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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150辆“云兔”从云度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装运发车，首发欧洲市场。这是
我市新能源整车首次批量出口欧洲，展示中
国智造风采。

云度是国内较早一批获得国家发改委和
工信部关于造车准入“双资质”的新能源车
企，也是目前全省唯一的新能源整车企业。
近年来，云度持续加大研发力度，用科技赋
能产品升级，锻造竞争新优势。今年2月，云
度正式加入均瑶集团“吉祥大出行”战略，
从硬件、软件和服务三个维度，提供更好的
一体化服务体验，品牌也由“云度汽车”更
名为“吉祥云度”，企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11月26日，记者在位于涵江区的云度汽
车生产基地看到，机器人成为智能制造的
“主角”。冲压车间内，7轴机器人正“摇头
晃脑”，配合高速压力机，实现自动钢板拆
堆、自动清洗涂油、自动视觉对中等，全程
自动化生产。在焊装车间内，技术人员加紧
调试智能化设备，以适应新车型的生产需
求。

去年以来，云度新增投资超28亿元，用
于生产线改造及产品研发。云度汽车福建特
区综合管理部总监李伟宾介绍，通过对冲
压、焊接、涂装和总装四大工艺中已有的生
产线进行适应性改造，改造完成后，年产能
可从目前的6.5万台提升至10万台。“升级后

的生产线按照德系的标准来建立，整个机器
的水平可以将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再匹配
数据化的管理系统，使质量检测和在线监控
都能达到最好的状态，让产品的质量能够更
上一层楼”。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云度聚焦电动化、
智能化、信息化、低碳化和高品质技术领
域，与国内外顶级供应商合作，并在上海设
立了研发中心，研发人员来自国际知名整车
及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家，产品均按照全球最
严苛的标准进行开发，提高核心竞争力，产
品得到海外市场认可。目前在售车型“云
兔”已出口西班牙、法国、土耳其等欧洲国
家。

云度汽车福建特区副总经理卓妹妹说，
“ 云 兔 ” 产 品 定 位 为 “ 6 万 级 高 性 能 续 航
王”，拥有17项智能化配置，可以在车内K
歌、放电影等，并提供320千米、415千米两种
续航版本。还可享有“全闽乐购”补贴、莆
田区域内高速通行免费、吉祥大出行会员权
益等多种专项优惠政策。

紧跟市场需求，云度正研发新车型，工
程样车目前已下线，全新的智能生产线启
动，预计明年正式量产上市。新车配备了无
人驾驶的硬件设备，公司将在莆田选择合适
的路段进行测试。在湄洲岛选择试验路段，
作为无人驾驶的用户体验路段。

云度还加强销售渠道建设，已在全国发
展经销商150家，并继续拓展，计划覆盖各地
级市。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云度放眼全
球，尤其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
下，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后续还会有300辆‘云兔’发往土耳
其。明年预计每月有100—200辆出口。”卓妹
妹表示，云度还将持续发力，力争保持每年

1—2款的新车发布，不断完善产品矩阵，增加
车型，逐步覆盖多级汽车市场，具备增程、
纯电两种动力形式，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做大做强民族品牌汽车，满足全球市场
用户个人代步、家用出行、商务出行等不同
需求。（全媒体记者 蔡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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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在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针对记者提问的台湾有关团体、宫
庙邀请福建湄洲妈祖祖庙妈祖金身等入岛巡
安的申请未获台当局批准一事，国台办发言
人陈斌华表示，此激起了台湾广大信众的强
烈不满。民进党当局如此肆意妄为，既无理
又无礼，在台湾很不得人心。这件事也再次
表明，只有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
道，去除两岸交流的人为阻碍，两岸同胞才
能真正实现自由、顺畅、正常的交流往来。

妈祖文化承载着两岸普遍的价值追求，
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中，格外引人瞩
目。

“妈祖文化，传承千年，根植于湄洲，
是两岸同胞精神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原乡记
忆 ， 是 联 结 海 峡 两 岸 同 胞 的 重 要 情 感 纽
带。”台湾中华民族发展基金会董事长、海
峡交流基金会原董事长林中森近日在福建省

