星罗棋布，
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见证，其中曲
折故事，更勾勒出一部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
史，令人赞叹。

妈祖文化连接情缘——为两岸融合发展
贡献泉州力量

台湾府志记载，清代有据可查的妈祖庙有
310座，目前已经发展到2000余座。作为众多
台湾妈祖宫庙的祖庙，泉州天后宫一直以来都
在两岸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峡两岸民间往来日
趋频繁，妈祖信俗的作用也不断凸显。

2019年7月4日上午，一场声势浩大的妈祖
绕境活动在泉州古城上演。这是时隔17年，泉
州和澎湖又一次迎来妈祖直航会香盛事，上一
次是在2002年。“首次会香之时，两岸的互动
还不多，光是直航就谈了两年，所以那次直航
也被称为‘破冰之旅’。”作为两次直航会香
活动的牵头人和促成者，澎湖县县长赖峰伟表
示：“随着这些年彼此交流不断加深，两岸变
化很大，我们除了谈宗教直航以外，也谈文化
交流、经济贸易，这些无一不是两岸和平发展
带来的成果。”

其实，以妈祖信仰为纽带，两岸有过许多
民间交流活动，如2005年台湾彰化南瑶宫、
2006年台湾鹿港天后宫、2007年开台澎湖天后
宫到泉州天后宫进香等，以及从2007年开始的
“泉州·澎湖”乞龟民俗文化活动。在这一次
次的活动中，两岸群众在相同的信仰下不断拉
近彼此的距离，续写着同根同源的记忆。

“宗教交流是民间交流的第一步，而民间
交流则是两岸交往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随团来泉的澎湖信众黄天明在参加完
绕境活动后，被泉州人民的热情和友善深深打
动：“两地语言相通，信仰相通，交流起来当
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希望今后两地能够多举
办类似活动，加深两岸民众情谊，进而推动两
岸和平统一。”

对外交往重要纽带——继续浇灌丝路友
谊之花

经过多次修缮发展，如今的泉州天后宫已
经成为海内外建筑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妈祖
庙宇，也是被国务院审定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妈祖庙宇。沧海桑田，岁月变迁，
在航海技术已经十分发达的今天，人们对妈祖
的信仰却丝毫未减，泉州天后宫的香火仍长盛
不衰，甚至在1991年，重现了“市井十洲人”
的景象——

1991年2月，由来自28个国家的近百名专
家学者组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
路”考察团来泉考察，临行时，泉州天后宫举
办了盛大的仿古“祭海”表演欢送专家，令远
道而来的贵宾们十分感激，有的热泪盈眶说：
“我们会被泉州人的热情，淹没在大海里。”
（郭雅莹）

泉州天后宫名片
泉州天后宫是祭祀海神妈祖的庙宇，也是

世界范围妈祖信仰的重要传播中心，见证了妈
祖信仰伴随海洋贸易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泉州天后宫与真武庙、九日山祈风石刻等
共同体现出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对海洋
贸易发展的共同推动；与泉州的商人群体密切
关联，见证了海洋贸易作用下泉州南部商业性
城区的发展。

泉州天后宫位于泉州古城南端，南临晋江
及沿岸港口，创建于1196年，始称顺济宫。
伴随历代官方和民间对妈祖信仰的推崇，泉州
天后宫历经营修、发展，现仍保存了16世纪
之前形成的前殿后寝的布局特征。现存建筑群
坐北朝南，总体呈中轴对称的院落式布局。中
轴线上自南向北依次布局有山门、戏台、拜
庭、天后殿、寝殿、梳妆楼，两侧为东西厢
房、轩房、斋馆和凉亭等附属建筑将院落围
合，建筑群用地面积约6800平方米。 

3日12时，经过4个小时的海上作业，两台
290吨桥面吊机成功将两节260多吨重的钢箱梁
吊装到位，至此，福厦客专（新建福厦铁路）
泉州湾跨海大桥主桥的钢箱梁吊装完成过半，
为今年7月初该桥主桥合龙打下坚实基础。

该大桥全长20.287公里，海上桥梁长8.96
公里，主桥长800米、主跨400米，为双塔双索
面钢混结合梁半漂浮体系斜拉桥，主桥梁面由
77节钢箱梁组成。此次吊装的SG9和MG9钢箱
梁，单节长10.5米，宽21米，高4.25米，单节
梁重260多吨。

（吴丽娇 陈小阳 胡晓虎 翁方文）

作为泉州市重点项目和晋江市重点减排工
程，南港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目前进入收
尾阶段，部分设施已投入使用，整体项目将于
5月份全面完工。 南港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
程采用更高处理标准，出水水质可达地表水类
四类标准。每天可新增污水处理能力5万吨，
主要收集处理陈埭乌边港以南的陈埭、西滨、
新塘、罗山和永和北部等地区的生活污水。 
（许雅玲 林劲峰）

泉州台商投资区持续实施夜景提升工程，
推动城市品位上新台阶。夜幕下的台商区，绚
丽灯光围绕点缀楼房、桥梁、道路，呈现出一
派灯火璀璨的迷人景色。作为台商区首批城市
夜景亮化示范区域，东西大道百崎湖大桥已成
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陈起拓 游怡冰 柳映红 摄） （福建侨报供稿）

泉州天后宫 （陈英杰 摄）

泉州台商投资区打造“泉台人力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