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2023 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鲤城营在著
名侨乡泉州开营，20 名华裔青少年来到泉州这座世遗之城，
开启“寻根之旅”。图为华裔青少年走进泉州蟳埔渔村，探访独
特的蛎壳古厝。 林升 摄

▲日前，第二届“世遗泉州·多彩磁灶”文化旅游节系列活
动——“世遗泉州有个磁灶窑”文旅嘉年华在泉州西街肃清门
广场开幕，为泉州市民及游客献上了一场富有海丝特色的文化
盛宴。图为工艺师现场展示琳琅满目的磁灶窑非遗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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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 提供文旅新服务

“听说泉州罕见地成功申报了以城市命
名的世界遗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我一直想
来看看，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在这里，我不仅
大饱眼福，更意外的是享受到完善的旅游设
施和服务。”前不久，泉州西街人潮涌动，不少
导游正带着游客有序参观，来自广东的黄先
生拿着相机，边拍照边对记者感慨。

为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助力世
遗热潮赋能文旅经济发展，两年来，泉州市
以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为目
标，从制度、法规、要素保障、能力建设等方
面实施提档升级，高标准做好保护利用。一
方面，成立泉州市世界遗产保护管理领导
小组，市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另一方面，
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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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泉州世界
遗产的保护、管理、研究、利用及相关活动
进行系统规范。

在此基础上，泉州市文旅集团推出泉
州市智慧旅游云平台，整合了门票售卖、景
区博物馆预约、线路规划、特产介绍、游玩
攻略等全域全程服务。“现在每天有 1 万多
人次上我们小程序使用预约、浏览路线等
服务。”该集团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让来到泉州的游客享受到“一条
龙”的便捷旅游体验，泉州还发布“世遗泉
州·全域旅游卡”，将清源山、世贸海上丝绸
之路博物馆、科技馆等 30 多家景区门票
预订及购买，以及周边住宿、自助餐、伴手
礼甚至养车服务等消费项目串联起来。

此外，“五一”前夕，泉州市还在古城设
置 23 个文旅服务驿站，设置移动公厕大
巴，增设 25 个简易公厕，协调机关企事业
单位在节假日开放内部停车场，启用溪后
池、笋江公园、凯德广场、源和 1916 创意产
业园等 6 处接驳停车场，增加机动车停车
位 1000 余个；启用 24 处非机动车停车场，
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约 8500 个，尽可能完
善“吃住行游购娱”各项旅游配套设施，为
游客提供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

考古+利用 涌动文旅新魅力

“我们希望借助这些创新产品，将泉州
风情推介给更多用户，让大家都能喜欢上
泉州。”支付宝文旅福建大区负责人郑惠红
告诉记者，泉州市文旅集团联合支付宝共
同发起“线上文化节”，通过视频打卡的方
式，推出世遗故事、“世遗主题”乘车码和付
款码皮肤、“答答星球”专区互动问答等一
系列新玩法。

活动第一阶段，在支付宝观看泉州世
遗视频的网友就达 1 亿多人次，共有 55 万
人领取世遗主题的红包码、出行码、付款码
皮肤。

“线上文化节”的成功举行，是泉州强
化考古能力建设，活化利用世界文化遗产
资源，打造沉浸式体验文化旅游最佳目的
地的一个缩影。两年来，泉州在不断推进考
古能力建设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节，开发
多样化的线上玩法和游戏体验，让文物和
文化活起来。

据介绍，两年来，泉州市加快考古遗址公
园规划建设，已有德化窑、苦寨坑窑遗址获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磁灶窑金交椅山窑址
入选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南外宗正司遗址、安
溪青阳冶铁遗址获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不断推进的考古项目，为泉州文旅经
济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文化资源。泉州市
文旅集团借此开发了“探秘世遗·寻宝古
城”，鼓励市民在世遗点位打卡、通关、获得
礼品。

