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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泉州市印发《加快建设“海上泉
州”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将
充分发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优势，坚
持陆海统筹、向海进军，提升传统优势海洋产
业，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打造高端临海产
业群，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推动市县合力
打造现代化湾区，建设更高水平的“海上泉
州”。记者 陈林森

谋定两个阶段目标 力促海洋经济综合实
力 居全省前列

据参与起草该方案的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方案注重与省委省政府要求、高质量发
展、泉州市“十四五”规划相衔接，围绕我市
海洋经济三次产业发展，着力完善“一湾三环
多区”发展格局，提出了到2023年、2025年两
个阶段发展目标——

到2023年，海洋经济质量和效益明显提
升，全市海洋生产总值达3400亿元，海洋生产
总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8.3%。
全市港口吞吐量超1.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240
万标箱。近岸海域一、二类水面占海域面积达
90%以上。到“十四五”末，在“海上泉州”
建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步，

建成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海
洋经济综合实力居全省前列，争取全市海洋生
产总值达4500亿元，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0%；港口吞吐量突破
1.8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80万标箱。近岸
海域一、二类水面占海域面积不低于92%，自
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省上下达指标。

实施八大重点任务 奏响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蓝色乐章”

如何把泉州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高质量发展优势？我市将落实八大重点任
务，奏响一曲“蓝色乐章”。

任务一：加强智慧海洋建设。构建海洋信
息通信一张网，打造海上数字应用体系，提高
海洋环境监测、观测和预警报数据的采集、处
理和管理水平。培育海洋信息服务业，拓展海
洋智慧旅游、智能养殖、智能船舶和应用服务
项目，推进卫星遥感、“5G+智慧海港（渔
港）”、石狮飞通通讯等项目建设。

任务二：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抓好涉
海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或研究所等研发机构建设，培育具有泉州特色
的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每年组织实施一批海洋

科研重点项目，力争突破一批“卡脖子”技
术，共同推进海洋产业高技术研究及其成果转
化。培养引进海洋科技人才，引导海洋科技人
才服务我市海洋产业发展。

任务三：建设海上牧场。加快养殖业蓝色
转变，大力发展深海智能养殖渔场，实施深海
装备养殖示范工程。培优做强水产种业，巩固
海带、紫菜、鲍鱼、牡蛎等藻类贝类品种养殖
规模，因地制宜发展适销对路、附加值高、低
排放的水产良种养殖。拓展远洋渔业发展长
板，到2025年，渔船总数达50艘以上，力争实
现渔业产值8亿元。发展水产品冷链物流，到
2025年，全市水产冷库日冻结能力达到3万
吨。提升水产精深加工增值，构建惠安、石
狮、晋江三个水产品加工产业带，培育一批水
产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

任务四：做大做强临海产业。稳步推进海
工制造产业发展，做好泉州船厂招商引资工
作，推进新能源智能船舶研发总部和智能制造
基地建设。建设全国重要绿色石化基地，力争
至2025年全市石化产值达5000亿元。积极探索
地下水封洞库储油、海上风电、“渔光互
补”、LNG应急储备中心等临海能源产业。布

局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推进石狮海洋生物科技
园区和晋江深沪海洋生物科技园区建设。

任务五：推进现代化智慧港口建设。打造
海丝重要枢纽港口，继续发挥在国家内贸集装
箱运输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泉州湾中心港区规
划建设，打造环湾贸易航运中心、北翼能源商
贸储运中心和对台运输的重要通道。围头湾港
区石井作业区深水泊位整体连片滚动开发，建
设石材专业化港区；湄洲湾南岸港口，加快泉
惠、泉港石化工业区重点产业配套码头建设。
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积极改善疏港铁路、疏
港公路条件，加快建设兴泉铁路，提级改造相
关港口铁路支线，推动发挥漳泉肖铁路、湄洲
湾南岸疏港铁路进一步提升运能，做大做强航
运物流业发展，推动企业规模化、专业化、集
约化发展，培育运力规模超10万载重吨以上海
运骨干企业。至“十四五”末，基本建成海丝
重要门户、闽台融合重要通道、国家物流枢
纽，不断提升港口后方运输能力，改善港口集
疏运体系和晋江陆地港服务功能。

任务六：打造滨海旅游城市。推进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核心区建设，以“宋元中国
海洋商贸中心”为线索，打造海丝文化展示线
路，依托古城海丝遗存、滨海沙滩、渔港风
情，打造台商投资区八仙过海、环围头湾、环
崇武古城、石狮十里黄金海岸等滨海旅游目的
地。实施渔港建设三年行动，打造集渔船停泊
补给、水产品集散加工、休闲渔业为一体的渔
港经济区。

任务七：推进海洋开放合作。深化海丝合
作平台建设，主动对接自贸试验区等创新成
果，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口岸信息
互联互通，积极推进“丝路海运”重点工程建
设，深化泉台海洋合作。

任务八：深化海洋生态综合治理。实施
“蓝色海湾”综合治理工程，加强海漂垃圾综
合治理，强化海洋环境风险联防联控，提高海
洋固碳增汇能力。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关于第一批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的公
示》，确定120个项目为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泉州市西街东段入选名
单。泉州市西街营造了市民和游客可触、可感
的消费场景，梳理整合了具有闽南特色的创新
演绎形式，打造“文化+体验+旅游”的夜间

