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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簪
花很美，泉州很赞。体验泉州，可以听听世界
非遗南音，逛逛世界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摩尼像、开元寺、清净
寺……”

1月9日，泉州市两会时间刚刚开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微博上又一次点赞这座古老而
充满活力的世遗城市。

被欣赏着、被认可着、被造访着，这是
泉州城市美好的新年开端。而站在这个辞旧迎
新的节点回望，人们会发现，2023年，疫情防
控转段后一年，泉州以“最美最红”的古城、
簪花围火爆出圈，让人心向往之；以美食、戏
曲、文学、电影、多元文化等绽放魅力，让人
宾至如归、流连忘返，来了还想来。

这一年，泉州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蓝图上
挥毫泼墨，写下探索实践的大写意范本，也在
与世界、与游客、与市民群众的温柔触碰中，
留存下十分有范儿的风姿。

这一年，
服务大局的国际范儿
海丝为桥
让文明因交流互鉴更美好
身处中国东南一隅，泉州却未曾有一刻

忘记所承担的宏大使命。
宋元时期，这是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多元文明在这里交融，多元文化在这里美
美与共。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以海丝为桥，沟通古今中外优秀文明
文化，把优秀的中华文化、闽南文化、泉州文
化展示给全世界，泉州步履不停——

2023年5月21日“国际茶日”前后，泉州
市文化代表团不远万里，到联合国总部、中国
驻美大使馆等地，举办“茶和天下”文化交流

研讨会、雅集体验推广等活动。这是疫情以来
首次以实体形式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活动，也
是泉州第一次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专项文化
交流推介活动。

7月25日，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2023年
泉州世界遗产日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厝新
声”新试点活动正式启动。选取世界级非遗闽
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作为项目重点，试点活动
探索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助力泉州打造世
遗保护利用典范城市。

9月底，高规格举办全市文旅经济发展大
会暨十“泉”十美文旅消费季活动，邀五湖四
海朋友游泉州，与全球文旅客商共享泉州文旅
经济井喷式发展的红利，一举集中签约39个文
旅项目，总投资423.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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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旬 ， 第 1 2 届

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在安溪县举办，这是该艺
术节首次在县级城市举办，14个国内外艺术团
一同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文化艺术力量。

12月8日，第五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
节盛大开幕，43个国家和地区的52个艺术团体
和海内外嘉宾跨越山海、共襄盛会，让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12月15日，世遗泉州文化旅游宣传周与
2023世界旅游小姐全球总决赛系列活动同步举
行，60个国家和地区的冠军佳丽，发出“带你
游泉州”的美丽邀约。

走出去、请进来，泉州扛起服务大局的
担当使命，亮出自信闪亮的国际范儿，也一如
既往展示延续千年的开放包容。

这一年，
气势如虹的爆款范儿
最火最美
簪花围和泉州古城人人爱
这一年，泉州红红火火、火爆出圈，从

年头持续到年尾。
这 种 火 ， 源 自 幸 运 的 流 量 密 码 。 簪 花

围，因赵丽颖、毛晓彤、胡杏儿等明星的示
范，被全世界看见。从蟳埔村到古城到山海，
盛装的游客们圆了簪花梦，也扮靓泉州城。

这种火，更源自文旅人的主动作为。簪
花兔、幸福兔、幻彩兔、海捺兔、丹宁兔……
五个兔子造型艺术装置，让泉州在2023年开年
生肖主题比拼中赢麻了。“快到泉州街头抓兔
子”上了热搜，而这仅仅是闽南美好生活嘉年
华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红到破圈的，还有泉州古城，还有许许
多多泉州文化元素。

到泉州追戏的升级版本，更超值、更精
彩。“五一”小长假，首届海丝泉州戏剧
周——2023年全国南戏展演鸣锣开演。13位梅
花奖演员、16个南戏及古老剧种、18个艺术院
团院校、30多个经典传统剧目、多场艺术沙龙
和研讨会，让全国戏迷大呼过瘾。

非遗与古城相得益彰，共谱活化利用的
新 篇 。 2 0 2 3 年 7 月 下 旬 ， “ 世 遗 就 在 咱 厝
边——2023古建音乐季”在多个世界遗产点和
古城街巷举行，保护遗产、赋能文旅。国庆中
秋双节，各级文旅部门、博物馆、景区策划开
展300多项文旅活动，非遗进古城专项行动正
式开启。泉州古城内外刮起文化风，风里飘荡
着文脉传承的欢笑。

