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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网8月6日讯（记者王树帆）5日，为
期两天的泉台科技成果展暨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泉州市赛在泉台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
幕。开幕式上有4个台资项目签约，总投资4.1
亿元。

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局、市委人才
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主办。活动以“泉台
科技融通·两岸资源共享”为主题，旨在完
善泉台人才创新成果转化的价值实现机制，
搭建泉台智企磋商交流平台，促进创新链、

产业链和人才链融合。
因疫情防控需要，本次活动采用“线下+

线上”结合方式进行。其中，线下活动设开
幕式、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泉州市赛等两大板
块；线上活动设泉州科技大讲堂、泉台人才
沙龙、黎明职业大学科技成果推介会、“设
计之声”分享会、高新技术企业培训、展览
洽谈等六大板块，活动首日即吸引上千人在
线收看。

此次泉台科技成果展共展出80项科技成

果，包含企业、高校、研究院所及往年创新
创业大赛获奖作品，涵盖智能装备、医学检
测、食品加工等领域，其中涉及在泉台资企
业的个人式咖啡机、肝癌ctDNA甲基化检测等
多项成果。在项目路演环节，福建司雷植保
技术有限公司通过现场演示视频介绍了“生
物信息对抗与智能虫害防治系统”的应用成

果。该系统采用声、光、电、生物干扰技
术，有效抑制害虫的移动、取食、求偶、交
配行为，切断其繁殖链，最终达到精准防
控，曾获得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福建
赛区）暨第七届福建创新创业大赛福建省赛
三等奖。

一件件文物与藏品连接历史与现实，架起沟
通的桥梁。“世遗之城”泉州的博物馆不仅种类
多且极具地方特色，以博物馆为窗口，是了解宋
元泉州这一国际大都会的绝佳角度。早报此趟
“博物馆里的宋元泉州”之旅，就从位于泉州海
交馆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展示馆开启。

宋元时期，地处东南沿海的泉州，依托强大
的中华帝国，具有强劲的跨洋贸易驱动力，跃升
为“东方第一大港”，吸引了大量外国移民，泉
州也因此出土了大量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
等宗教石刻。

泉州海交馆里的元·天主教刺桐主教安德烈
石墓碑、元·基督教尖拱形四翼天使石墓碑，就
是宗教石刻中的典型代表。这方石墓碑为元代文
物，高63厘米、宽45厘米、厚9厘米。原碑顶作尖
拱形，尖拱下浮雕两个有飘带的飞天，上面刻有
莲花，莲花上竖立十字架。碑面正中阴刻数行拉
丁文字，9行拉丁文译文：“此处埋葬着安德烈·
佩鲁贾……”

安德烈·佩鲁贾是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
刺桐的第三任主教。1326年他致信家乡，描述了
刺桐的繁盛和基督教的传播情况。后来，他卒葬
泉州，墓碑珍藏在泉州海交馆，信函原件保存在
法国国家图书馆。

安德烈在信中提到当时泉州宗教信仰自由的
情况：“在此大帝国境内，确有天下各国和各宗
教派别之人，所有的人皆可按照各自教派而生
活。”这方基督教尖拱形四翼天使石刻，长53.5厘
米、宽51厘米、高9.5厘米，为元代文物，1975年
出土于泉州东门外仁风街，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碑刻形制为尖拱形，碑面浮雕一位以佛像之
姿趺坐的男性天使，身披蒙元时期贵族妇女流行
的云肩，着袖袍，双手合捧莲花十字架，肩后展
开的羽翼后有中国飞天常见的飘带，趺坐于中国
传统的朵云纹样。

飘带、云肩、四翼造型、趺坐、山形冠、璎
珞、莲花十字、云气纹等中西多种文化元素，显
示了元代泉州各宗教之间互相适应与融合的状
态。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在世界范围内绝
无仅有，但在宋元时期的泉州很常见，这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结果。