莆田市湄洲岛如是表示。11月18日至19日，第
八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暨第二十五届中国·
莆田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在“妈祖故里”湄
洲岛举行，一屿如眉的湄洲岛喜迎八方来
客，来自世界五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通
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与，可谓“宾朋满座，
谈笑无穷”。

“集体创作”第37个“封号”响彻两岸
妈 祖 ， 这 位 从 湄 洲 岛 走 出 去 的 伟 大 女

性，正在以“海峡和平女神”的历史角色，
以“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为核
心，融化两岸坚冰。

那 么 ， “ 海 峡 和 平 女 神 ” 封 号 因 何 而
来？

这还得从1985年莆田市举办纪念妈祖诞
辰1025周年大会说起。这是当地第一次大规模
纪念妈祖的活动，而且相较以往单纯的民间
活动上升到有官方色彩的盛事，吸引了两岸

同胞10万人参加。
《 福 建 日 报 》 在 报 道 妈 祖 时 ， 颇 费 周

章。现定居澳大利亚的张玉钟当时是该报记
者，负责采访这一活动。他说：“中国大陆
的报纸还从未报道过这种活动。如何掌握报
道的角度和提法，成了难题。”经过反复琢
磨，记者们认为把妈祖定位为“海峡和平女
神”最为恰当。“我们采访了多位从台湾来
的信众，他们不约而同说到对妈祖信仰，就
寄托着求平安、求和平的心愿。因此，这样
的提法应该是两岸同胞都会公认的。”张玉
钟如是回忆道。

“海峡和平女神”称号一经推出，在两
岸引起巨大反响。

自宋代至清代，妈祖获朝廷36个“封
号”，“海峡和平女神”被称为两岸“集体
创作”的第37个“封号”，由此响彻两岸，成
为两岸妈祖信众的心灵寄托。

自1987年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台胞跨
越台湾海峡，来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他
们时常护驾分灵妈祖像回来，与祖庙妈祖金
身一起供奉，意为“团圆”，在祖庙前的天
后广场，台胞与当地民众共同参与祭典，拜
祭妈祖。

妈祖文化为华侨华人搭建精神家园
在巴西圣保罗的南美洲闽南同乡联谊总

会办公地点楼上，一座占地面积达400平方米
的妈祖神龛正在装修当中，即将完工。南美
洲闽南同乡联谊总会副会长许阳分享这一消
息时，难掩心中喜悦之情。

他说，今年2月，南美洲闽南同乡联谊总
会会长杨志芳一行多人曾赴湄洲岛参与湄洲
妈祖分灵南美洲闽南同乡联谊总会仪式。分
灵妈祖将于明年3月前后恭请至巴西圣保罗。

目前，南美洲闽南同乡联谊总会正在洽
谈一块地将来用作妈祖宫庙建设。在许阳看
来，妈祖宫庙的建成不仅会成为在巴西的华
侨华人的精神寄托，也是向当地人传播和推
广妈祖文化的载体。

正 如 许 阳 所 言 ， 随 着 华 侨 华 人 走 向 世
界，在各地扎根、传播，妈祖文化也随之走
向世界，妈祖宫庙抑或天后宫作为妈祖信仰
的外在表现形式，成为在全球华侨华人心中
一个比较特殊的认同符号。

同时，在世界各地的妈祖宫庙抑或天后
宫也影响着当地建筑、祭祀等方面的发展，
为远离故地的华侨华人们搭建起精神家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孙
晓认为，妈祖诞生于中国，妈祖文化远行于
世界，拥有如此广大深远的全球影响力，是
因为妈祖践行了“立德、行善、大爱”的精
神。妈祖文化历久弥新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人
避灾祈祷的功利心理的驱使，更是在于人们
不断寻找安卧于“母亲”怀抱中的心灵慰
藉。

随着妈祖文化的影响力持续加大，2009
年，包含妈祖祭典在内的“妈祖信俗”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

