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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泉州是世遗之城、奋斗之城、国
潮之城、烟火之城，“宋元中国·海丝泉
州”的城市品牌享誉海内外。泉州注重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遵循其内在的规律，统筹文
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经济发展、旅游开
发，做到“留人留魂留乡愁，见人见物见生
活”，得到了各界高度肯定。

中宣部部刊《宣传工作》、省委政研室
《调研文稿》、省委宣传部《福建文化调
查》等内部刊物以《留人留魂留乡愁 见人见
物见生活——福建泉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的实践与思考》为题作典型经验刊介。

福建泉州古称“刺桐”，是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马可·波罗笔下的“世
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首批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首届“东亚文化之都”。习近平
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泉州文化遗
产的保护利用，对泉州申报世界遗产工作亲
自研究部署，提出明确要求。福建泉州始终
牢记嘱托，坚守“申遗是手段、保护才是目
的”理念，接力保护传承文化遗产，2021年，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有其内在规律可循，关键是要坚持保护
第一、强化系统保护，统筹好文化遗产保护
与城乡建设、经济发展、旅游开发，做到
“留人留魂留乡愁，见人见物见生活”。

坚持保护第一
“有为政府”为文化遗产保护
提供引领保障
留人留魂，首先要留得住；见人见物，

首先要见得着。所谓“文物”，物之不存，
文将焉附。泉州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按照最小干预原则，
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实现945处（国家
级44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效保护，形成
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696个（世界级6个、国家

级36个），留存大量宋元时期的文化瑰宝，赢
得了“宋元看泉州”的美誉。

把保护文物作为城市规划的首要原则。
泉州严格实行“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对
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
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予收储入库。20多
年前，为了德济门遗址考古，泉州果断修改
道路建设规划，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让
路”。如今，泉州把古城整体纳入遗产缓冲
区，实行严格管控。

把法律制度作为遗产保护的有力屏障。
2017年以来，泉州相继出台《泉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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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多部实体法。申遗成功后，迅速制定出台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挂牌
成立文化遗产法治守护基地。

把部门联管共治作为文化遗产规范化保
护的重要抓手。泉州文物监管部门与司法部
门共同签署文化遗产保护联合行动备忘录，
市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护宝”专项监督行
动，市法院设立海丝史迹保护合议庭、巡回
法庭，22个遗产点所在街道、社区相继建立了
“爱护遗产公约”……

规划引导、地方立法、部门共治等方面
的全方位保护，让泉州文化之“根”受到呵
护，文化之“脉”得以延续。

实施整体保护
“点面融合”全面留存
展现城市历史文化风貌
泉 州 的 魅 力 不 仅 来 自 宋 元 时 期 刺 桐 城

“梯航万国、多元包容”的气度，更来自抬
眼可见、触手可及的海丝名城气息。一城之
内，处处皆景。泉州坚持把遗产点本体的原
真性保护与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结合起
来，按照“原真性保护、活态化利用、功能
性提升、生态型修复、家园式共造”理念，
划定近200平方公里的遗产区、缓冲区、景观
控制区，高标准完成各类保护、整治和提升
项目800多个，留住原住居民、保留原始业
态、守护原味生活，打造“活着的古城”。

文物保护贵在“真”，拆“真古董”、
建“假古迹”无异于买椟还珠。泉州将“不
改变文物原状”原则贯穿文物修缮保护中，
依托闽南传统技艺，坚持原形制、原结构、
原材料、原工艺，有序对669幢传统历史建筑
逐一登记建档、挂牌保护、分批修缮，做到
“原址、原状、原物、原汁原味”，尽可能
真实完整地保存历史记忆。天后宫、泉州府
文庙保护修缮工程，分别入选全国十佳文物
修缮项目、全国优秀古迹保护推介项目。

用 “ 绣 花 针 ” 式 改 造 手 法 推 动 古 城 提
质，按照“一街一特色，一巷一亮点”要
求，“穿针引线”重塑古城文化生态宜居空
间，分期分批对29条古城背街小巷进行综合提
升 。 泉 州 首 个 古 城 背 街 小 巷 改 造 示 范 项
目——金鱼巷“微改造”提升工程，坚持
“微干扰、低冲击”原则，在不改变原住民
生活形态前提下，开展立面提升、管线下
地、地面铺装、夜景优化、街道绿化等工
作，通过活化老城街巷，保留不同历史阶段

的空间片段。如今，古城街巷环境风貌得到
实质性恢复，曾经紧闭的宅门渐次打开，给
人带来亲切与惊喜。

注重人城共生
“吾乡吾民”为历史文脉持续涌动流淌
提供守护和滋养
一方热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孕育一方

文脉。千百年来，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闽越人
民，还是衣冠南渡的中原士族，抑或是顺风
而来的夷人番客，当他们扎根刺桐，便成为
城市肌体的组成部分、城市文脉的一个分
子。每一处历史遗址、每一个文物古迹、每
一种非遗文化，都凝结着泉州人的记忆情
感，汇聚着泉州人的共同努力。