（记者 张素萍 王柏峰 文/图）

泉州网6月18日讯（记者 林达鑫 通讯员 
儒昭）盛夏正开始变得炽热，非遗却从冰冷
的橱窗展示中走进人们的生活中。端午节期
间，由丰泽区政府主办，丰泽区委宣传部、
区文体旅游局以及文武坊联合举办的丰泽区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开幕
式在文武坊拉开序幕。

开幕式上，多个非遗项目进行了精彩的
展演。南少林武术表演《少林雄风》刚劲雄
浑，展现少林绝技；民乐合奏《江南风韵》
曲境雅致，仿佛美景近在眼前。梨园戏《梨
园新蕾》中，小演员们身段柔美，举止间透
露出细腻与优雅。南音《直入花园》曲调悠
长，节奏轻快明丽。古琴演奏《平沙落雁》
琴声悠扬流畅，尽显和谐恬静。本次展演形
式多样、动静结合，为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
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除此之外，现场还举办了文化遗产项目
（非遗、文物）图文静态宣传展示、“守护

遗产、传承文明”签名活
动及拍照打卡互动、主题
纪念品宣发、“全民长卷

颂 百
年”暨“泉州海丝史迹”主题公益涂鸦艺术
活动、非遗项目互动体验、“泉南处处少林
风”武术课堂、茶会雅集、非遗研学暨非遗
美食等，吸引众多居民群众动手体验。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人类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
化资源。丰泽区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与历史
内涵，文物遗存荟萃，海丝史迹众多，非遗
项目独具特色。

目前，全区有清源山石造像群等4处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弘一法师舍利塔等8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包括民间文学、曲艺、
民俗、传统音乐、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
统美术等共计7个门类23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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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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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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
旧在，惯看秋月春风。一壶
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英雄。 几度夕阳红。白发渔

樵江渚上，都付笑谈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

         

泉州开元寺内的凤凰木花开正艳，火红
夺目，成为夏日美景，吸引游客们争相打
卡。（王柏峰 摄）

“承文演武 研学少林” 泉州鲜活非遗精彩上演

泉州开发文化产业游线路与世界共享遗产财富

“身为泉州人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

(福建侨报供稿）

今年上半年 泉州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超六成
泉州网8月9日讯（记者颜雅婷 通讯员

肖瑞波）来自市发改委（重点办）的消
息，今年上半年，泉州市538个在建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939.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62.5%，实现“时间过半、投资完成过
半”的目标任务。其中，167个省级在建
市管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14.8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的64.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3个
百分点。

重点项目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今年以来，市发改委按照市委市政府
部署要求，建立“1234”项目攻坚体系，
全力开展重点项目攻坚活动，增强发展后
劲和活力。

产业项目建设提质提速。317个重点
产业项目完成年度投资570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超六成。其中，总投资116亿元的
泉港国乔石化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
10亿元的石狮通达玻璃盖项目已建成投
产。

基础设施项目进展显著。165个重点
基础设施项目完成年度投资322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超五成。

其中，总投资223亿元的西华洋片区
改造项目（配套道路工程）正式开工；泉
南国家高速公路永春互通至汤城枢纽段及
沙厦国家高速公路德化至汤城枢纽改扩建
工程项目建设用地获国家自然资源部批
准，为项目改扩建工作打下重要基础。

同时，社会事业项目也加速推进。56
个重点社会事业项目完成年度投资46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超六成。

其中，总投资9亿元的南安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提级改造及餐厨垃圾资源化
处理工程建成投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
点单位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项目于上半年正
式挂牌运营。

泉州网8月9日讯（记者洪荣堆）7月25
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共泉州市委书
记王永礼在当天的大会现场发言时表示，将与

世界各国人民共享遗产财富。日前，泉州开发
十条融合世遗之美的文化产业游线路，迈出了
探索共享遗产财富的第一步。

发动产业界一起创新

这十条线路是第三届泉州文创展文化产业
游活动经过广泛征集、初选入围、实地踏勘的
重要成果，为迎接世界遗产时代的到来吹响了
产业创新的冲锋号。活动由泉州市文改办、泉
州市文旅局主办，泉州网、泉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承办，旨在将星罗棋布的遗产
点、文化企业展馆和传统风味美食等串成一条
条生动的旅游线路，通过组团体验和媒体宣
传，把泉州文创产品推向全国、把中国文化遗
产故事讲给世界听，推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呈现“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
商贸中心”的当代风貌，增强城市竞争力。