传承妈祖精神�传递和平愿景

今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发挥妈
祖等民间信仰精神纽带作用，开展形式多样
的民间信俗交流活动”“支持闽台妈祖宫庙
联合开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
目‘妈祖信俗’保护行动，共享保护成果”
等，这些举措引起广泛谈论与关注。

对于专家、学者来说，新时代背景下，
如何推动妈祖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如何讲好妈祖故事，是他们正在研究的
议题。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张树庭指出，妈祖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
经千年的传播与传承，对东亚海洋文化、共
建“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
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他认为，新时代如何推动妈祖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
形势下积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需要以两个
共同体理论为指导，深入挖掘妈祖文化的时
代价值；以贴近青年人的视角，主动做好妈
祖文化的代际传承；以多维创新的策略，有
效提升妈祖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则以产
品思维，研究了妈祖文化如何在“走出去”
的过程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
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他认为，要充分开发
妈祖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全球华人、
全球海洋文化的知识产品。

中共莆田市委书记付朝阳在第八届世界
妈祖文化论坛致辞中说：“传承妈祖精神、
传播妈祖文化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莆田将秉持大德正义的价值取向，向世界传
递和美愿景；秉持大善共赢的发展理念，向
世界传递合作愿景；秉持大爱包容的开放胸
怀，向世界传递和平愿景。

中新社记者�叶秋云　
湄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许晨聪�黄凌燕　

卓晋萍�林俊禹
妈祖文化
妈祖，原名林默，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农历三月廿三出生，宋太宗雍熙四年
（987年）农历九月初九因救助渔民不幸遇
难。此后，当地人对其事迹创作加工并口耳
相传，最终塑造出“海上女神”妈祖的形
象，产生了一系列妈祖信俗，逐步发展为内
涵与外延丰富的“妈祖文化”。

目前，全世界49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上
万座从福建莆田湄洲妈祖祖庙分灵的妈祖
庙，有3亿多人信仰妈祖。在台湾，妈祖宫庙
则达3000多座，信众占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
二，妈祖信仰在台湾尤为兴盛。民间都将
“妈祖故里”湄洲岛视为“娘家”或“心灵
原乡”。从莆田文甲码头前往湄洲岛，远远
可见湄洲妈祖祖庙山上那标志性的妈祖石雕
像。隔海相望，在台湾云林县北港朝天宫，
立着一尊一同制作、一模一样的妈祖石雕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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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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和平女神”何以融化两岸坚冰？
  

编程机器人集体舞蹈科技感十足

 (福建侨报供稿）

（莆田网讯）8月2日，2023年“走近莆
田非遗�传承历史文脉”大学生社会实践暨莆
田市大学生“扬帆计划”启动仪式在市青少
年宫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惠黔出
席。

陈惠黔在致辞中向参加启动仪式的大学
生们介绍了莆田悠久的历史文脉和独特的非
遗文化。她说，去年以来，我市先后开展了

“这就是莆田”“莆阳开春”“千年元宵”
“千年非遗”“千年龙舟”等系列主题宣
传，莆田城市形象“出圈”“出彩”。希望
同学们通过此次活动，更深入触摸莆田的非
遗文化，更好地了解莆田，充分利用自身资
源、平台，对外宣传推介莆田，用青春声音
讲好莆田故事。

同时，用实践感受莆田发展活力、用脚

步丈量莆田发展速度，更好运用自己所学所
长服务家乡，为莆田绿色高质量发展聚力聚
智。

据悉，此次活动共邀请北京大学、同济
大学、厦门大学等40多所省内外高校大学生来
莆开展社会实践，参与学生达1.5万余人。
（全媒体记者 陈祖强）

湄洲岛非遗文化研学基地获评第一批

市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云兔”智造出国门
云度汽车升级生产线，以智能化、自动化赋能新能源整车制造，批量出口欧洲

11月22日，参加“瓣香牵两岸·徒步循初心”妈祖文化周活动的近百位闽台青

年，背负妈祖像从福建泉州出发，徒步前往莆田湄洲岛。 吴冠标 摄

历时5天4夜，徒步超200公里，闽台青年于11月26日抵达湄洲岛。 程黎婷 摄

图为云度智能化车间。 全媒体记者 林罗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