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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由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

资银行部、福建省分行，泉州市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泉州市商务局联合主

办。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李

强，泉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景春，中

国上市公司协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程凤朝，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资银行

部副总经理程斌宏，中国工商银行福

建省分行副行长王昌盛，泉州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泉州市商务局、中国

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泉州监管分局相

关负责人，华泰联合证券、工银投资、

工银国际、工银安盛、工银理财等专家

和安踏集团、达利集团、恒安集团、九

牧集团、百宏集团等泉州市百家知名

企业负责人超 200人参会，共同探讨做

大做强企业、助力产业升级的高质量

发展路径。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福 建 省 分 行 行 长

李 强 表 示 ，工 行 是 发 展 投 行 业 务 的

“排头兵”，将通过多元投行服务，为

企业提供更广泛的投融资机会。将整

合泉州市政府、工银集团、企业客户

等 各 方 资 源 优 势 ，聚 焦 投 行 并 购 业

务，深化多方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共

赢，以更卓越的投行业务，为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泉州篇

章作出更大贡献。

泉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景春表

示，当前泉州迎来“带头实施新时代民

营经济强省战略”的重大机遇，工商银

行总行选择泉州作为全国“百城万家

并购行”系列活动的启动城市，是对泉

州政银企良性互动的高度认可，希望

工商银行继续发挥国有大行的引领作

用和“头雁”效用，助力泉州资本市场

服务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希望广大泉

州企业家用好国有大行平台，通过并

购重组加速资源、业务和价值链整合，

努力实现“1+1>2”的效果。泉州各级政

府各部门将为企业和银行搭建沟通对

接桥梁，为金融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创造更加优质的生态环境，共同开

创政银企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在与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中国

工商银行泉州分行、晋江分行与二十

家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据 悉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拟 于 今 年

在 全 国 百 个 城 市 开 展“ 百 城 万 家 并

购行”系列活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 提 出 的“ 建 设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

“ 坚 持 把 发 展 经 济 的 着 力 点 放 在 实

体经济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等要求，贯彻落实国家关

于“ 盘 活 存 量 资 产 ”的 重 要 战 略 部

署，以并购等工行业务的金融实力，

支 持 民 营 制 造 业 转 型 升 级 ，服 务 实

体经济，盘活存量资产，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专题

中国工商银行“百城万家并购行”系列活动
全国首场在泉州成功举办

2023年 6月 13日，“百城万家并购行 海丝名城产业兴”

泉州地区企业并购主题论坛在泉州成功举办。这是中国工

商银行“百城万家并购行”系列活动的全国启动和首场活动，

旨在落实支持实体经济、盘活存量资产的政策，立足泉州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着力点，以推动

企业盘活存量资产为目标，聚焦产业重点方向，全面服务企

业转型升级、国企存量资产盘活、上市公司控股权变更等细

分场景中的并购业务需求，以专业优质的金融服务助力泉

州企业实现价值发现、价值整合和价值提升，以更大的力度

服务泉州实体经济发展，以实际行动为泉州全方位推进高

质量发展、建设“海丝名城、智造强市、品质泉州”贡献新的更

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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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泉州分行与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工商银行晋江分行与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李强致辞。 ▲泉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景春致辞。

联系油纸伞非遗传承人、核对报名人数、完善活动方
案……11 日傍晚，福安市穆阳镇仰止祠内，管理员缪俭辉正
为今年端午节即将开展的“非遗文化走进乡村复兴少年宫”
活动忙碌着。

“油纸伞制作是这次活动的重头戏。作为‘穆阳三宝’之
一，油纸伞承载着穆阳人百年手艺，包括号竹、做骨架、罩面、
绘花穿线、上油等复杂工序。”缪俭辉不无感慨地说，随着熟
悉这些技艺的手艺人逐渐老去，现在的孩子对古镇的风物越
发感到陌生，“希望将油纸伞制作与穆阳历史介绍相结合，让
孩子熟悉‘老’手艺，进而品味乡情”。

青砖灰瓦、亭榭流水，仰止祠古色古香，这样的环境与传
承当地文化的活动相得益彰。“目前，仰止祠内常态化开设

‘爱故乡’讲坛、品读‘三贤’文化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承当
地优秀传统文化。”缪俭辉介绍。

记者在仰止祠内看到，这里还供奉着穆阳“三贤”缪烈、
郑寀（音同“采”）、谢翱的雕塑，不时有游客驻足了解“三贤”
的事迹。

近年来，穆阳镇对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仰止祠重新规
划升级，通过植入传统文化元素，打造新打卡点，进一步盘活
古镇文旅资源。

“古镇的核心在文化，穆阳文化的精髓在于‘古’，所以我
们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倡导在复‘古’中变出新花样，让闲
置建筑物、老街区在保存古风古韵的基础上再现活力。”穆阳
镇党委书记阮贵章说。

作为全国特色小镇、省第六批历史文化名镇，穆阳镇境
内具有丰富的明清建筑、文化民俗等资源。随着省重点项目
穆阳景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的子项目逐一落地，当地旅游

