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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质按量完成任务，按时交付海外客

户。”日前，在福建荔城经济开发区黄石工业园，莆

田市诺斯顿电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东一边

带记者参观，一边提醒工人。

诺斯顿公司创办于 2006 年，如今已是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

有 10 多项发明专利。主要研发液晶显示器、高端

显示模块及软件，生产计步器、智能家居配件、数

字温湿度计。

林志东毕业于厦门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创业之初，他从自身所学出发，选择在对口的行业

默默耕耘。时至今日，他依然专注于电子领域。林

志东认为，企业规模不一定要大，产品不一定要

多，但一定要做精做细，不断推陈出新。

走出生产车间，来到办公室，林志东从桌上随

手拿起一款小巧的电子产品，向记者“炫耀”。这是

一个无线充电器，从外观上看，整体材质像是实

木，颜色淡黄，显得简洁、时尚。产品上端可用于充

电，前端可显示文字和数字，功能可根据客户需求

进行定制。

说起无线充电器，时针要拨回到 3 年前。当

时，在莆田科技部门组织下，林志东跟其他民营

企业家一同前往中国科学院，参加一场产学研对

接活动。现场，林志东介绍了项目意图和产品构

想，主要是结合莆田木雕技艺，展现电子产品的

地方特色和文化附加值。这一创意得到技术专家

的认可，双方一拍即合。不久后，中国科学院海西

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汪凤翔带队

投入研发。

项目实施过程中，林志东遇到经费难题。在莆

田科技部门的协助下，诺斯顿公司无线充电器项

目成功立项，纳入 STS 项目管理范畴。STS 是中国

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立项后，项目可获得相

应的经费，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2021 年，无线充电器产品一经推出，就深受

韩国和日本客户青睐，每个月能卖出几万件。”林

志东说，一开始，为了保护新产品，公司自行生产

无线充电器木质外壳，后来市场上同类产品多了，

就把业务外包给仙游县木雕加工厂。

电子产品更新迭代快，意味着技术研发的步

伐要及时跟上。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在人才和创新，

林志东深谙此道。他注重培养公司研发人员，越来

越重视产学研合作。近年来，诺斯顿公司频频与国

内高等科研院校“联姻”，形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目前，诺斯顿公司有 38 名研发人员，另有多

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省级科技特派员。同时，诺斯

顿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

究所共建“智能高效无线电能传输技术联合研发

中心”，持续创新科技成果。此外，诺斯顿公司还建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省级企业研发中心等科研平台，供省内高校人才开展研究。

随着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诺斯顿公司在销售渠道上也适时调整，构

建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新格局。“借助线上平台，采用 B2B 模式，迎合

市场发展趋势和年轻消费群体，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牢牢抓住主动权。”

诺斯顿公司总经理郑凯晏说，“创新是全方位的，也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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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

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

局，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指引宣传思想文化事

业在举旗定向、正本清源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气象、迈向新征程。

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新时代宣传思想
文化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燕山脚下，国风浩荡，文脉不绝。

2023 年 6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中轴线北延

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

走进国家书房，总书记的目光望向顶部中央藻井内的星

空穹顶。穹顶上，宋代石刻天文图展现古人智慧，星汉灿烂、浩

渺深邃；书房内，15 组巨型书柜陈列近 3 万册新中国精品出版

物，思想的星空蔚为大观。

文明生生不息，思想与时俱进。

次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并强调，这些重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

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

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10 年前的 8 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语重心长：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

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

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清醒冷静的叩问，贯穿着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远虑深谋。

这是全新历史坐标下的重大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应当如何凝心铸魂、高举旗帜？

这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呼唤：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

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

想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攀登新的思想

高峰，应当如何总结经验、把握规律？

这是赓续历史文脉的高度自觉：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

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应当如何主动作为、再谱华章？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

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紧扣时代脉搏，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问题导向，宣传思想

文化领域气象日新。

正本清源，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

领导——

2013年 11月，北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在这一正式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大幕的重要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席话振聋发聩：

“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

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

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

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随着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和社会格局深刻调整，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

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

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一锤定音：“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

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两度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

作必须全党动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

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在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

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

了认识迷雾，校正了工作导向。

方向明，则思路清。一项项针对性举措应运而生：

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制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以党内法规形式明

确各级党委（党组）的责任；坚决反击各种歪曲丑化亵渎英雄

烈士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制定出台英烈保护法；重拳整治网

络生态乱象，建立中央、省、市三级网信管理工作体系；制定第

一部关于宣传工作的基础性、主干性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宣

传工作条例》，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有

力指导和支撑……

立破并举、激浊扬清，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从

根本上得到扭转，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守正开新，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

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021 年 7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

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这是“两个结合”重大论断首次正式提出。

此后，“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

在武夷山下的朱熹园表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殷墟强调“我们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两

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持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