在 泉 州 喝 茶 也 喝 咖 啡 ， 住 酒 店 也 住 民
宿，总有一款你中意。是在古城的街巷，与厝
边话仙，又或在海边的礁石上，看惊涛拍岸，
博主们记录此刻——在泉州，找到人生咖啡
馆。德化乡村稻田畔的农宅，安溪飘香茶山中
的庄园，蓝蓝泉州湾海边的花园，千年古城里
的红砖厝、番客楼，又或是曾经的百货大楼，
它们都是泉州酒店民宿的多面化身。招手即停
的小白，粉红复古的铛铛车……泉州宠粉用
心，变“网红为长红”付出不懈努力。也正因
如此，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影响力城市、中国十
大旅游向往之城、中国十大旅游美食之城、十
“泉”十美文旅消费季活动获评“2023年中国
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
盟创始会员……这一年，泉州荣誉不断，拿到
手软。

统计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泉州接待游
客6467.92万人次，比增43.2%，旅游收入
741.45亿元，比增52.7%，增速分别位居全省
第一、第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泉州世遗

传
播 呈

幂数增长
效应。

这一年，
文旅融合的共富范儿

全年签约文旅项目超400个
金额逾2000亿元
2023年，泉州更深入地思考、更系统地回

答这一命题：如何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旅
游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胜势？努力
从顶层设计开始。这一年颁布实施的《泉州市
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条例》，是全国首部地级市
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在原有多部政策基础
上出台的《泉州市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济高质
量发展若干激励措施》，聚焦招大引强、补短
补弱、业态培育；全市文旅经济产业发展小
组、“文旅+”领导小组充分发挥统筹职能，
并组建文旅经济专班，整合资源、一体推进
“文旅+”“古城配套提升”“古城+宣传推
介”“工业旅游”“酒店及民宿发展”“导游
讲解员提升”等多个专项行动，并纳入全市绩
效考评体系，汇聚工作合力。

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泉州市文旅局局长
吕秀家说，把招大引强作为撬动文旅发展的重
要抓手，2023年，泉州依托各类活动、营销、
文化交流平台，主动借台、搭台，开展头部对
接、跨国招商，全年签约文旅项目近400个，
金额超2000亿元，10个项目获2023年全省文旅
经济发展大会重点推介，签约金额全省第一。

招商引资一马当先，项目建设也马不停
蹄。得益于加强落地项目服务等主动靠前举
措，2023年，31个省重点、44个市重点文旅项
目分别完成投资31.3亿元、94.7亿元，超额完
成投资进度。把资源转化成业态，旅游产品品
质内涵在提升。泉州中山路入选国家级旅游休
闲街区，七匹狼工业园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八仙过海欧乐堡、晋江梧林传统村落、
德化云龙谷、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获评国
家4A级旅游景区，还新增了3条全国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1条全国非遗特色旅游线路。

赋 能 多 产 业 各 领 域 ， 泉 州 文 旅 不 断 发
力。以首届“海丝”侨商投资贸易大会为例，
“五个一”亮点中，除了一场招商推介大会的
主场，一场文艺展演、一条体验线路、一首闽
南歌曲、一桌闽南家宴均由文旅奉献，四条文
化纽带紧密了乡情，也抚慰了海内外归乡游子
浓厚的乡愁。

发展利用的同时，泉州始终铭记“保护
第一”。这一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条例》颁
布，今年1月起正式实施；永春苦寨坑窑、德
化窑遗址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泉州世遗
宋元古城入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
单。以保护和发展两条腿走路，泉州在赓续文
脉、复兴中华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这一年，
先行先试的拼搏范儿
屡屡在全省全国“首吃螃蟹”
泉 州 是 “ 晋 江 经 验 ” 诞 生 地 ， 先 行 先

试、敢拼会赢是城市精神，也是泉州文旅系统
的品格。这一年，泉州文旅在全省、全国屡屡
“首吃螃蟹”——

文学与电影，在春天的世遗泉州交相辉
映。2023年3月，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和第
一届海丝泉州文学周系列活动成功举办，名城
泉州创造性地在艺术的不同领域间搭建起桥
梁，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编剧真正推上舞
台，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个创作基地，电
影和文学在这里深度联结对话。