“家底”相继被唤醒，并获得进一步的梳理与提升，古镇文旅
被加速激活。

从仰止祠一侧小门走出，一家充满历史气息的民俗馆直
映眼帘，各式老物件琳琅满目。

“我们选择在这里开店，看中的就是古街厚重的历史文
化。随着穆阳文旅业逐渐形成气候，来店里选购的顾客也逐
步增多，一天能卖出不少。”商户苏增水说。

民 俗 馆 所 在 的 这 条 街 ，便 是 穆 阳 镇 另 一 个 网 红 打 卡
点——石马兜古街。

斑驳的墙体搭配大红灯笼、五彩油纸伞，眼前俨然戴望
舒笔下的《雨巷》。古街上偶尔听到几声叫卖，不时走过穿着
汉服拍照打卡的游客。

石马兜从穆阳溪码头径至印坪街，长约 300米，宽约 4米。
过去，基于水路发达优势，穆阳成为周宁、政和等闽东北县邑
的物资集散中心，连接码头的石马兜沿街商铺林立，商贾云
集，红极一时。

后来，随着时代变迁、交通格局变化，和许多古镇古街一
样，石马兜日渐冷清。

近年来，穆阳镇将石马兜古街的修复提上日程。“我们将
石马兜作为民俗工艺文化街来打造，策划生成总投资 1000
万元的石马兜（雨巷）民俗工艺街项目，通过邀请专业设计公
司入驻，开展古码头修复、沿街路面改造等工程，致力恢复古
巷昔日风情。”穆阳镇党委宣传委员林裙介绍。

穆阳镇还出台古街业态植入优惠扶持政策，引导传统手
工作坊、传统特色风味小吃等入驻。在石马兜古街内，“听月

楼”“木缘工艺”“有一家米酒坊”等近二十家特色商铺林立，
行业活态为老街带来生机，聚了人气。

穆阳镇四面环山，穆阳溪如一条绿色绸带，勾勒着古镇
的秀美。

从石马兜古街走出，夜色渐浓，穆阳溪两侧灯光被逐一
点亮，光与影的流转瞬间将古镇氛围感拉满。

沿着穆阳溪畔直行到达葛兰坂，这里传出的阵阵欢呼声
打破了夜色静谧。一道道水柱伴随着欢乐的音乐喷涌而起；
水幕墙上，斑斓的灯光投射出一幅幅绚丽的画；迎面而来的
水汽拍打在身上，在夏夜里倍感惬意。

来往的游客频频用镜头记录这美好的画面，并不由感
叹：“千变万化，太震撼了。”

在葛兰坂一侧的渡口，不少游客选择租上一条游船，泛
舟湖上，领略古镇风采。投放这些旅游设备的，正是由穆阳镇
五个街道居委会和穆阳村委会参与组建的穆阳古镇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

“我们瞄准镇里的旅游发展机遇，通过跨居联建，成立旅
游公司，拓宽集体增收渠道。”穆阳镇石马街居委会支部书记、
穆阳古镇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缪宜武介绍。

“从去年 10 月开业至今，我们共接待游客 50 万多人次，
创收超 20 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100 多万元。”缪宜武介
绍，下一步，五街片区还将通过“收储一批门店、打造一个中
心、投入一批游船、开发一个营地、建设一座乐园”，持续植入
新业态，进一步盘活古镇旅游。

14 日，在宁化县石壁镇客家学校，学生在学习制作客家
擂茶。这所学校开设了客家剪纸、客家刺绣、木活字印刷、客家
擂茶等特色劳育课，将民间传统文化融入劳动教育，助力孩子
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石壁镇石壁村是客家祖地，宁化县客家学校自办学之初
便致力于传承弘扬客家文化，提升校园文化品位。2023 年，客
家学校成功获批“福建省首批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

本报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夏淑珍 黄晓强 摄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廖金朋/文 陈安生/图） 近
日，摄影爱好者在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一只紫
线黛眼蝶雄蝶。这是该保护区有影像记录以来的第 308 种蝴
蝶，也是永安市的蝴蝶新记录种。

据悉，这只蝴蝶发现于保护区内的一座山峰。最初，发现
者认为其疑似黛眼蝶，但个体比黛眼蝶小，前翅腹面有两条点
斑或白线，翅背面黑褐色。经咨询鳞翅目分类专家后，确认该
蝴蝶为紫线黛眼蝶雄蝶。

紫线黛眼蝶属中小型眼蝶，幼虫以禾本科多种竹属植物
为寄主。国内分布于浙江、福建、四川等地，国外见于印度、缅
甸、越南等国。这种蝴蝶一年发生两代，成虫多见于 6至 10月。

此外，早前天宝岩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对摄影爱好者提供
的鸟类图片进行识别时，发现了保护区有名录记载但未有影
像记录的物种灰卷尾。经专家确认，所发现的是灰卷尾西部亚
种。这个亚种一般分布在云南、西藏一带，在福建实属罕见。

据悉，灰卷尾主要栖息于平原丘陵地带、村庄附近、河谷
等，停留在高大乔木树冠顶端或山区岩石顶上，或立于林间空
地的裸露树枝或藤条，多以捕食过往昆虫为生，飞行中时而展
翅升空，时而闭合双翅，作波浪式滑翔。该鸟种主要以蝽象、白
蚁和松毛虫等昆虫为食，也吃植物种子。

永安发现蝴蝶新记录种

紫线黛眼蝶紫线黛眼蝶 灰卷尾灰卷尾

福安穆阳：复“古”文旅 唤醒古镇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陈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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