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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全球第一个“世界多
元文化展示中心”，位于泉州古城中心的涂门
街，便是这些荣誉的一个生动的展示窗。这条
街从西往东，短短数百米内，分别坐落着代表
儒家文化的府文庙、代表伊斯兰文化的清净寺
和民间信仰的重要代表关帝庙，千年以来，这
些宗教信仰在此毗邻而居、和谐共处，共同构
成了泉州独特多元的灿烂文化。其中，清净寺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的代表性遗产要素之一，因为泉州成功申遗，
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0至14世纪，随着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
泉州成为令人向往的“东方第一大港”，数以
万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人、旅行家、
传教士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为了迎接

并安置好这些异域的朋友们，早在北宋政和五
年（1115年），泉州便设立了专门接待外国使
节的驿馆来远驿，随后还设立了专供外国商人
居住的“蕃坊”，并允许外来族群在此创建清
真寺、天主教寺等宗教场所，还辟建了外国人
墓葬区。开明、开放、包容的泉州，吸引了更
多外商纷至沓来，泉州城蕃汉杂处，呈现“涨
海声中万国商”“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
这些外来族群，不仅广泛参与海洋贸易的各个
方面，还将文化与信仰留在了这里，佛教、基
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多种中
外宗教在刺桐城内共生并存。

这些远跨重洋而来的外来族群中，有大量
波斯、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缠头赤脚
半蕃商, 大舶高樯多海宝”，元末明初诗僧宗
泐在其所著《清源洞图》中，不无夸张地形容

在泉州的穆斯林商人有半城之多。这些穆斯林
们在泉州自由地经商、传教、生活，成为古泉
州港繁荣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与本地汉人通
婚，甚至有不少穆斯林侨民入仕元廷。他们还
出资创建礼拜寺，秉承“围寺而居”的传统，
形成独特的“穆斯林社区”。

据载，历史上泉州修建的伊斯兰教寺多达
六七座，泉州清净寺，便是其中最早的一座。
“此地人们的第一座礼拜寺，就是这座最古
老、悠久、吉祥的礼拜寺，名称‘艾苏哈卜
寺’，建于回历400年（公元1009—1010
年）。300余年后，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
·古德斯，即设拉子著名的鲁克伯哈只，修复
并更新了它，建筑高悬的穹顶、加阔了甬道，
重修了高贵的寺门并翻新了窗户，于回历710
年（公元1310年—1311年）竣工。”在泉州清
净寺门楼北墙上方的两行阿拉伯碑文，是这座
伊斯兰教寺院悠久历史的力证。

泉州清净寺是国内少有的用花岗岩和辉绿
岩建造的礼拜寺，现存重要遗存有石构门楼、

奉天坛、望月台等，呈现出鲜明的西亚伊斯兰
教寺院特征。此外，寺内还留存有《重修清净
寺碑记》《重立清净寺碑》等中国伊斯兰寺院
中可考的最早的汉字碑记、宋代“出水莲花大
香炉”等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因为其特殊的
历史价值，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首批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净寺所留存下来的空间格局、斑驳的石
头以及上面镌刻的纹饰及铭文等，铭刻着泉州
作为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辉煌历史，
是宋元时期泉州穆斯林商人及其族群的珍稀物
证，她见证了10至14世纪泉州海洋贸易繁荣时
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间密切的经济与文化交
流。

历经千载岁月的洗礼，这座散发着浓郁异
域风情的寺院，依然壮观地屹立在泉州古城的
中心，而且从古至今仍在使用，续写着中阿文
化交流的绚烂篇章。

记者 黄宝阳/文 陈英杰/图（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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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11所学校列入第三批
“泉州市闽南文化传承基地学校”

泉州再添一国家级“殊荣”。10月28
日，文旅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公布第二批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名单，包括泉州
在内的55个城市入选。

泉州作为经济总量连续22年保持全省第一
的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强劲，文化旅游资源丰
富，会展节庆活动等多种多样，特别是步入
“世遗”梯队后，泉州文旅产业市场发展势头

日益强劲，旅游经济水平处在全省前列。
据统计，目前，全市共有A级景区51家，

省级旅游度假区3家，省级观光工厂34 家，省
级旅游村118个，福建省星级乡村旅游休闲集
镇6个、星级乡村旅游村17个、金牌旅游村8
个，省级养生旅游休闲基地5个，省级体育旅
游休闲基地4个；共有各级文保单位945处，其
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4处，省保104处。

近年来，泉州围绕建设“文化强市”战略目
标，逐步形成了文化产业“文化+旅游+创意+
科技+金融+X”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截至2020
年底，全市共有文化法人企业8000多家，规模
以上文化产业企业634家。其中，产值亿元以
上的文化企业就有310家。此外，泉州的工艺
美术产业也处在全国领先地位，2020年全市规
模以上工艺美术企业完成销售产值1206亿元，

约占全国的7%，出口交货值548.61亿元，约
占全国的16%，均居福建地级市首位。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获批国家文化和
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后，泉州将按照国家、省、
市相关决策部署，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市场活
力，带动文化和旅游消费规模和水平整体提
升，努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消费规模快速增长、
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消费市场健康活跃。