经济新模式。如今的泉州西街正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成为火热的旅游打卡地。

记者 陈森森/文 鲤城区文旅局/供图

西街成为泉州古城夜游的焦点
泉州西街是泉州古城出现最早的街道之

一，自唐朝已经“列屋成街”，成街至今超过
1300年。西街历史文化街区是泉州古城多元文

化、多阶局融合发展的典型物质反映；是泉州
古城建筑类型最多样、分布最集中、年代跨度
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街区；是活态的传统
街区，最能体现泉州古城历史文脉，具有鲜明
闽南文化特色的非遗活态传承的物质空间。一
千多年来，这条古街区犹如一串耀眼的珍珠
链，将泉州唐宋以来众多绚丽多彩的文物胜迹
和古街古民居以及附于其间的名贤逸事、民间
传说一一贯穿起来。

泉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入选
的西街东段，所涵盖的范围，东至泉州中山北
路，西至泉州新华路，南至许厝埕，北至大寺
逅、清军驿。其街区文化主题和地域特色鲜
明，具备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和公共服务等功
能，融合观光、餐饮、娱乐、演艺、非遗展
示、地方老字号、传统手工艺、文化创意、购
物、住宿、休闲、电影放映等业态，能够满足
游客和本地居民游览、休闲等需求，是夜购
物、夜美食、夜休闲、夜旅游、夜娱乐、夜健
身等多样业态的集聚区。

沉浸式夜游成文旅“新宠”
每逢傍晚，古城被染了层金色，夕阳西下

的美景显得越发迷人。喜欢游玩古城的市民与
游客，一定不会错过西街夜幕下的另一番风
味。华灯初上，夜景开启，开元寺东西塔就成
为夜晚耀眼的明珠，与街区内的手巾寮、古
厝、番仔楼、石头房、近代沿街店铺等交相辉
映。街区内手绘扇DIY、陶艺DIY、民俗非遗
技艺展示、传统文化表演和古玩市集等活动应
有尽有，无疑，这为人们“夜游”古城增添了
一些丰富的选择。

漫步街区内，这里街头文化艺术氛围浓
厚。金鱼巷小广场、西街小西埕广场的南音弹
唱、木偶戏等传统文化表演，以及妆糕人、糖
画、花灯等民俗非遗技艺展示活动都吸引不少
游客、市民驻足观赏，有的观赏者甚至轮番上
阵亲自体验。繁华的街头文化有赖于各类民间
文艺团体、文艺爱好者、民间艺人、非遗手工
艺人等共同参与，他们经常性举办街头文化艺
术表演。形式多样的街头艺术表演不仅为城市
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和人文情怀，更点亮了古城
夜生活，激发文旅新活力。

夜景和美食令游客流连忘返
来到西街游玩，品尝闽南特色美食必不可

少。各色各式的小吃琳琅满目，烹炒的火苗、
蒸腾的热气、金黄的炸物、店主忙碌的身影、
不绝于耳的叫卖声……走在街道上，欢腾的烟

火气扑面而来，每家店铺前都站满了想买东西
的人。咸甜适中的润饼菜、清甜爽滑的面线
糊、Q弹可口的麻糍、炸醋肉、炸菜粿、海蛎
煎、土笋冻、蒜蓉枝……美味的小吃，让人垂
涎不已。

每夜，泉州版“深夜食堂”都在西街上
演，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品尝闽南美食的场所。
家住鲤城中山路附近的许女士表示：“西街的
美食非常多，晚上有时来不及煮饭，去店里点
一份具有闽南特色的排骨煲仔饭，一碗萝卜丸
子汤，汤足饭饱后就直接在西街街区散步
了。”除了美食小吃，西街区还有一些特色饰
品小店以及旅游商户，比如泉州书店、中山公
园、无计伴手礼、锦鲤池伴手礼、鱼里风物伴
手礼都值得去逛逛。

据悉，西街U型面的改造工作也已列入工
作计划。该项目邀请中国规划设计院团队，高
起点、高标准全方位策划设计街区改造工作，
拟对西街东段760米街区进行综合改造，进行
道路断面铺装和地下管线整体提升，邀请泉州
古建筑传统技艺传承人共同参与项目立面修
缮，采用传统工艺、传统材料，修旧如旧，植
入城市家具，扮靓夜景，最大程度还原和提升
西街历史文化街区整体风貌，实施步行化改
造，恢复“水井”，再现“市井十洲人”景
象。

公共服务创新成街区旅游“新招牌”
为了能让古城街区环境更优美，旅游体验

更舒适，鲤城区除了修复西街街区各类古建筑
外，还对相应配套设施逐步升级改造，在交
通、卫生、通讯、医疗等公共服务措施日渐完
善。

自2019年，泉州市区西街游客服务中心启
用以来，为越来越多来泉州古城旅游的游客打
开了欣赏泉州美景和感受泉州文化的一扇窗。
游客服务中心入驻西街最繁华的地带，就像是
一座微型的古城展馆，这里除了文化展示，还
有许多贴心的便民服务。

一走进西街游客服务中心，映入眼帘的便
是6.41平方公里泉州古城的沙盘和一堵特意保
留下来、独具闽南地域文化特色的出砖入石
墙。漫步上三楼，是开阔的观景天台，红砖古
厝、儿时的边三轮、近在咫尺的东西塔、成群
的三角梅和非洲茉莉、中西结合的浪漫风车、
盘旋的楼梯井，一切美貌都已集结于此，称它
为“泉州最美天台”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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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寺内的建筑及文物得到很好的保存门楼的形式是典型的西亚清真寺风格

全国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

夕阳西下，西街的景致越发迷人。

一到夜晚，西街街区都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富有创意的小西埕文创市集

泉州：力争到“十四五”末建成具有

泉州市西街东段成为首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