南戏界的不同剧种和流派，时隔30多年再
聚首。“五一”期间的首届海丝泉州戏剧
周——2023年全国南戏展，是继1989年的“南
戏学术研讨会”之后，全国最大规模的南戏及
古老剧种展演、研讨、交流活动。

更不用说，海艺节有力呼应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这也是首批东亚文都

城
市 泉 州 、

横滨、光州心手 相 连 的
十年。海艺节重要组成“文都十年”中日韩文
化展演，反映的是泉州交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的优良传统。

类似这样，创造和传承创造基因，泉州
文旅界的实践不胜枚举——

从“活态古城”到红红火火的古城，这
一年，泉州古城又新增了全省首个国家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单位的荣誉。

以古城为龙头辐射带动，2023年11月，城
市巡游季启动，通过5项“古城+”旅游宣传推
介行动的实施，丰富古城到访游客的体验，同
时探索把客流导向全市、做大文旅经济蛋糕。
首场“古城+惠安”文旅推介会，大获成功。

插 画 里 的 泉 州 ， 呈 现 不 一 样 的 世 遗 城
市。首届泉州城市IP插画大赛向全球插画师、
设计师发起征集，收到数千名插画师、设计师
投稿的1632件/套作品，均将纳入新成立的泉
州城市创意图库，与城市品牌、文创周边应
用、产业赋能等展开全面联动。

这一年，“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城市
品牌标识、新闽菜·“宋元‘泉’席”泉州旅
游美食IP、世遗活化IP“泉州有礼”陆续发
布，首批19个“海丝泉州推荐官”工作室揭牌
成立，都将助力系统讲好泉州故事，推动文旅
商融合，打造城市超级IP。

不得不提的还有蔡国强艺术中心。奠基

仪式上，蔡国强这个童心不老的“泉州孩
子”，把艺术和话题一起“炸”上了天。以建
筑大师弗兰克·盖里的概念方案为基础设计，
这个艺术中心是中美两位艺术家超越历史和文
化差异，共同打造的献给千年古城泉州，也献
给世界的下一个千年礼物。

这一年，
造福于民的共享范儿
让泉州人民在家门口乐享“诗与远方”
这一年，以人为本、文旅惠民，泉州点

亮多彩生活，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乐享“诗与
远方”。

“天下上元，无逾闽中。”疫情防控转
段后首个元宵，泉州花灯璀璨、流光溢彩，市
民群众和海内外游客踩街赏玩，在“半城烟火
半城仙”中体验久违的、其他城市也很难感受
得到的“摩肩接踵的快乐”。

无惧风雨、热情依旧。这一年，泉州重
启古城徒步，3.5万人报名，5000人中签，是
一场名副其实用脚步丈量城市的群众嘉年华。
文学周、电影周、戏剧周、文旅消费季、海艺
节、世界旅游小姐决赛以及越来越多的演唱
会、话剧等新剧种演出，全年超过1200场次常
态化公益惠民演出……所有这些，与到访泉州
游客的体验感有关，更与市民群众的生活幸福
感密切相关。在家门口拥抱国家级、世界级、
现象级盛事，生活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城市，泉州人有福！

这一年，泉州更把这份“诗与远方”，
与更多人分享。仅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有石狮
“宋元海丝宴”“凤鸣于溪——安溪历史文化
展”“中国白——德化白瓷展”接连精彩举
办。泉州南音以《百鸟归巢》曲目首次亮相春
晚、高甲戏《围头新娘》登上2024年新年戏曲
春晚、大型沉浸式情景文艺专场演出《遇见泉
州》成功打造、非遗舞蹈《人偶情未了》入围
中国舞蹈最高奖……精品迭出、精彩纷呈。

□融媒体记者 孙灿芬 通讯员 洪其铮 曾世
彬/文 泉州市文旅局/供图（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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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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January  15 , 2024

和影视“明星”合影、感受“天然摄影棚”魅力……
讲述江门华侨爱国爱乡的革命故事

 (福建侨报供稿）

泉州文旅的2023年——写下范本 十分有范儿泉州文旅的2023年——写下范本 十分有范儿
2023年，泉州古城火爆出圈。

街头文化展演

2023年开春，泉州兔子艺术装置触发流量密码。

2
0

2
3

年
开
春
，
泉
州
兔
子

艺
术
装
置
触
发
流
量
密
码
。

“宋元中国·海丝泉州”IP日渐系统性完善

世界旅游小姐发出“带你游泉州”邀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