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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琳） 4 月 16 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翼在

福州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

会主席郑翔玲、会长施荣怀率领的联谊

会参访团一行。

周祖翼对参访团来闽表示欢迎，

对各位委员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

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福建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情 况 。周 祖 翼 说 ，福 建 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我们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

要 讲 话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按 照“ 四 个 更

大 ”重 要 要 求 ，全 方 位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奋力把“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

生态美”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变成美好

现实。这其中，凝聚着包括各位委员在

内的方方面面智慧力量。福建与香港

渊源深厚，经贸人员往来紧密，在港闽

籍乡亲和闽籍社团始终高举爱国爱港

爱乡旗帜，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促进

家乡各项事业发展等方面作出积极贡

献。希望大家常来福建走走看看，建言

献 策 、投 资 兴 业 ，推 动 闽 港 在 科 技 创

新、文旅产业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

郑翔玲、施荣怀表示，福建是有福

之地，此行看到福建巨大发展变化深受

鼓舞，倍感亲切。联谊会汇聚爱国爱港

力量，积极参与香港社会事务，推动香

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联谊会将发

挥独特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参与

福建建设发展，为促进香港与福建交流

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省领导吴偕林、王永礼、王光远参

加会见。

周祖翼会见港区省级政协
委员联谊会参访团一行

党 性 是

党 员 干 部 立

身 、立 业 、立

言、立德的基

石。开展主题

教育，要准确

把 握“ 强 党

性”的要求，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改造主观世

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

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强党性”，

就要引导党员干部滋润精神家园，始

终坚定理想信念。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

者成。”理想信念的形成、确立有其内

在规律，既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

能一劳永逸，稍不注意还会蒙尘褪

色。但胸怀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

绝非高不可攀，只要常修常炼、常悟

常进，就能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对党的创

新理论的坚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要在

科学理论武装中筑牢信仰之基，不断

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

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做到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

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经过实践

的锤炼与检验。我们要在经受思想淬

炼中补足精神之钙，正本清源、固本

培元，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强化对远大

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做到虔

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革命先辈为我们树立了坚定理

想信念的典范。我们要在传承红色基

因中把稳思想之舵，将开展主题教育

与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相结合，

用好福建厚重的革命历史资源，自觉

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

实实践者。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

其执着而为信念。坚定理想信念是终

身课题，我们要知之而后信之，信之

而后行之，信一辈子、守一辈子。

理想信念，是安身立命之本
□潘抒捷

一个是远近闻名的国家 5A 级景区福州三坊七巷，一个是

销往大江南北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一都枇杷，当两者“亲

密接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5日，第六届福州（福清）枇杷文化节在三坊七巷启动。今

年的枇杷文化节采取“一城双会场”模式，在三坊七巷和福清

市一都镇均设有会场，是枇杷文化节首次“出山”。

作为“福文化”宣传系列活动之一，本届枇杷文化节不仅

在三坊七巷受到市民游客热情追捧，还带动了一都镇历史文

化资源开发和乡村旅游、研学旅游发展的热潮，探索出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穿上西装，果农到坊巷卖枇杷
在三坊七巷的枇杷文化节现场，脸色黝黑却一身西装的

果农老陈，忙得不亦乐乎。老陈种植枇杷 30 多年，头一回到城

里参加枇杷文化节，所以，他精心准备了西装，一大早就乘车

赶到三坊七巷，“真没想到，枇杷还能这样卖”。

枇杷文化节现场设置的体验馆里，“早钟 6 号”“解放钟”

“三月白”等各式枇杷品种组团亮相，集市区的枇杷汁、枇杷膏

等深加工产品引人注目，展示区的枇杷故事颇具创意，让人大

开眼界，吸引游客驻足欣赏。

据介绍，福清市一都镇枇杷种植面积达 5 万余亩，年产量

达 3 万多吨，其中超六成销往省外，包括上海、广东、北京等

地。走进三坊七巷办节庆活动，让一都枇杷的价格越卖越好。

穿西装卖枇杷的老陈，亲身见证着枇杷价格的上涨势头。

“过去一公斤4元，现在有的品种能卖到一公斤六七十元，变化太

大了。”老陈高兴地说，他家里种植的枇杷，目前已采摘上市了两

批，300多斤就已经卖了1万多元，销路不愁。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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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宁德市在宁德港务集团 7号趸船码头举行游轮试航仪式。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将于 4月 17日至 19日

