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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网3月23日讯（记者陈智勇 整理）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报告大大增强和提
振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文艺高质量发展的信
心。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我觉得应当
紧跟时代步伐，将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
伟大事业中，在新征程上不断深耕民族文
化，细作“海丝”沃土，用手中画笔展现时
代与民族精神，唱响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
律，热情讴歌党、讴歌祖国和人民，努力创
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为促进文艺繁荣和高
质量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立足人文沃土 抒发家国情怀
泉州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宝藏，散发着极

富特色的韵味。近段时间，我和大家在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时，深入泉州海丝景点
采风，不断激发创作灵感，创作了中国画
《泉南概览》，用写意山水形式，散点笔
墨，描绘古城泉州轮廓，主要由山、海、城
三个部分组成。虽然规格只有六尺，难以尽
显泉州之大美，但采用当代青绿山水画技法
铺染，让泉州较有代表性的景观风物点缀其
间，写意入手，方寸中见精神，表现了泉州

海丝文化的丰富广阔与包容。此外，传统山
水画骨法的用笔，线条疏密有致、刚柔相
济，体现传统文化的本质和源流；当代青绿
染色不用重彩，而异色搭配，黑白相间，表
现了宽博的海丝文化与昂扬的时代精神，抒
发了内心的家国情怀。

近几年来，我在美术创作方面一直致力
于“海丝”文化的弘扬，并构思相关题材创
作。在中共丰泽区委宣传部、丰泽区文联的
指导下，我将泉州海丝遗址、古泉州风物景
观遗存等写生作品及散文作品汇集为绘画散
文《海丝墨象》，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书中收录了丰泽区域内的诸多海丝遗址及其
他自然风物，意在表现古泉州曾经的繁盛，
用笔墨再现辉煌，唤起泉州人对本土的热
爱。这也让我对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了更深刻
的领悟，进一步增强作为新时代美术工作者
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

创新“海丝”意象 增强文化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自信自强、守

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我长期从事中国画的创
作，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文化
建设的要求深有体悟。

美术创作只有源于传统，在传统样式基
础上创新技法，立足当代，融汇古今，才能
让作品永葆艺术生命力。我在《泉南概览》
作品的创作中，把握住这个方向，画面呈现
的细节并不是分立和割裂，而是相互依存相

互观照，山与城相融，山与海呼应。从山脚
及古城伸延出去的就是广袤的大海，预示泉
州东部发展的良好态势及中央商务区的准确
时代定位。既表现古泉州丰厚的人文和众多
的海丝遗迹，又体现爱拼敢赢、昂扬奋进的
当代泉州精神，以及泉州正以崭新的姿态屹
立在东海之滨。

今后我将同广大美术工作者一起，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踔厉奋发，努力创作出更多
富有时代气息、有丰富文化精神和内涵的优
秀作品，为泉州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贡献力
量。�

泉州网3月24日讯（记者许文龙 通讯员林
婉清 实习生柯雅清）一个产业，崛起一座
城。3月16日至19日，“中国白·德化瓷”产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系列活动在德化会展中心
成功举办，吹响了德化陶瓷产业朝着千亿产
值奋进的号角。这也是该会展中心的首秀。

活动现场，专家学者、工艺大师、客商
游客等各界人士或面对面展开亲切的交流，
或通过线上平台“云沟通”，又或是于陶瓷
艺术品中开展跨越时空的对话，共同感受思
想、美学、科技、文化于德化白瓷中交融谱
写的绚烂华章。

德化拥有3700多年的陶瓷制作史，是首
批陶瓷窑址类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国

白的故乡，瓷艺术的摇篮”，是目前全球唯
一的世界陶瓷之都。宋元时期，德化陶瓷成
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口商品，缔造了
“世界白瓷看中国，中国白瓷看德化”的不
朽传奇。

2018年，德化提出至2022年实现500亿元
陶瓷产值的目标。五年来，面对国内外复杂
多变的经贸形势，德化始终围绕这一目标，
促转型、补短板、铸链条，陶瓷产业发展迅
猛，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牌价值逐年提
升，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全县陶瓷产值从2018
年的328亿元提高到2022年的502亿元，走出了
一条山区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站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 ， 德 化 继 续 践 行

“紧紧抓住陶瓷这一支柱产业，结构调整要
围绕特色来优化，并不断向工艺县发展”
“精美的瓷器做出来、摆出来，还要传出
去”这一初心，坚定实施陶瓷创新战略，以
“扩大国际影响力、增强工艺创新力、提升
市场竞争力”为引领，力争陶瓷产业于2027年
成为千亿产业集群。

