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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网讯 （记者 朱远娥 通讯员 张雯璇 
黄朝阳 文/图 ）今年以来，泉州中欧班列半年
累计开行8趟，满载着泉州及周边地区的婴儿
纸尿裤、背包、服装、玩具、健身车、女靴等
产品，共计800个标箱，货值约1297万美元。

该班列经由满洲里或霍尔果斯等口岸出境
至俄罗斯莫斯科，行程耗时约18天，在俄罗斯
部分港口海运停运的情况下，中欧班列的陆上
运输，为企业打开了“一带一路”贸易的“新
版图”。自今年1月18日中欧班列首发以来，
在泉州市商务局的指导下，在海关、铁路部门
的支持下，除了疫情影响的3月份，中欧班列
常态化运营每个月都有班列开行。 �

据统计，搭乘泉州中欧班列的货源，本地
货源占九成，包含纸尿裤、纺织鞋服及其原辅
材料为主，出口金额约1038万美元。

泉州中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相比较海运约45天的平均航期，中欧班
列缩短了运输时间，降低了时间成本，为本市
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物流新通道，从而提升
泉州对外的贸易形象。

当前，从泉州开出的班列还处于按需求申
请的临时班列，从远景目标来看，将往图定班
列努力。所谓的图定班列，是指即能在列车运
行图查到的货运班列，因其具备定点(发站与
到站地点)、定线(列车运行线)、定车次(列车
运行线的车次)、定时(列车发、到日期)、定价
(公开运输费用)的特点，又被称作“五定班
列”，具有“运行高速、手续简便、运期保
证、安全优质、价格优惠”的优点。

2022年9月，随着兴全铁路黄塘站的开
通，泉州物流枢纽平台的搭建，将为中欧班列
带来新的契机。目前，相关的场站配套方案还
在规划当中，未来，利用泉州地区的区位与货

源优势，整合铁路运营资源，拓展以铁铁联
运、公铁联运、海铁联运的国际多式联运通
道，有望打造泉州“物流+外贸”的全新格
局。

泉州网讯（记者 张素萍 林福龙 王柏峰 通
讯员 曾世彬 文/图）7月19日，“世界遗产城
市可持续保护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泉州
举行，来自世界多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共襄
盛会。此次线下会议选址世界文化遗产点“泉
州南外宗正司遗址”里面的陈列馆进行，会议
同时线上直播，众多网友全程参与观看。

今年是泉州申遗成功一周年，恰逢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确立四十周年，泉州作为
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探索出了具有地方特
色的名城保护方法，为中国名城保护制度的实
施提供了宝贵经验。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
办，将为走向国际化的泉州名城的规划设计及
研究贡献力量。

研讨会上，多国专家、学者围绕主题《世
界遗产城市可持续保护与发展》，以“气候变
化条件下滨海遗产城市的保护与应对策略”
“滨海历史景观对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与价
值”“亚洲城市化背景下滨海遗产城市保护与
发展的国际合作”“文明互鉴视角下的泉州世
界遗产城市：特色与典范”4个议题方向进行
具体论述。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副主
席、中国古迹遗址理事会副理事长姜波，中规
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鞠德
东，马来西亚槟城LAURENCE LOH建筑师事
务所负责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
遗产保护奖获得者Laurence Loh，泉州市城市
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劲松等7位
主题报告者针对会议核心问题进行阐述。

此次研讨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
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亚洲遗产管理学
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
术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
划学术委员会、泉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

泉州经验：古城保护提升的“泉答卷”
“40年来，泉州名城保护工作从点状保

护，到片区保护，到如今的整体活态保护，探
索出‘低冲击、微干扰’的微改造的泉州模
式。”研讨会上，泉州古城办主任、泉州市文
旅局党组书记李伯群作主旨报告时，如此总结
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管理工作经验。

微改造 留住原住居民
“泉州微改造的修复方式，突破了目前中

国其他城市的街巷修复和改造方式，在了解居
民生活和情感的前提下，建立了参与式和可持
续再生的‘泉州模式’，激活古城，实现了居
民和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广义上
的共生。”李伯群介绍。

过去的金鱼巷沿街狭小杂乱，几乎没有可
以停留的公共空间。项目利用见缝插针式的绿
槽和垂直绿化，营造出多处小而精致的公共空
间，使其从原来的狭窄杂乱，沿街几乎无绿化
的小巷变得亲切宜人，具有闽南市井风情。中
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传承项目是泉州市在保
存历史文化街区原貌方面的积极探索，是古城
保护的重中之重。项目方案设计反复征求各界
意见，在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再组织实施，
获得了“2019-2020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专项”二等奖。

此外，根据古城地形地貌、古城“一线三
片”的保护结构及古城道路水系，将古城保护
提升分为八个片区。2020年8月，启动新一轮
的29条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程，更是探索出了
一条高效的项目推进路子。居住在此的居民给
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29
条街巷市政及地面铺装任务。在街巷的改造提
升过程中，培养了超过280名的工匠传承，使
得传统工艺得以更好延续。