在宁德举办。作为全省海岸线最长的设区市，为加快宁德“山、水、海、岛、礁、滩、湾”一体化开发，构建以滨海休闲度

假为核心的旅游产品体系，宁德市旅发集团以游轮为载体，打造海上旅游产品，近期将开通霞浦三沙至北礵、浮鹰、

积石、吕峡等航线，实现宁德海上旅游常态化运营，助力海洋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郑镇 摄

青春奋进正当时 厦医学子有大爱
厦门医学院育人育才成效显著

▲ 第二版

▲

什么是文旅？诗和远方。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文化和旅游从来相伴相随。

“旅行——它让你哑口无言，然后

把你变成一位讲故事的人。”14 世纪摩

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这句名言，

激起多少人对文和旅的向往。

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

在深，有龙则灵”。游历山水之间，人们

拓宽视野、涤荡灵魂，成就佳作名篇；而

多少山川草木，因其融汇历史、饱含人

文而愈有魅力。

旅游，本质上是人们认识世界、感

悟人生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

且以诗意共远方。5年前，在国家顶

层设计层面，文化和旅游正式“联姻”，

开创了文旅融合新时代。

文化旅游为什么要融合？

在悠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文化和

旅游本就是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文

化与历史景观的结合也开启了文旅融

合的先河。

漫长的岁月里，人类不断迁徙、流

动。这种迁徙，就是旅游的最初表现形

式。而在长时间的迁徙过程中，又逐渐

形成特定人群，孕育出特定文化。

这些文化碎片散落在大地上，化成

面目斑驳的摩崖石刻，变出“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园林，镶进游神的人间烟

火里，也钻到蒸汽氤氲的美食中。

一代代旅人在路上寻找和拼接这

些碎片。对于文人来说，旅游如探宝，李

白游历峨眉山后，创作出《蜀道难》；登

顶秦岭奇峰后，创作了《登太白峰》；游

览安徽宣城敬亭山后，书写了《独坐敬

亭山》。“文”与“游”于其中水乳交融。

伊本·白图泰曾在元代中国游历半

年之久，足迹遍布泉州、杭州、广州等

地，并著书详细记载，留下赞叹。他的中

国之行沟通了中国与非洲、阿拉伯世界

的友好往来。

明代杰出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

一生以身许山水，留下了被人誉为“世

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鸿篇巨著

《徐霞客游记》，堪称文与旅融合的最佳

“代言人”。其中，他数次入闽，在八闽的

山水间留下许多佳话。

时光流转，诗带人们去远方，而远

方又滋养了人们的心灵，孕育出新的诗

歌。余光中凝望时空中的虚影，创作出

《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

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

半个盛唐。”惊艳大众，引得更多人奔赴

旅途，寻找诗意。而这些你来我往的人

也变成了文化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合

奏出诗与远方的欢歌。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他们为什么去

旅行？

有人希望通过回归自然，消除疲

劳，缓解压力，这是人类养生之需；有人

想在奇险幽野的山岳、壮阔雄伟的江河

中获得美的感受和熏陶，这是审美之

求；有人对充满他乡情调的文明、风光、

民俗满怀好奇，这是求知之欲。

按照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

层次理论，这些都属于高层次的文化

需求。可以说，文化是人们对旅游的终

极期待。

“所有的古镇都长着同一张网红

脸，特产都从一个小商品市场批发。”

