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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网讯（记者黄宝阳 实习生张颖娴）
一席宋元海丝宴，一段风华描不就。22日
晚，一场充满千年风雅古韵的“闽菜地标美
食城市”暨“宋元海丝宴”推介活动在石狮
盛大启动。根据南宋石狮籍美食家林洪所著
《山家清供》复原的“宋元海丝宴”，让世
界以鲜活的方式触碰到千年前闽人骨子里的
风雅食趣，感受世遗泉州悠远绵长的文化印
记。

活动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饭店
协会指导，泉州市委宣传部、泉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泉州市商务局、石狮市委、石
狮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沆瀣浆、通神饼、蟹酿橙、山海兜……
“宋元海丝宴”以《山家清供》为还原蓝
本，精心复原了16道宋朝美食精馔。这一盛
宴集合了海丝文化专家、闽菜专家、烹饪大
师等组成的强大专家团队的力量，全力挖
掘、复原、创新具有“海丝”内涵、宋元美
学特征的代表性菜肴。

除了兼收闽南名菜、集山珍海味于一席
的菜品，“宋元海丝宴”还融合了宴席与仿
古的宋元器皿、场景、乐曲、诗词等沉浸式

元素，鲜活再现了富有宋元美学特征的宴席
场景，展现了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独
特的美食文化，进一步丰富了泉州世界文化
遗产的内涵。

2022年6月，“宋元海丝宴”获评
地标名宴并入选“全国地标美食名
录”。今年2月20日，“宋元海丝
宴”作为优秀地域饮食文化的代表，
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
饮食文化”展览。这是全国首个走
进国家博物馆的县级市美食专展，吸
引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
CGTN、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新民
晚报、新京报、中国日报网、文旅中
国、文博在线等30多家央媒及地方媒体采
访报道。

推介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首届闽南菜传承
创意大赛颁奖仪式、石狮美食灯谜会，并推
出“名厨名企进直播间”专场，由首届闽南
菜传承创意大赛的获奖名厨分时段进行直播
带货，通过大厨推荐、制作流程展现、现场
试吃等环节全方位推介“宋元海丝宴”菜
品、预制菜等，让更多人通过线上、线下了

解泉州的美食文化，进一步打响“宋元中国
·海丝泉州”城市名片。

泉州网讯（通讯员许培吟 记者张素萍 文/
图）2月21日是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
头”，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之一。当天下
午，泉州市区笋江桥头锣鼓喧天、热闹非
凡，省级非遗项目“泉州扒龙船习俗（笋
江）”之“龙抬头”下水仪式在此举行，用

独具泉州特色的仪式，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纳祥转运。

“龙头一碰水，顺风又顺水；龙尾一沾
地，事事都如意；龙舟水中游，万事不用愁
……”当天下午3时，泉州浮桥龙舟队的20多
名队员齐心协力，将3艘龙舟依次从浮桥观音

寺抬到笋江边，仔细擦拭清洗，接上龙头、
龙尾，放上锣鼓，插上大旗。随后他们为龙
舟举行祈福仪式，并为龙头披红点睛。

一切准备就绪，队员们将龙舟缓缓推入
江中，穿好救生衣登上龙舟。哨声响、鼓点
起，队员们奋力挥动船桨，一时间舟楫翻
飞、浪花四溅，龙舟犹如离弦之箭飞驰而
去。大家奋力拥抱春天的同时，也完成了新
年首训。岸边的群众被现场气氛所感染，纷
纷为他们加油助威，吆喝声和呐喊声回荡在
笋江桥头。

在古代，“龙抬头”意味着大地返青，
冬眠的动物渐渐苏醒，春耕从南到北陆续开
始，有万物复苏、龙降祥瑞之意。据介绍，
泉州扒龙船习俗（笋江）盛于清末，是一项
流行了数百年的习俗，将传统文化和体育竞
技概念完美融合。“2016年起，我们每年都会
举行‘龙抬头’下水仪式，后来因为疫情暂
停了，如今能重启令人十分振奋。”鲤城区
龙舟文化促进会会长、泉州扒龙船习俗（笋
江）市级非遗传承人王友强介绍，接下来他
们将开始组织恢复性训练，为今年可能到来
的龙舟赛做好万全准备。

近年来，鲤城大力挖掘弘扬龙舟文化，
依托该区龙舟文化促进会这一平台，持续加

大龙舟队伍的专业化培养，逐步提高龙舟赛
的竞技水平，让龙舟文化在鲤城蓬勃壮大。
去年，鲤城区浮桥龙舟队负责组队和运动员
选拔，代表泉州参加省运会12项龙舟比赛，
斩获佳绩，进一步激发了传统民俗文化项目
的内在活力。

泉州网讯（记者龚翠玲 文/图）为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高质量推进文明校园创建三年行动
计划落实，昨日下午，泉州市委文明办、市教
育局、市财政局共同组织举办了泉州市城乡学
校少年宫暨复兴少年宫特色活动项目展演展示
活动。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活动分为初心、复
兴、传承三个篇章。舞台上，表演丰富多彩，
武术《狮舞晋光》、情景剧《文化自信从阿囡
抓起》、南音《千年一梦》、舞蹈《惠岛巾帼
缘》、服装表演《绮裳耀国风》、戏曲《陈三
五娘之睇灯》……由15所城乡学校带来的15个
富有闽南特色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示
了“复兴少年宫”、城乡学校少年宫“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的成果和“以乐促
智、以技促能、以德育人”的教育成效。