融文化 激活古城业态
以泉州市文旅集团为主要平台，充分利用

国有资产盘活古城资源，西街游客服务中心、
“东亚之窗”文化创意产业园、源和1916等业
态项目建设，带动周边休闲业态集聚。复兴老
字号与老记忆，扶持传统老牌店铺，出台优惠
政策，如大上海理发厅、西街怀古堂等。引导
老店按照对应“老店面”标识，经营同类型业
态，如泉州书店、罗克照相馆等。引导在地已
经流失的老字号回归，如泮宫卤面、清真饭店
等。

以修代租，针对金鱼巷中业主无力修缮的
闲置危房，采用“以修代租”的方式盘活改
造。通过将修缮资金作为房租租金的方式，将
业主空置的危房由“古城办”代为修缮。在产
权不变的前提下，“古城办”通过与业主的沟
通，对金鱼巷植入合适的业态功能进行整体性
把控，闲置破损的建筑也恢复往日的活力。

通过街巷活化，植入相关业态并配套进行
主题活动，激活古城街巷业态。通过主题的植
入，也能同时吸引年轻人回流古城，感受古城
魅力。截至2021年年底古城经营咖啡产品的门
店已达144家。

铸IP 提升古城活力
举办泉州古城文脉赓续与国际传播沙龙，

为泉州古城传经送宝，分享先进经验和好思
路、好点子。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将就加
强和改进“泉州古城”品牌推广、IP打造、国
际传播工作开展合作。共同签署《品牌传播项
目合作协议》，期待未来将古城的宣传推广进
一步国际化。

在文庙、梨园广场等重要公共空间定期举
办梨园戏、木偶戏、南音等公益演出，居民参
与度极高。将南音引入中小学课堂已达33年，
培养了超23万人，成为全国弘扬传统文化的典
范。以打造“世界的古城、活着的古城”为目
标，通过活动、策展、节庆、话题、事件等多
举措，持续提升泉州古城品牌知名度。通过新
媒体开展内容与事件营销，与抖音合作开展
“抖来泉州游”“探见泉州”“世遗泉州推荐
官”等新媒体事件营销，抖音话题播放量共超
10亿。举办了四届古城徒步穿越活动，成了古
城品牌和节日。

广参与 共筑魅力古城
培植古城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古城保护实

现了从“政府做”到“我要做”的巨大转变。
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带动建设社区
组织，提升社区协作治理经验，最终借助居民
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开展社区营造竞赛活动，街道、社区、居
民、热心人士、年轻创业人员、规划设计师等
3000多人参与，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和竞赛，5
个社造试点团队脱颖而出，他们提出的营造方
案已进入实施阶段。培育了一大批基层力量参
与古城保护，调动了居民积极性。

今后，泉州将结合实施“强产业、兴城
市”双轮驱动，以对历史、对城市、对人民负
责的态度保护提升古城，全力打造世界遗产保
护典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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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侨报供稿）

中新网泉州7月19日电 (孙虹 谭磊)由华
侨大学和泉州市鲤城区政府共建、“华侨大
学泉州古城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基地”19日
揭牌成立，校地双方并签署《合作共建框架
协议》。

今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设立四十
周年，也是古城泉州申遗一周年。2021年7
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
第56处世界遗产。

华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丽霞表
示，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团队在助力泉州
申遗的过程中贡献了力量，未来学校将继续
加强校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
等方面的工作力度，为申遗后的古城保护与
利用提供华大智慧。

据悉，该基地将发挥华侨大学在建筑历
史与遗产保护的专业优势，以泉州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展示及古城空间环境改造提升
为目的，通过遗产保护利用专题研究、空间
环境提升整治设计工作营等多种形式，动员
社区居民参与到遗产保护利用，共同推动古
城的保护与利用，助力泉州打造“世遗保护
典范之城”。

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核心区，鲤城区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
产保护与利用工作。鲤城区区长王克思希
望 ， 基 地 能 够 聚 焦 古 城 文 化 的 “ 根 ” 与
“魂”，聚焦技术服务、人才培养、成果孵
化、研习传承等工作，帮助挖掘更多潜在的
历史与地方价值，致力打造“见人见物见生
活、留形留魂留乡愁”的魅力古城。

当天还举行华侨大学守望乡筑古建保护
服务团授旗仪式。据了解，该团队由“侨心
相连”双城申遗志愿服务团在助力泉州申遗
成功后转换而成，未来将持续深入泉州古城
开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匠师谱系的调查
研究，并对古建筑遗产进行技术监测、传统
设计的全方位保护行动。

华侨大学泉州古城 
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基地揭牌成立

泉州中欧班列半年开出800个标箱

开元寺东西塔

清净寺广场

航拍古城

现场签订合作协议

世界遗产城市可持续保护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专家学者古城“论道” 共庆世遗泉州周年
“世界遗产城市可持续保护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泉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