过去，许多游客的吐槽折射出一个道

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于旅游，早已上升到了追求精神文化

层面的享受。

在这种情况下，以文塑旅既是当务

之急，也是长远之计。文化成于无形、柔

软似水，却能直抵人心、凝结一切。搬来

的青砖黛瓦拼接的不过是仿古的皮，只

有以文化为旅游注入灵魂，才能打造每

个地域独一无二的精神 IP。

福建文旅灵魂藏在哪里？

一方山水，一方文化。自唐以来，福

建文化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

吸收厚重博大的中原文化、古朴别致的

闽越文化、绚丽多彩的海洋文化，福建

逐渐成为中国重要文化区域，赢得“海

滨邹鲁”之美誉。

行走福建、读懂福建，从读懂福建

文化的“根”“魂”“脉”开始。

—— 以 文 化 人 ，厚 植 崇 文 重 教

之“ 根 ”。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从城市上空俯瞰省会福州，一片古

民居建筑群黛瓦相连：以南后街为中

轴，西边三座坊、东边七条巷，串联起

200 多座古厝，宛若喧嚣市中心的一颗

耀眼明珠。

西晋时期，中原八姓入闽，衣冠南

渡。士人望族日渐聚居于此，亲密无间、

诗书传家。19世纪以来，风雨飘摇中，觉

醒的思想之光刺破迷雾，照彻神州大

地，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觉民等一

批风云人物从三坊七巷走出，担时代之

梁、唤民族之志。

徜徉坊巷间，科学与爱国的思想

之光璀璨依旧；“苟利国家生死以”的

赤诚情怀、“十无益”的谆谆家训荡气

回肠；《与妻书》的英雄气概与儿女情

长催人泪下……

历史，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而成

的艺术。福州，这座远离政治文化中心

的城市一跃成为近代思想解放的烽火

台，与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密不可分。

宋朝时期，崇文重教的基本国策达

到空前高度。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福建的文教也空前兴盛，两宋间福建进

士及第者有近六千人。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

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在闽北南平

“琴书五十载”，继承孔孟儒学的基础，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性的继承、整

合与创新，创立了具有哲学意义的朱子

理学，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并远播东南

亚和欧美等地。其学术前辈与精神源头，

有号称“南剑三先生”的杨时、罗从彦、李

侗，也皆为南剑州即今南平一带人。

这些文化根系，伸展在福建的丹山

碧水间。寻访朱熹园、五夫镇等地朱子

文化遗址遗存，依稀可见这位儒学大师

治学、传道、授业的飘逸身影，亦可从

《建州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探源其民

本思想；从陆游《题武夷》“三十六奇峰，

秋晴无纤云”、辛弃疾《武夷棹歌》“费尽

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中，一窥

被当地人称为“三翁”谈儒论道、吟诗作

对的真挚友情。

—— 向 海 而 歌 ，铸 就 爱 拼 会 赢

之“ 魂 ”。

自古以来，福建就有经略海洋的历

史，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在陆地之

外，建造出一个“海上福建”。

宋元时期，福建泉州就是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泉州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一

大港口。

即便是清朝“闭关锁国”的海禁政

策，也未能封锁住闽人对海洋的向往。

当时，漳州月港是全国唯一的“特区”，

中国商人可以由这里出洋贸易。

19 世纪末，许多闽南人纷纷“下南

洋 ”，依 靠 吃 苦 耐 劳 的 性 格 和 拼 搏 精

神，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创造出一个又

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唱着“爱拼才会赢”

的福建人，不断发展民营经济、续写“晋

江经验”新篇章。

向海而歌，于艰辛中锤炼百折不挠

的筋骨，在交流中涵养开放包容的气

度。璀璨的海洋文化就这样刻进福建人

的基因里，融进福建人的生活中，迸发

出蓬勃的生命力。 （下转第二版）

且以诗意赋山海且以诗意赋山海
□□屏山君屏山君

福州解放大桥东西两侧水域连同南北两岸，被称为“闽江之心”，已成为福州新的城市会客厅。 本报记者 林熙 摄

本报讯（记者 郭斌） 今年

以来，我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加速

回暖、强势复苏。以武夷山景区为

例，今年一季度共接待游客 92.45
万 人 次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36.9%，实现总收入5488.87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各地文旅市

场将继续保持热度。携程网发布

的“五一”假日旅游数据显示，虽

然距离“五一”小长假还有半个

月左右时间，假日旅游需求已提

前释放，目的地为福建的旅游订

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10倍。在

国内游方面，截至 4 月 6 日，通过

携程报名国内出游的订单量同

比增长超 7 倍，长线旅游订单同

比增长 811%。其中，福州等地“五

一”假期旅游的预订量已超 2019
年同期。

从国内自驾游情况来看，截

至 4月 6日，“五一”租车订单量同

比增长超八成。福州等地租车订单

增速排名靠前，成为今年“五一”自

驾游新晋目的地，游客用车时长和

用车出行距离也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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