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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风”闪耀“闽江之心”
【福州晚报讯】 8月27日晚，“福

籽家园”民族文化活动在“闽江之心”
海丝广场举行，精彩的民族歌舞节目
陪伴福州市民游客度过一段难忘的
时光。本次活动是“福籽家园”民族
系列文化活动之一，旨在通过文化活
动，以歌舞、说唱等形式展示各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接下来每周
都将在“闽江之心”举办一场精彩的
民族文化活动，打响“福籽家园”民族
文化展示品牌。 （王玉萍）

亿吨大港加速崛起
【福州晚报讯】福州港可门作业

区 1-3 号泊位扩能改造工程水工主
体近日完工，正在进行码头上部余下
的廊道、转运站等生产与辅助建筑物
的施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高福
州港口货物吞吐能力，助力可门亿吨
大港加速崛起，赋能丝路海港城建
设。 （林文婧）

永泰大喜村入选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福州晚报讯】 2022年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名单已公布，中全国256个
村落入选，福州市永泰县嵩口镇大喜
村榜上有名。大喜村坐落于嵩口镇
东南部，地处福州市最高峰东湖尖山
脚下的深山腹地，距县城 52 公里。
该村环湖而建，四周群山环抱、植被
茂密，宛若世外桃源。经过多年建设
与发展，大喜村近年来先后获得“中
国环境整治示范村”“福建省美丽休
闲乡村”“福建省金牌旅游村”“福建
省绿盈乡村”等荣誉。 （郑瑞洋）

马江昭忠祠
添105件西沙海战史料

【福州晚报讯】 8 月 23 日，作为
中国唯一一处共祀甲申、甲午两役忠
烈的祠堂，马江昭忠祠收到人民海军
老战士王昌太捐赠的 105 件西沙海
战史料，马江昭忠祠的馆藏得到进一
步丰富。105件西沙海战史料里有珍
贵的参战立功证书、西沙海战老照
片、参战艇模型、西沙海战烈士事迹
材料、早年出版的讲述西沙海战历史
的连环画和书籍等。 （马丽清）

福州女足福建省运会
首次夺“双冠”

【福州晚报讯】 8月28日，经过7
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福建省运会青
少年女子足球比赛在南平浦城收
官。福州女足两支队伍在女足甲、乙
组决赛中分别战胜对手，双双夺冠，
为福州体育代表团再添 6 枚金牌。
据悉，这是福州女足首次夺得省运会
冠军。 （王光慧）

近年来，福州聚焦水环境保
护、生态修复等领域，持续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为加快建设山清水秀
城美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厚植生态
沃土，为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走前头
培育绿色动能。

打造独特水生态样板

盛夏时节，闽江河口湿地芦苇
飘荡、鸟鸣声声，野趣盎然。一批
批青少年来到这里，观察鸟类、探
秘湿地公园、参观博物馆。这里开
展的湿地生态教育系列活动让孩
子们流连忘返，更让生态文明观念
深植心间。

多年来，通过一系列湿地生态
保护与治理的举措，闽江河口湿地
已成为福州的一张重要生态名
片。目前，福州正积极推动闽江河
口湿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立足构
建“武夷山国家公园—闽江—河口
湿地—台湾海峡”的完整生态系
统，启动闽江河口湿地保护方案全
球招标，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

在白马河、晋安河、流花溪等
地，一条条内河旅游精品线路涌动
着出游活力。以水为“媒”，福州还
重点打造了温泉游、闽江游等一批
项目，并将打造特色水街、温泉街
区等特色样板工程纳入今年的城
乡品质提升方案。

将绿地、湿地建设与水环境治
理、水生态修复有机结合起来，是
福州打造独一无二的水生态样板
的重要举措。随着“三沿一环”等
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深入实施，福

州加快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奋
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
任务。

铺就群众休闲幸福路

今天的福州，一个个慢行休闲
系统融进了城市的肌理，串起了市
民的绿色生活。这既是福州的城
市森林步道，更是百姓的幸福之
道。

从最初的金鸡山公园栈道，到
开创多项先河的金牛山城市森林
步道，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样
板的福山郊野公园步道，福道不断
升级，成为福州生态文明建设系统
工程的生动案例，写就“山、水、人、