泉州召开产学研对接大会 

12个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额7200万元
日前，泉州市举办产学研对接大会，

旨在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深
入实施科技创新“四个倍增”计划和抓创
新促应用专项行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赋能产业转
型升级，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会上举行了产学研合作项目签约仪
式，12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额达到
7200万元，涵盖“5G+智慧养老”、AI智
能体育、可释放负离子陶瓷等时下新兴发
展热点。市科技局在会上发布了“揭榜挂
帅”重大技术需求。大院大所代表推介最
新科技成果，在泉高校代表推介产教融合
最新成果，金融机构代表推介特色科技金
融产品，并在现场对接洽谈。

下一步，泉州市将以此次产学研对接
活动为契机，深入实施“四个倍增”计划
和抓创新促应用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努力为奋力建设海丝名
城、智造强市、品质泉州提供有力科技支
撑。（记者游怡冰）

记者获悉，全长3.6公里、总面积近38公
顷的泉州台商投资区白沙湾公园有望于下月部
分开园。目前，海玉路至玉山大桥段已进入施
工收尾阶段，海滨休闲吧、服务驿站、公共厕
所等主体结构均已完成。白沙湾公园主要涵盖
景观绿化、沙滩游玩、观海休闲等功能，园区
内建设八栋单体建筑，主要结构物有综合服务
中心1座、休闲吧3座、公厕2座、驿站2座、特
色广场8个。公园预计在明年6月全部完工，将
打造成集自然生态、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文
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海湾型综合性沙滩岸
线。（游怡冰 陈起拓 陈凤阳 文/图）

10月29日，由中共泉州市委统战部、丰
泽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泉州市第二届“同心
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自8月底启动预报名以来，本次大赛已征
集到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浙江、江苏、
深圳、广州、厦门等地的报名项目113个。大
赛将分为初创组和孵化组，分别决出金奖、
银奖、铜奖、优秀奖，同时举行培训、沙
龙、高峰论坛等活动，打造成宣传泉州创新

创业环境和人才政策发布的窗口，以及创新
项目成果产融对接、引进孵化、培育转化的
平台。

大赛启动仪式上，泉州市留学人员联谊
会会长许清水介绍泉州留联助力留学人员创
新创业的情况；泉州留联常务副会长郑理
玲、晋江留联会长许金升、丰泽留联会长陈
超新分别作“留学报国，创新创业”主题分
享。活动还表彰了丰泽区2020年度优秀留学

生工作者，并举行海归E谷创业园一期入驻代
表项目签约仪式和招商推介活动。

据悉，去年举办的泉州市首届“同心
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也是福建省首
个留学人员专业赛事，大赛共评出获奖项目
20个，其中已有10个获奖项目落地泉州，另
有3个项目签订落地合作意向书，有力地促进
了泉州经济社会发展。（记者王树帆）

刻纸、提线木偶、高甲戏、唆啰嗹、竹
藤编……近年来，各种闽南非遗文化在校园
里落地生根，开展得有声有色。为进一步挖
掘闽南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坚持将闽南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作为固本工程、铸魂工
程、打底色的工程，深入开展系列化、项目
化、立体化的闽南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
动，日前，经学校自主申报、县级教育部门
推荐、专家评审，泉州市认定11所学校为第
三批“泉州市闽南文化传承基地学校”。

申报对象为在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
动，传承闽南语、南音、南戏、南拳、南建
筑、南派工艺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显
著成绩的我市中学（含中职）、小学。申报
要求包括组织管理、教育教学、师资队伍、
条件保障。其中，比较重要的基本要求是将
传承项目纳入校本课程，面向全体学生组织
开展传承项目艺术实践活动，建立多种类型
的传承项目兴趣小组、学生社团和工作坊，
保证活动时间和活动效果，定期开展传承项
目成果展示。建立相对稳定的传承项目专兼
职师资队伍，根据本校传承项目的需要，充
分发掘和利用当地资源，聘请校外专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民间艺人担任体育美
育兼职教师，切实提高该传承项目的教育教

学水平。定期开展传承项目教研活动，支持
教师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美育培训和交流研
讨，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素质。

这11所学校的传承项目为泉州华侨职业
中专学校的刻纸，泉州市通政中心小学的泉
州提线木偶，泉州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的
泉州传统戏曲传承（梨园戏、高甲戏），泉
州市第十一中学的南音，泉港区第二中学的
泉州北管，石狮市凤里街道宽仁小学的贡球
舞，晋江市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的唆啰嗹，
南安市南翼实验中学的高甲戏，惠安县西头
小学的南音，安溪县第二十小学的安溪竹藤
编，泉州台商投资区玉坂小学的南音。

创建闽南文化传承基地学校是一项长期
的过程性工作。市教育局要求，各传承基地
学校要将闽南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美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将其纳入艺
术课程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中，努力建
设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要
积极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发利用当地
社会文化艺术资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校
本课程和传统艺术项目。要健全艺术教育管
理机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艺术教育
资源，提高艺术教育质量，形成美育特色和
传统。（记者曾聪虹 通讯员陈晓芳）

清净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

清净寺内的建筑及文物得到很好的保存

历经千载岁月洗礼，古老的清净寺依然屹立于泉州古城内。

门楼的形式是典型的西亚清真寺风格

泉州获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泉州台商投资区白沙湾公园有望于下月部分开园

泉州市第二届“同心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