与此同时，泉州遗产标识系统也不断

完善，普通话、闽南语以及英语、日语、韩语
等 5 种语言智慧讲解已上线运用；世界遗
产文创开发更加丰富，安踏、匹克等品牌都
开发了泉州世界遗产联名款。

鲜活涌动的世遗魅力，在今年“五一”
期间引爆泉州旅游市场。

“一房难求、一导（导游）难求、一车难
求。”今年“五一”前夕，泉州市一家旅行社
的古城资深导游对记者表示，往年春节过
后，旅游就转入相对淡季，但今年泉州旅游
业却呈现持续旺季态势，自驾游和旅游团
的数量不断增加。

泉州旅游协会导游分会理事邱联锋也
告诉记者，“五一”节前，很多省外自由行游
客通过携程等平台预订泉州市区的悦华、文
华等星级酒店，靠近市区西街和古城奎霞巷
的民宿早被预订一空；旅游大巴车、导游服
务也供不应求。“往年长假只是古城住宿紧
张，今年泉州整个市区的酒店以及民宿几乎
都住得满满当当。”

百度地图大数据显示，泉州在“五一”
假期全国车辆累计净流入城市排名中首登
榜首，成为“五一”期间全国车辆累计净流
入最多的城市；在线文旅服务平台“去哪
儿”网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泉
州上榜“全国‘五一’假期酒店预订增幅

TOP10”，排在第 4 位。据统计，今年“五一”
假期，泉州市接待游客人数突破 300 万人
次 ，同 比 增 长 95.0%，按 可 比 口 径 恢 复 至
2019年同期的 142.9%；实现旅游收入 21.50
亿元，同比增长 110.2%，按可比口径恢复
至 2019年同期的 121.3%。

世遗+非遗 渐成文旅新趋势

在充分保护利用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
上，泉州还将世遗与非遗嫁接融合，让文旅
经济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泉州目前拥有世界级非遗6项、国家级
非遗 36 项、省级非遗 128 项、市级非遗 262
项、县级非遗 628 项，是全国唯一拥有联合
国三大类非遗项目的城市。依托“开发促进
保护，利用带动传承，旅游扩大影响力，市场
激发非遗生产力和生命力”的保护模式，泉
州市将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文化产业
有机融合，“在世遗之城赏非遗”渐成泉州文
旅新趋势。

今年端午假期，全市文旅活动供给丰
富、民俗体验精彩不断，世遗游、古城游热度
攀升，民俗非遗游、生态休闲游等产品人气
兴旺。剪纸、蟳埔簪花围、提线木偶、少林五
祖拳……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走

进泉州各个景区，为八方游客展现海丝名城
的优美风韵和世遗之城的独特魅力，成为一
道别样的风景线。

为抢抓端午及暑期旅游热潮，泉州市文
旅局还推出 7 条“世遗泉州·精品线路”、12
条“世遗+非遗”旅游线路，从博物馆到考古
现场，从泉州市区到山川滨海，带领游客饱
览千年泉州的历史文化，品味街头巷尾的古
早美食，倾听流传千年的南音与梨园，感受

“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的独特魅力。
此外，鲤城区打造“古韵鲤城·文化之

旅”品牌，鼓励传承人在古城设立传习所，
带动新兴文创旅游业态；晋江市举办两岸
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和“古早味家宴菜谱”
市集，推出“水上掠鸭”、“嗦啰嗹”、文艺汇
演等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视觉和味觉
上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石狮市举行闽台
对渡文化节、永宁古卫城暨城隍文化节等
活动，鼓励文创研发和生产；惠安县建立惠
女文化产业创作基地，建设雕艺文创园和
雕艺博物馆，推动石雕产业发展……

“现在的游客都热衷于体验非遗，人们
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之美。这说明通过
文旅部门开发旅游市场的努力，进一步激
发了非遗的生产力和生命力。”泉州市木偶
剧团团长洪世键说。

上半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815.9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31.83亿元，“五一”假期车辆流入领先全国

世遗IP，点燃泉州游
□本报记者 郭斌

时值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记者了解到，“宋元中国 海丝泉州”的
世遗 IP已逐步形成，带动泉州文旅融合步伐不断加速。今年上半年，
泉州市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3815.9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49.4%；
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 431.8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0.8%。来自支付
宝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市文旅消费金额比去年上
半年增长了将近200%，外地游客人数同比增长超过230%。