城”和谐交融的绿色文章。
为了天更蓝、水更清、城更绿，

高质量做好生态环境的“三张答
卷”，福州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通过“保卫蓝天”计划，福州
2021 年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
100%，“福州蓝”成为闪亮名片；通
过“碧水攻坚”计划，河湖水系水质
得到明显改善；通过持续推进造林
绿化，逐步形成城乡绿化一体化全
覆盖格局。

开启全面低碳新生活

2021年，福州城区垃圾分类覆
盖率达100%，居民垃圾分类准确率
达85%以上，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在垃圾分类中国住建部大城
市考评中位居第一档（第五名）。在
福州，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为新习
惯，绿色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为大力宣传引导绿色生活方
式，让更多福州市民安全放心用
水，福州在市区开展居民家庭非节
水型用水器具改造活动，优先面向
低保户、低收入困难家庭，推广普
及节水型器具，增强居民的节约用
水意识，提高生活用水效率。

只此青绿，凝成万座“金山”。
福州按下绿色发展“快进键”，将生
态文明充分融入每个细微之处，让
群众共享生态红利，共建绿色未
来。 （张笑雪）

只此青绿 铺就有福之州发展底色
福州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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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晚报讯】 42 分钟！
福州市民乘地铁从仓山潘墩直
达长乐万寿。8 月 28 日，福州
地铁 6 号线开通运营，将中心
城区、三江口片区、长乐城区和
滨海新城串联起来，让城市从
闽江之畔迈向东海之滨，标志
着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迈
出了关键步伐。

同 台 换 乘 、纵 览 壮 阔 江
景、车速比其他线路更快……
福州进入“四线并网”时代。
福州地铁6号线是福州主城与
滨海新城轨道交通联系骨干
线，是目前福州运行速度最快

的地铁线路，自福州 仓山区
潘墩站“起跑”，跨江向海，直
达滨海新城，终于长乐区万寿
站，全长约 31.3 公里，共设 16
座车站。

它串联起福州主城、三江
口片区、长乐区和滨海新城等
重要组团，引导城市沿江向海
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及功能布
局。这条交通新“动脉”开通
后，缩短了福州主城至滨海新
城的行程，促进了城市总体规
划发展，也给城市交通和经济
发展带来了更多活力。

（林榕昇/文 陈暖/图）

【福州晚报讯】 8月25日，船
政文化马尾造船厂片区保护建设
工程（三期）项目开工，将对马限山
麓的原福建省船舶工程技术学校
旧校舍进行保护性修缮，并重新开
办职业教育学校，传承百年船政教
育薪火。项目总投资3.07亿元，总
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

船政是马尾的一张名片，是中
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1866年，
船政在马尾诞生，轰轰烈烈地开展
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
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
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创设了中国
最早的成规模的官办新式教育机
构船政学堂和艺圃学校，培养了一
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
和杰出的海军将士。船政教育也
被时人誉为近代职业教育的“开山
之祖”。

此次实施的三期项目，主要对
原福建省船舶工程技术学校，原马

尾造船厂办公楼、理化楼等既有建
筑进行修缮更新，对马限山部分景
观实施改造提升。

“船政大臣沈葆桢认为‘船政
的根本在于学堂’。作为本次项目
的重头戏，位于马限山麓的原福建
省船舶工程技术学校旧址建筑将
被彻底激活。”马尾船政文化研究
会会长陈悦说，原福建省船舶工程
技术学校依马限山山坡而建。历
史上，这一位置曾经是1868年开设
的船政后学堂管轮班的校址。20
世纪 70 年代，马尾造船厂在此建
设船舶技工学校，这种在马尾造船
厂里培养造船技术工人的模式，与
百年前的船政职业教育一脉相
承。21世纪后，学校从马限山麓迁
走，原有的校舍长期闲置。

原福建省船舶工程技术学校
修缮工程计划明年9月完工，并将
在旧址上引入全新的高等职业教
育，开办职业教育学校，在新时代

持续发挥船政学堂的功能和使
命。结合校舍保护修缮，该项目还
将对周边的马限山景观进行整体
提升，完善公园配套。

马尾造船厂曾经的办公楼、消
防站、NC加工车间等也纳入保护
修缮范围。其中，消防站所在地曾
是历史上船政飞机制造工程处的
办公点旧址，景观提升后的消防站
将成为一处休闲场所。

近年来，福州启动船政文化城
项目，陆续完成了一期、二期项
目。一期项目包括船政衙门及前
后学堂复建工程等，二期项目包括
机装车间、机装课仓库、起运车班
组、管家课、78号楼等船政建筑改
造等。

