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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石湖码头上，我眼前浮现出一千
年前海洋商贸的繁华。”这是中国文物学会
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在《万里走
单骑——遗产里的中国》节目上的有感而
发。去年，单霁翔亲自带领团队在石湖码头
拍摄了数日。

近日，记者来到石湖码头和六胜塔，发
现成为遗产点已有一周年的它们，正以崭新
的面貌向记者诉说一年来的变化。

美化环境
靠民众自觉自律�清洁工认真负责
石湖码头、万寿塔和六胜塔，被石狮人

称作“海丝三宝”。石湖码头是宋元时期泉
州重要的港口，也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
第一站。而商船只要远远望见万寿塔，就知
道已经抵达泉州港。接下来从泉州港到内
港，又是靠六胜塔这一航标指引方向。

来到石湖码头旁，远远地便能看见整洁
的环境、复古的房屋和石板路。走过石板
路，走过通济桥，便到达石湖码头（又称
“林銮渡”）。还未涨潮时，露出的礁石上
能看到挑夫深浅不一的脚印和凿出的台阶。
据了解，当年船舶靠岸时，各国商贾、水手
们 就 是 沿 着 这 些 石 阶 和
脚 印 上 岸的。

在石
湖

码头靠岸的礁石处，记者发现有人正拿着夹
子认真地捡拾礁石缝隙中的垃圾。询问后得
知，在捡垃圾的是清洁工老唐，今年60岁的
他主要负责石湖码头的清洁工作。老唐说：
“涨潮时海里的垃圾会被冲上来，残留在礁
石缝里。我们每天都要把它们捡出来，这样
才会干净。”

“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石湖码头开展了
周边环境整治工作，力求保持传统航运码头
的古风古貌。”据石狮市六胜塔石湖码头保
护管理站工作人员郭增沛介绍，这里日常环
境的维护离不开清洁工们的辛勤工作，也离
不开当地村民的自觉自律。“村民们感受到
文化遗产带来的荣耀，保护石湖码头遗产点
就成了他们的共识和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
不仅会对游客们热情相迎，有的甚至还自发
给游客当讲解员。”

科技赋能�
全方位监测和精细化管理除隐患
在石狮市六胜塔石湖码头保护管理站，

记者看到两个遗产点均已实现可视化、常态
化监测。监控设备分布在本体和周边区域，
石湖码头设有4个监控设备，六胜塔则设有8
个监控设备，全面加强文物安全保护和隐患
排查。

“目前石湖码头和六胜塔都是按照原貌
进行保护，使用最小的干预手段，最大限度
地保护古码头的原真性和完整性，遵循修旧
如旧的原则。”郭增沛介绍，成为世遗点
后，保护好两个点的本体是工作的重中之
重，巡查、消防、保洁等早已形成规范。

郭增沛和他的同事们每日都会穿梭于两
个世遗点间，注重精准保护管理，实行常态
化监测、巡查，保证监控、监测设备规范运
行，及时排查隐患，每日上报两个遗产点的

监测情况。郭增沛表示，日后还会对避雷设
备进行更新换代，着力加强世界遗产点安全
防范工作，做到“人防、物防、技防”三位
一体。

如果一定要说石湖码头和六胜塔的大改
变，应该是对它们的管理升级。石湖码头为
规避生活污水排放的不确定性和消毒剂流速
的潜在风险，改造了生活污水的处理方式，
增设污水处理间。六胜塔引进了一套安防工
程，一旦塔发生倾斜等状况，就会自动报
警。

游客增多 世遗点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
郭增沛告诉记者，申遗成功以来，来到

六胜塔和石湖码头走访、打卡的游客数量增
长了50%左右。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石狮作为
泉州世遗点旅游的第一站。直播、研学、绘
画、摄影、骑行……石湖码头日渐热闹起来
了。

去年11月，作为“宋元中国看泉州 海丝
航标看石狮”石狮市世界文化遗产点宣传系
列活动之一，“石狮与世界文化遗产”古渡
口茶话会在千年古渡石湖码头林銮渡口边举
行。国内知名文博权威专家对于石狮在世界
遗产时代如何更好发展、讲好世界遗产故
事，以及世界遗产如何与文化创意、文旅有
机融合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石湖码头和六胜塔见证了当时泉州海上
交通贸易的发达。当前，石湖正着眼于利用
好“世遗”品牌，着力推进“海丝+旅游”双
向融合。

目前当地不断策划开展石狮世界文化遗
产宣传系列活动，助力打响“宋元中国看泉
州 海丝航标看石狮”文化概念，拾起“我家
门口有世遗”的文化自信，不断扩大六胜
塔、石湖码头这两个遗产点的文化影响力。

同时，管理站工作人员也会加强自我提升，
更好地做到爱遗护遗讲遗，让更多人更好地
了解和感受世遗点的魅力。

■记者 龚翠玲 庄丽祥 实习生 王雪晶 文/图

百 年 中 山 路 承 载 着 海 外 游 子 的 乡 愁 记
忆、镌刻着泉州的商业变迁、沉淀着泉州的
人文精神。近日，“宋元泉州城 百年中山
路”中山路藏品展在中山中路406号展出，吸
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观。从老照片、老物件
中追寻百年中山路的痕迹，可以看到中山路
的商业气氛一直延续至今。记者了解到，展
览将持续至10月28日。