2021 年 7 月 25 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闪耀世界舞台，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瑰宝。22个
世遗景点、海港与寺庙结合形成的独有城市文化，让泉州这座城市受
到越来越多关注。“申遗热”转化成“旅游热”，不仅让这座城市沉淀千
年的历史文化在海内外游客面前焕发新生，也展现了泉州推进文旅融
合的亮眼成效。

核 心

提 示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永安的三明埔岭汽
车工业园，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条条生产线正开足马
力，紧锣密鼓忙生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刚刚下线的海西换电式新能源自卸车。

“这款车是我们通过沪明合作，借助上
海新能源产业优势资源合作研发的，目前正
在进行市场推广，即将实现量产。”重汽海西
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潘林介绍，他们还与上
海前晨建立新能源轻卡个性化产品研发和
定向专属代理销售合作，市场订单已突破
1000辆。

产业铺路，激活发展新动能。乘着沪明

对口合作的东风，永安市与上海市浦东新区
跨越千里、双向奔赴，以更大力度、更高效
率、更实举措深化拓展“浦永合作”。

如何在增强革命老区“造血”功能的同
时，为上海产业链拓展提供更大空间？

永安市以新能源汽车为切入点，三明埔
岭汽车工业园紧抓沪明合作、浦永合作机
遇，寻求双方新能源优势资源，打通产业合
作资源供应端、产品制造端、市场销售端、运
营推广端等新能源商用车全产业链条，全方
位融入“电动福建”建设，打通产业合作有效
路径。

“除了项目合作，我们还聚焦产业基金、

人才交流、对口招商、产业链配套，加强与上
海的精准对接，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三明埔
岭汽车工业园管委会主任罗长胜说。

石墨和石墨烯产业是永安加快高质量
发展的另一重要“引擎”。

沪明牵手合作一年来，双方充分发挥资
源、空间优势，探索“上海研发+三明制造”

“上海品牌+三明制造”“上海总部+三明基
地”等模式，做好“筑巢引凤”文章，搭建供需
对接平台。

上海福碳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于浦东
新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高端等静压
石墨材料及器件的科技型企业。如今，该企

业在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建成了年
产能 3000吨的生产基地。

“我们的团队来自上海，之所以落户永
安，就是看中了这里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科学
的产业链布局。”福碳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纪斌说。

浦永合作开展以来，永安市石墨和石墨
烯产业园积极搭建产业孵化平台，降低入驻
企业落地成本，促进技术成果产业化，推动
特色产业延链补链强链。2022 年，该园区实
现产值 34.6 亿元，连续 6 年增长超过 25%，
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浦永合作走深走实，喜讯纷至沓来：引
进浦东新区企业成立三明首个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永安浦积基金，已完成 5500 万
元投资；拟投资 1 亿元的上海纺织智能设备
生产项目稳步推进，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
值 1.17亿元；零部件配套等领域合作进一步
深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不断完善……对口
合作各个领域逐步结出硕果。

永安：产业铺路，“上海亲戚”越走越亲
□本报通讯员 魏兴谷

连日来，连城县四堡镇满山花果飘香、人头攒动，省内外游
客纷纷采摘品尝新鲜芙蓉李果。

7月 31日，走进四堡镇洪星家庭农场，一名身穿四堡客家女
服饰的红衣女子时而在果园拍摄采摘芙蓉李的抖音视频，时而
在包装芙蓉李果现场直播带货，时而进厨房烹饪佳肴接待客人，
忙得不亦乐乎。她就是回乡创业的福建省发展农业产业带头人
邹莉蓉。

“近段时间水果丰产，但是气温高，采摘时间紧，赢得时间才
能赢得增收。”邹莉蓉说。

从福州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后，邹莉蓉曾经在厦门、泉州
等地工作。得知家乡一些种植规模小的果农面临销售难的问题
后，她毅然返乡，在洋科里山场开辟果园，创办洪星家庭农场，种
植了水蜜桃、油桃、芙蓉李、油柰、杨梅等果树共 120 多亩，认真
钻研种植管理技术，并无私传授给家乡农户。