活动从今年5月份开始征集线路方案，各
界人士踊跃投稿。当泉州还处在申遗阶段时，
业界有种普遍预测：一旦申遗成功，旅游市场
将会井喷。然而，具体用什么旅游产品或服务
去承接即将到来的业务增长期，业界还没有做
好充分的准备。此时，文化产业游活动的推
出，正如一个巨大的引擎，聚合各界力量一起
来创新。活动共收获118个有效线路方案，经
过初选，确定了十条入围线路，并在媒体上公
开发布，共享给业界进行后续开发和应用。

挖掘世遗泉州之美
十条入围线路，十种排列组合，让游客在

体验泉州文创、品尝泉州美食、探寻遗产点的
过程中发掘世遗之城的美，其精髓就在于“发
掘”——无限可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与其他的世界文化遗产不同，
并非聚焦在一个特别抢眼的景点或遗迹上，相
反，22个遗产点星罗棋布在泉州各县（市、
区）里，彼此之间的距离远的可达上百公里。
这种空间布局，与泉州文化企业展馆、泉州各
地的风味美食极为相似，又相映成趣，都是游
客喜爱的体验要素，经过科学地排列组合，就
能创造出无限可能的旅游线路。对于游客来
说，每尝试一种组合，就是一次全新的发现之
旅，体验感独特而非凡。

第三届泉州文创展文化产业游活动正是基
于城市特色进行策划和组织开展的，邀请产业
界共建，集思广益创造线路方案；面向海内外
推广，与世界共享遗产之美和行业商机。

入围线路《日探世遗，夜游古城》提到，
“白天，以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为起点观赏
各种珍宝级的非遗项目，接着探寻清净寺、府
文庙、开元寺等遗产点；晚上，漫步于金鱼
巷、中山路和西街，在夜晚的灯光下细细品味
微改造与保护提升后的街巷古韵；还可以带上
各 种 传 统 风 味 小 吃 ， 一 路 上 边 逛 边 品 尝
……” ，挖掘世遗泉州的美，踏上一条细腻
而富有创造性的发现之旅。

发挥海丝泉州资源优势
十条入围线路的另一大特点是融入了泉州

丰富的文创资源。不论是德化的陶瓷、安溪的
藤铁还是惠安的石雕等等，它们都与遗产点一
样历史悠久，并且以千亿产业的形态活跃在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如果说，22个遗产点见证了宋元泉州高度
整合的产—运—销一本化海外贸易体系，那么
十条入围线路的文创要素则展示了千百年前通
过这个贸易体系销往海外、工艺传承至今的艺
术级“活化石”产品，两者犹如“前世”与
“今生”，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穿越了千年
时空。正如入围线路《探秘千年海丝，追寻晋
江精神》所提到的，“以金交椅山窑址、安平
桥这两个遗产点为主轴，以来旺良品堂的非遗
体验、晋江城市展馆为延伸，突出人文景观特
色，穿梭于历史与现代之间，感受从古至今开
拓进取、与时俱进、爱拼敢赢的晋江精神”。

下阶段，第三届泉州文创展文化产业游活
动将结合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选出5个“泉
州文化产业游最佳线路方案”，主办方将于今
年国庆节前向海内外进行全媒体推介，并向有
关部门推荐实施。

泉州文化产业游入围线路体验点
洛阳古街上的文创产品（康小彭 摄）

泉州文化产业游入围线路体验
点：开元寺与西街。（陈英杰 摄 )

泉州文化产业游入围线路体验
点：晚霞下的石湖码头（郭增沛 摄）

  在博物馆看见宋元泉州

泉台科技成果展举行80项成果集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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