200多件藏品�记录时代印记
纵 贯 南 北 的 中 山 路 上 ， 百 年 间 人 潮 熙

攘，留下一段磅礴的商业盛景，镂刻出独属
于中山路的时代印记。本次藏品展展厅面积
260平方米，展出200多件藏品。以中山路由北
向南延伸，从威远楼开始，到顺济新桥结

束。整条线路以“海丝、民生、民俗”为要
素穿插布展，也有欧阳詹、李贽、李功藏、
黄宗汉等历史人物的踪影闪烁其中，力图以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为引子，带入百年来中山路的商业风云及百
姓生活画卷。

整 个 展 览 内 涵 深 厚 ， 实 物 展 品 丰 富 多
样，有颇具代表性的老照片及书局、侨局、
信局相关资料等，还有中山路地契，相关民
生、民俗票证，黄宗汉、黄帝宫、李贽墓志
铭等文献资料，宋元时期宗教石碑实物、部
分拓片，中山路部分商号碑刻等，并附有图
文注解，全方位展现了中山路的百年风华和
文化魅力。连日来，不少市民前往参观。陈

老先生告诉记者，他住在中山路，来看看
展，回忆起当时的时光。他说，这些老照片
和老物件背后的许多商家，现在还能在中山
路找到痕迹。

南北大街独具南洋风格
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为改善泉州古城长

期闭塞、交通落后的局面，泉州拆城辟路，
由知名华侨投资改造建成独具南洋风格的南
北大街，后为了永久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
“中山路”。

在众多的展品中，记者看到一张图纸，
那是1931年中山路改建时店面的设计图。上面
记载着文字、时间、尺寸，整张纸保存比较
完好。从图纸上看具有南洋风格的设计，可

看出骑楼。
“从1931年保存到现在的非常难得的一个

实物。”泉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兼执行主
席曾国思说，这张图纸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设计位置在现在的涂门街口和中山路的交叉
口。中山路能存在这么系统整齐的街道，并
具有南洋风格，是大家按照这种设计图稿，
进行改造建设的。

“东西两座塔，南北一条街，路上三岗
亭”，这是市民对当年老泉州城区的形象概
括。而这三个岗亭就分布在中山路的三个十
字路口。在展品中，记者见到钟楼下富有年
代感的圆形岗亭，也想起当年的情景。

故纸中的“黄金商圈”
在展品中，记者看到一组故纸系列，展

现了各种商行，有绸布商行、百货公司、旅
社、贸易公司、茶庄等，诉说着近代泉州
“黄金商圈”繁华往事……

自20世纪30年代形成以来，中山路一直是
泉州人气最足的商住街，并一度成为“黄金
商圈”。上个世纪50年代初，泉州市百货公
司成立，带动了百货商场商圈的崛起。彼
时，泉州名气大、上规模的百货业、图书文
具业、照相业、甘味业、药业、金融业、制
花业、电影业大多汇集在中山路上。黄同益
绸缎纱庄、上海宝华鞋行、林万昌籍铺、南
华泰洋货、广隆昌绸庄、董宝发华伦、健生
新药房、上海大华书店、罗克照相馆、西方
国工艺铺、大上海理发室……这些留存下来
的“老字号”旧匾额，见证了中山路的繁华
商业史。□记者 王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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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湖码头和六胜塔成为世遗点一周年以来

四海共明月 乡情暖侨心

                             

环境美了 游客多了 遗产点保护更全面了

(福建侨报供稿）

中山路的商业气氛一直延续至今 （陈起拓 摄） 展览内涵深厚，实物展品丰富多样。（王金植 摄）

泉州54家餐饮企业

成为新一批“闽菜馆”
泉州网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刘龙真）

传播美食文化，打造闽菜品牌。近日，福
建省商务厅公布了2022年“闽菜馆”品牌
拟授权名单，泉州54家餐饮企业名列其
中，成为新一批“闽菜馆”。

去年，省商务厅出台《促进闽菜繁荣
三年行动方案》，提出打造闽菜文化“名
片”——未来三年，实现培育1000家闽菜
馆，使其成为福建餐饮的新名片。泉州市
积极投入闽菜馆创建工作，24家泉州餐饮
企业通过首批“闽菜馆”创建审批，一大
批有代表性的泉州餐饮名店，通过“闽菜
馆”品牌被更多人知晓和认可。

“近年来，泉州通过挖掘梳理闽菜历
史文化渊源、举办厨艺大赛加强闽菜传统
技艺的传承、支持各地推选代表性强的特
色菜品等方式，进一步促进闽菜振兴和繁
荣，打造闽菜品牌。”泉州市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对泉州美
食文化、餐饮名店的推广宣传，把泉州的
“ 闽 菜 馆 ” 打 造 成 为 福 建 美 食 “ 新 地
标”、闽南餐饮行业的“新名片”，让外
地人一来到泉州就能找到地道的闽南菜，
品尝纯正的闽菜味道，感受独特的闽南美
食文化。

据了解，为促进全省“闽菜馆”创建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省商务厅还将对获得
“闽菜馆”品牌授权使用的线下经营门店
（含总部在省内、赴省外创建“闽菜馆”
的企业门店）给予每家不高于5万元的资
金奖励。

近处的石湖码头，与远处的现代化码头相互映衬。

清洁工人每天不辞辛苦

清理礁石间的垃圾

六胜塔在古代起到航标作用

老物件展现中山路百年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