期 间 ， 德 化 发 布 了 《 “ 中 国 白 · 德 化
瓷”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同时
还举办了2023“中国白·德化瓷”高端餐具展
洽会、“德化窑”标识发布暨德化窑·瓷邮
票首发仪式、瓷圣何朝宗与陶瓷艺术国际研
讨会、海峡两岸陶瓷产业“云话创新”破圈
研讨会、第四届福建省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
赛、器与茶生活美学展、德化白瓷纪录电影
《无界之界》发布会、世界瓷都人才峰会、
德化县职业经理人协会成立大会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

“陶瓷产业既是传统产业，又是新兴战
略产业，也是一个涉及民生的高技术产业和
文化创意产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侯文全介绍，当前，我国正在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施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加快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这将为陶瓷产业发展注入更多动
力，为德化陶瓷企业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新
机遇。

回望，是千年底蕴的厚重；前瞻，是世
界瓷都的未来。五年跨步走，未来更可期。
一系列得力有效的举措，必将让德化陶瓷产
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泉州网3月23日讯 （记者陈林森）22日，
市委书记张毅恭先后前往数字福建（安溪）
产业园、惠安雕艺文创园调研，推动园区经

济提质增效。
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初步搭建起数

据中心、超算中心、创新中心及空天、影

视、电商三条大数据产业链的“三中心、三
链条”数字经济产业架构。在超算中心机
房，张毅恭鼓励园区加快推动大数据商业化
应用、产业化转型，主动开展产业链招商，
引进培育一批上市企业。走进中国电影资料
馆安溪数字资源中心，一幕幕经过数字修复
的老电影焕发新生。张毅恭就知识产权保
护、商业模式创新等话题与中心负责人展开
交流，希望进一步拓展电视剧修复、磁带修
复、老照片修复等领域，把数字修复技术转
化为先进生产力。张毅恭还探访了全球商业
遥感卫星地面站网·福建站，详细了解去年
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一号和二号遥感卫星运行
轨迹、数据应用、市场前景等情况，要求提
升数据获取、处理和应用能力，嫁接优质产
业基金，集聚上下游企业，打开空天地一体
化产业链发展新局面。

惠 安 雕 艺 文 创 园 集 文 化 交 流 、 展 示 交
易、文旅研学、人才服务于一体，目之所及
是惟妙惟肖的石雕作品。在雕艺博物馆内，
张毅恭认真观看惠安雕艺历史、“当世界遇
见惠安”建筑工程摄影大赛作品、惠安雕刻

艺术年展、青年艺术家雕刻艺术作品、国家
级工艺大师作品等展览展示，与当地干部、
企业家共商雕艺产业化的思路举措。他叮
嘱，要做好惠安雕艺产业整体规划，走好差
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策划生成精品观光路
线，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打响“世界石雕之
都”品牌；要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校地共
建、大师帮带等多种形式，加强雕艺人才培
养、技艺传承，涌现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
匠，引领雕艺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张毅恭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
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
动，结合加快推进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
建设，不断增强产业集聚水平，进一步做强
做优做大园区经济。要围绕地方特色产业、
园区主导产业，科学配置政策、培训、营
销、教育、医疗等资源要素，扎实推进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园区
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为全市大拼经济、
大抓发展蓄势赋能。

短短一年时间，中创新航江门基地项目
完成建筑面积达54万平方米的大型厂区建
设，并即将首线试产。图为厂区航拍图（图

中二期厂房为设计效果）。 新会区工业园区
管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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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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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恭调研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

德化举办“中国白·德化瓷”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系列活动

 (福建侨报供稿）

世界瓷都吹响千亿产值号角

张毅恭调研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

做强做优做大园区经济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泉州6个村落入选

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泉州网3月22日讯（记者谢曦）记者

从市住建局获悉，近日，住建部等六部门
公布第六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
名单，此次共有1336个村落列入名录，福
建省有58个村落入选，泉州6个村落榜上
有名。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
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
地域特色，较完整地体现了一定时期的传
统风貌，拥有较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
术、社会、经济价值。自2012年住建部等
部门开展传统村落摸底调查以来，已先后
将六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根据要求，各地应按照“一村一档”
建立完善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并于2023年
9月底前完成挂牌工作。同时，应指导列
入名录的传统村落编制保护利用规划或方
案，明确保护范围、重点和要求，提出保
护利用传承工作措施。

近年来，泉州建立健全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工作机制，构建全域性、系统性、整
体性的多层级保护体系。截至目前，泉州
已有1个国家级、4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3个国家级、10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5个
国家级、1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48个中
国传统村落、90个省级传统村落。

泉州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泉港区峰尾镇诚平村�
泉港区前黄镇前黄村
晋江市东石镇檗谷村�
南安市石井镇奎霞村
南安市英都镇良山村�
安溪县蓝田乡乌土村

王 迪 虹 ： 创 作 《 泉 南 概 览 》  展 现 新 时 代 “ 海 丝 ” 画 卷

王迪虹中国画作品《泉南概览》

德化陶瓷企业工作人员向客商展示餐具（许华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