“复兴少年宫”是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
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阵
地。“复兴少年宫”结合未成年人实际需求，
挖掘乡土、人文、景观等资源，拓展特色活动
项目，着力打造“一宫一品”特色课程。记者
了解到，2022年以来，泉州市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文明办关于开展乡村“复兴少年宫”建
设的通知》，确定全市第一批1123个“复兴少
年宫”建设点位。石狮市被列为全国乡村“复
兴少年宫”建设试点县，泉港区被确定为省级
乡村“复兴少年宫”重点推进县，泉州市及德
化县、石狮市、丰泽区、鲤城区先后成立城乡
学校少年宫志愿服务指导中心，组织实施“培
优工程”，全市“复兴少年宫”建设全面有序
推进，取得明显成效。

泉州网讯（记者 王树帆 通讯员 郑晓峰 吴
雅丹）来自泉州市科技局的消息，去年全市技
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62%，对
比2020年实现两年翻一番以上。技术交易的日
益活跃，凸显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加速
度”。致力于打造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的泉
州，正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
里”，不断赋能“智造强市”。

破除政策壁垒
成果交易七成以上收益奖给科研人员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需要资

金支持、政策激励等一系列“组合拳”来推
动。

在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华侨大
学工学院团队将基于5G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嫁
接进生产车间，企业设备利用效率提升22%，
单位成本下降20%。2022年，华侨大学完成横
向技术合同到账额8220万元，比2020年增长超
1.5倍，创历史新高。

“这源自学校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华
侨大学科研管理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学
校出台新规破除科研经费使用壁垒，从政策上

激励科研人员大胆与市场对接，并开展“千企
千村行”活动，进企业、走乡村，与各县
（市、区）政府开展跨学科、跨团队、拉清单
式合作，如与南安市政府共同打造“南安华大
石材产业技术研究院”。

从全市角度，泉州对优化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生态进行系统部署，出台了首份构筑完善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的政策文件。“现在政
策大不一样，科技成果转化有科技创新券、加
计扣除等系统奖补政策，成果交易后七成以上
收益直接奖励给科研人员，各单位还可以根据
情况灵活制定奖励比例，有的高达九成。”市
科技局副局长陈君伟表示。

强化需求导向
今年将实施5项以上“揭榜挂帅”
科技成果落地到市场应用，需要建立以

需求为导向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在去年底举行的泉州市产学研金对接大

会上，泉州华中科技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与福
建省睿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签约，前者将为后
者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的“智能装备数字化工
厂建设项目”继续开展科技赋能。“多亏他们
的帮助，我们的产品完成了更新换代并且更适
应市场需要，所以双方决定继续深化合作。”
企业总经理陈岳峰说。

抓住企业和市场需求，科技成果的转移
转化落地有声。去年，泉州大院大所服务企业
1286家、解决企业技术难题262项、与企业合

作研发及技术成果转化项目226项、为企业提
供技术服务和咨询项目826项。

强化需求导向，泉州着力建立健全“企
业出题、能者答题”的“揭榜挂帅”机制。
“创新不问出身，以干成事论英雄。”陈君伟
告诉记者，去年泉州立项实施了9项市级科技
重大专项，资助经费达1800万元。今年还将实
施5项以上“揭榜挂帅”，同时突破科研补助
资金直拨市外揭榜单位的限制。

培育科技红娘
省级技术转移机构数全省第二
科技成果连接着技术供需的两头，需要

培育一批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当好校（院）企对
接的“科技红娘”。

“今天我们向企业界朋友推介四项科技
成果”“这个技术可以根据我们需要做改造
吗”……在位于泉州开发区的泉州科技大市
场，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科技“摆摊”场景。

近年来，泉州科技大市场、福建中关村
中试熟化服务平台和泉州知创园实验室等一批
知名科技服务平台机构纷纷在泉州揭牌运营。
泉州累计培育省级技术转移机构32家，数量居
全省第二。

为进一步强化线上线下联动，我市还开
发泉州网上技术市场平台，建立企业技术需求
数据库和高校院所技术成果数据库，去年开展
各类产学研金对接交流活动66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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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侨报供稿）

 

“复兴少年宫”

看点多 传统文化有传承

泉州市打通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技术交易日益活跃——

科技成果加速赋能“智造强市”

二月二“龙抬头” 龙舟竞渡祈祥瑞

将工业互联网技术嫁接进生产车间后，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设备利用效率提升，单位成本下降。（陈小阳 摄）

泉州市举办复兴少年宫

  特色活动项目展演展示活动充满千年风雅古韵 宋元海丝宴惊艳海内外

展演活动现场

龙舟队的队员们下水进行新年首训

根据南宋典籍复原的千年海丝盛宴，鲜活再现

了富有宋元美学特征的宴席场景。（颜华杰 摄）

省级非遗项目“泉州扒龙船习俗（笋江）”之“龙抬头”下水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