一直以来，泉州人民始终怀着赓续历史
文脉的朴素愿望，自觉保护文化遗产，“共
谋、共建、共管”的理念深入人心。20世纪60
年代，泉州南安人、时任泉州市长王今生，
在开元寺危急存亡之时挺身而出，“要砸开
元寺，请先从我身上踩过去”，以血肉之躯
护住了千年古刹的周全。如今，遗产点附近
的百姓争当历史的守护者，86岁的吴秀满每天
早早打开千年“古海关”——泉州市舶司文
史纪念室的大门，与老邻居们自发组建的
“市舶司遗址文物保护小组”，20年如一日，
既当遗址保护员，又当义务宣传员。“80后”
泉州姑娘颜静怡是泉州文旅集团宣讲队队
长，每天在红砖瓦厝中穿行流连的她，总是
带着自豪与热爱，如数家珍般向游客介绍泉
州历史文化。在泉州，上千名志愿者参与遗
产一线保护管理工作，上千名义务遗产讲解
员成为新“讲古人”，众多华人华侨自发捐
赠海外回流的文物，广大乡贤群众、社会团
体和华人华侨都以各种方式为遗产保护竭尽
所能、助力添彩。

现在，与文化遗产共生共融已成为泉州
人民的生活日常。夜幕降临时，人们漫步在
古城西街、中山路大大小小的夜市里，感受
朝旭楼的中西合璧，铁炉庙的神秘信仰，老
宅的闽南风味美食，书屋的清雅，老建筑新
业态的混搭，仿佛穿越着时光的走廊。充满
烟火气的城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熙熙
攘攘的人也滋润着伫立千年的城。可见，有
了“人”的“城”才是有生命、有生机的，
“古城”和“今人”是历史的连续体，也是
生命的有机体。

加强活态传承
“因时而新”使传统文化瑰宝
绽放时代光彩
文化遗产来自过去、彰显于当下，开展

保护利用需要通古融今，使其既沉淀历史厚
重感，又体现时代创新感。泉州整合遗产资
源，坚持守正创新，注入科技、金融、旅
游、人才、生态等要素，融入富有时代气息
的元素，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

无 论 是 外 卖 随 点 随 到 的 石 花 膏 、 土 笋
冻，还是兼具千年古韵和闽南特色的乡土乡
音、宋元海丝宴，抑或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泉
州花灯、梨园戏、南音等，都是泉州文化遗
产活态化传承的生动案例。在中山路打造集
交流、创作、展示、销售为一体的文化展示
馆，在金鱼巷开设南音表演公益空间，在旧

馆驿25号植入古琴等非遗元素，有效促进了传
统非遗展示开发和保护传承的良性循环。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需要挖掘蕴含
其中的永恒价值。在晋江梧林古村落，分布
着一片华侨建筑的遗存，记载了一段段爱家
报国的华侨故事。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许
多华侨毅然放弃梧林宅子的装修，将这笔装
修巨资悉数捐出支持抗战，因而在古村落中
矗立了许多水泥裸露、装修未竟的“烂尾
楼”，与屹立的近百幢古厝洋楼一道形成独
特的风景线。这段历史赋予了华侨建筑爱国
爱乡的精神意蕴，让古村落的传承保护更富
价值内涵。

文化遗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泉州发挥汇通中外的天然优势，以“世遗+”
多维传播方式，立足泉州这个世界的码头、
中国的窗口，生动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传播
中华文化。《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的问世
出版，纪录片《重返刺桐城》的全球热播，
“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城市品牌标识的正
式发布，海丝国际艺术节、中国电影编剧
周、海丝泉州文学周等活动的生动演绎，向
全世界传递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形象，展现
了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中华气度。

泉州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事实表明，文
化自带价值，文化遗产决不是经济发展的
“拖累”，而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动力
所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蜚声
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特色浓郁的古城
文化品牌，不仅让泉州人民挺起了腰杆、鼓
足了腰包、增添了神采，而且为泉州带来了
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位居全省第一、增加
值总量连续10年全省第一的效益和底气。“半
城烟火半城仙”的文化氛围，海纳百川、爱
拼敢赢的城市精神，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人来到泉州、扎根泉州、保护泉州、建设泉
州，共同书写新时代的泉州新故事。

（文字来源：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
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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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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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人留魂留乡愁 见人见物见生活

泉州城西路像一张“弓”，西街的西段像搭上去的箭。
（泉州晚报资料图片）

——福建泉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实践与思考

泉州西街已成为热门“打卡”点（李雅真 摄）

泉州古城朝天门夜景（泉州晚报资料图片）

泉州古城金鱼巷（泉州晚报资料图片）

(福建侨报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