陈悦说，三期项目完工后，船
政旅游将进一步“串点连线成片”，
中国船政文化城各区域的构成将
更清晰，成为一个综合性、复合性
的传播船政文化、普及船政文化的

文化片区。其中，一期、二期以参
观体验为主，三期有教学、研学的
内容。

马尾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实施的三期项目，将通过进一步完
善船政文化城的组团功能，加快马
尾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
发，进一步打响福州市独有的船政
文化品牌，让工业遗产焕发出生机
和活力，助力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
国际城市。

据悉，马尾区正全力打响中国
船政文化品牌，以“一台戏”带活

“一座城”，全力以赴推动船政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及船政文化景区创
建国家 5A 级景区工作，提升船政
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船政一台
戏”正在加快推进，将挖掘船政历
史故事，以实景演艺为核心载体，
结合福州地方艺术形式，创排具有
船政文化特色的大型实景演艺项
目。 （马丽清）

【福州晚报讯】“没有采取保
护行动，就没有现在的闽江河口湿
地，像斑尾塍鹬等更多的水鸟也就
无从落脚，同时将面临更为严重的
生存威胁。”8月25日，北京林业大
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雷光
春在福建省科协年会闽江河口湿
地生态保护高峰论坛上说。

闽江河口湿地启动保护工作
已 20 年。20 年来，福州抵住城镇
化“诱惑”，叫停不合理项目、推进
湿地立法、划定管控红线，并密集
推出退养还湿、清除互花米草等一
系列保护与治理举措，坚决守护湿
地生态。

这项保护行动的实施与成效，
也让更多人看到闽江河口湿地成
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潜力。去年
起，一批批湿地专家、院士等开展
实地调研，一个个湿地论坛接连举
办，在福州全市范围掀起“闽江河
口湿地申遗热”。

不少人好奇，闽江河口湿地申
遗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单从面积
上看，闽江河口湿地覆盖面积为2
万多公顷，仅为2019年成功申遗的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 1/9，而其
中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更小，
只有2100公顷。湿地面积小，意味
着生态完整性受到制约。

“闽江河口湿地的‘话语权’不
在面积，而在珍稀濒危鸟类，这也
是近十年来滨海湿地保护备受关
注的重要因素。”雷光春介绍，闽江
河口湿地共有鸟类 313 种，列入
IUCN 极危等级鸟类 5 种，和辽宁
丹东鸭绿江口等重要鸟类栖息地
同处一个量级，“在同期计划申遗

的湿地中，唯有闽江河口湿地有
‘中华凤头燕鸥’。”

湿地幸得“神鸟”，但距摘得世
界自然遗产这块“金字招牌”，还有
路要走。

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地理学
和景观生态学家傅伯杰认为，在创
新、绿色等新发展理念推行之下，
全面保护、科学修复湿地是题中之
义。为此他建议，闽江河口湿地保
护可采取一套“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和传统简单、目标单一、自我
调节能力差的工程措施不同，自然
方案通过开展水文、水质、土壤基
质、景观等修复，提高单位修复“质
量”，建立起“新系统”“新平衡”。

水文方面，中国工程院院士冯
起围绕湿地水文研究，针对目前存
在的问题，提出可重点研究的方
向；生态安全方面，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偲以大湾区海洋生态安全为
例，提议多关注闽江河口湿地陆海
作用过程与生态安全响应。

在雷光春看来，面对新阶段，
闽江河口自然保护地体系要进行
优化。“要坚持生态优先，给鸟类腾
空间，周边则采取融入自然的方
式。”雷光春认为，要适当减少人为
活动，为候鸟栖息提供舒适的软环
境。同时，闽江河口湿地要跟城镇
化共演进。“先保护修复，再根据保
护对象，设计周边产业模式。”

论坛现场，“福州滨海湿地生
态研究中心”揭牌，为进一步提升
闽江河口湿地生态保护质量、探索
建立生态保护项目对接和常态长
效运行机制注入活力。

（蓝瑜萍）

马尾造船厂片区保护建设工程三期开工

马限山麓将重办职业教育学校

全程42分钟、首座高架站……

跨江向海
福州地铁6号线来了

地铁6号线营前站，是6号线唯一，也是福州地铁首个高架站。

湿地申遗“神鸟”加持
闽江河口湿地生态保护高峰论坛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