经过她的不懈努力，洪星家庭农场桃、李、柰等水果亩产达
到 2500 公斤至 4000 公斤，总产值达 81 万元。2021 年，洪星家庭
农场被省农业农村厅授予省级家庭农场称号。

在此基础上，邹莉蓉 2020 年开始参加县电商办培训，投
身 抖 音 等 网 络 平 台 ，帮 助 20 多 户 获 得 激 励 性 帮 扶 政 策 的 果
农推销水果。当年，实现网销水果 20 余万公斤，销售额 50 多
万元。

为广交客商，邹莉蓉把自家住房改建为带有民宿功能的农
家乐，让到四堡镇收购水果的外地客商有了舒适的洽谈业务和
住宿场所。这里逐步成为四堡果农水果外销的信息中心，为四堡
水果的外销带来很多“回头客”。2022 年，四堡洪星农家乐被列
为龙岩红古田乡村振兴培训中心实训基地。

“回乡创业有前途。发展水果产业，农村致富天地宽。”在帮
助老乡尝到甜头后，邹莉蓉对自己返乡创业之路越来越自信。

为家乡铺就桃李致富路
——记返乡创业“新农人”邹莉蓉

□邹善水 沈桂芬 卢凡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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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莉蓉（左）在果园拍摄采摘鲜果的抖音视频。

本报讯（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吴火招） 7月 31日，清流与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共建的化工新材料产学研专家工作站在
清流县签约、揭牌。

清流县拥有丰富的萤石矿资源，以此为依托的氟新材料产
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当前已形成环保型氟碳化学品、
高级无机氟化物、含氟医药中间体、含氟聚合物、含氟新能源精
细化学品等五条产业分支，全产业链产值和税收分别占全县规
模工业总产值、总税收的 58％、68%。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氟新材料产业链，清流县加大在科研和
人才方面与高校对接。此前，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多次组织专
家对清流化工新材料等产业开展调研考察，并组织学生到相关
企业进行实习实践，不断深化校地合作，加强校企联动。

据了解，专家工作站成立后，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将根据
企业人才、技术需求，推荐校内知名专家、教授担任清流县政府
顾问，提供人才柔性服务。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将积极发挥在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优势，结合清流县资源
丰富、化工新材料企业较多等实际情况，通过科技服务、决策咨
询、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人才就业等合作，推进清流化工新材料
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促进产学研合作，实现双方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校地合作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清流化工新材料
产学研专家工作站成立

本报讯（记者 林蔚 通讯员 郑能翀） 近日，省发改委核准
通过永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这标志着永安抽水蓄能电站前期
工作基本完成，正式进入开工建设的倒计时。该项目是目前福建
省“十四五”重点核准开工的 3 座大型抽水蓄能电站中首个通过
省发改委核准的项目。

永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位于永安市小陶镇境内，总装机容
量 120万千瓦，总投资 75亿元，是永安有史以来单体投资最大项
目。项目为日调节纯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主要承担福建电网的
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相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电站工程
由上水库、下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和开关站等主要建构筑
物组成，首台机组发电工期 60个月，总工期 69个月。

项目计划今年三季度开工建设，预计 2029 年首台机组投
产，2030 年 4 台机组全面投运，在促进新能源消纳、推动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
用。建成投运后，该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 12.6 亿千瓦时，年均税
收 1.8 亿元，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66 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气体
165 万吨/年、二氧化硫气体 0.6 万吨/年、氮氧化物 0.5 万吨/年、
烟尘 0.7万吨/年，实现“生态+经济”双赢。

据悉，该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于 2022年启动。去年 9
月，项目通过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并相继完成了用地预审与
规划选址、移民安置规划、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相关专题工作，
为项目顺利通过核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加快项目前期工作，永
安市专门成立抽蓄项目指挥部，推动前期进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仅用 9 个多月就完成核准所需全部专题审查和批复，实现项目
推进速度从“跟跑”到“领跑”。

永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获核准
建成后预计年均发电12.6亿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