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论述不断深入，表明我

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

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固本培元，从赓续历史文化中坚定自信——

四川眉山，三苏祠。百年银杏、千年黄葛，生机盎然。

2022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实地考察千年

古祠，深有感触地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

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

‘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下转第二版）

铸 就 中 华 文 化 新 辉 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9 月 28 日 9 点 15 分，G9801 次列车准

时从福州南站驶出，福厦高铁正式开通运

营。首趟列车上，不少前来体验的游客兴

奋地分享乘坐体验。

截至 10月 5日，福厦高铁累计发送旅

客 17.7万人次。开行的列车似一条钢铁长

龙穿越山脉、跨越海湾，在山海间腾跃，串

联起福建丰富多彩的山海景观，给福建文

旅带来更多可能。

快行和慢游，如何相互促进？

时速 350 公里——福厦高铁的亮相，

用“中国速度”带来时空距离的进一步缩

短，也带来福建旅游的更多可能性。

乘坐福厦高铁，来到了泉州。得益于

自身所拥有的优质旅游资源，“半城烟火

半城仙”的世遗之城名声在外。

泉州素有“闽南戏窝子”之称。中秋国

庆假期，泉州推出“1+N”演出体系，开展

多场《遇见泉州》大型沉浸式情景文艺演

出，在梨园古典剧院、泉州南音艺苑、泉州

木偶剧院、泉州非遗馆等场所开展常态化

演出，南音、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等轮

番上阵，热闹非凡，推动地方传统戏曲表

演融入旅游体验。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这也是一座年

轻的城市。交通便捷与快速为深度游创造

了空间，具有“多元文化宝库”盛名的泉州

成为游客抵达的最佳选择。假日期间，泉

州 全 市 22 处 世 界 遗 产 点 共 接 待 游 客

107.28万人次，同比增长 153.8%。

泉州22处世界遗产点中，鲤城区集中

了8处，古城整体纳入世界遗产“缓冲区”范

围。秉承“留人留魂留乡愁、见人见物见生

活”理念，泉州古城保留了原住民，古城街

巷改造、文旅业态升级皆围绕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进行。在泉州街头不设目的地

自由漫步，游客既可以和古老的世遗点对

话，也可以听生活在这里的人诉说他们的

故事，让人感叹“活着的古城”名不虚传。

如今，云展览、云直播替代双脚，让人

足不出户就能抵达远方。但交通的快捷，

让人们有了走出屏幕，用双脚和双眼亲自

感受世界的动力。

以泉州为例。当游客抱着不同的目的

来打卡，他们发现，到此旅行的方式变得

很简单——或是漫步，或是骑上单车“小

橙”，或是搭乘古城社区巴士“小白”。在坊

巷间传承发展的千年历史文化，因其厚

重、丰富、多元，让人流连忘返。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搭乘快

捷 的 高 铁 ，来 一 场 慢 下 来 的 旅 行 。在 福

建，从热门景点到菜市场、戏剧场，从“说

走就走”“特种兵式旅游”到“城市漫游”，

旅 行 的 目 的 正 回 归 于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体

验——慢下来，链接此地的人、事、物，在

旅行中创造有品质的生活。

“高铁+文旅”，如何融出新天地？

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

乘坐福厦高铁抵达泉州南站，眼前的车

站，瞬间将游客拉入“闽南风情”之中。

距离泉州南站不远处，是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晋江梧林传统村落。行走在百年

侨村内，闽南官式古大厝与西洋建筑美学

交相辉映，红砖白石，绿树成荫，在天地间

勾勒出一幅色泽鲜明的水彩画。

“原先到梧林，从泉州市区开车过来

需要 40 分钟，现在从泉州南站下车只要

10 分钟车程就到了。”假期，不少游客搭

乘福厦高铁到泉州南站，打卡体验式闽南

侨文化度假目的地。

泉州南站是福厦高铁开通后泉州地

区新增的三个高铁站之一。泉州南站、泉

州东站和泉港站的开通，串联起晋江、石

狮、泉州台商区等多个景点，进一步增加

了泉州景区的通达度。为方便旅客出行，

泉州首批规划了 15 条公交线路，服务三

座新建高铁客运站。

在旅游大众化的趋势下，铁路的“大

交通”与“大客流”独特优势进一步彰显，

铁路旅游时代正在来临。2018 年，随着南

龙铁路正式通车，我省环闽动车线正式形

成。当前我省铁路初步形成“三纵六横”的

铁路网格局，高铁将八闽大地丰富多彩的

山海景观串联起来，迎接八方游客。

日前，省文旅厅在全省开展“来福建，

坐火车，一路山海一路歌”金秋文旅推广

季活动，策划“清新福建”旅游列车 10 大

精品线路，按照建筑打卡、山海之旅、绿色

八闽、非遗体验、海丝探秘、红色经典、茶

山疗愈、美食寻味、客家文化、璀璨夜景等

10 个主题推出，整合铁路沿线 A 级旅游

景区、旅游度假区、金牌旅游村镇、红色旅

游点、文博场所，通过一程多站、以站联动

的方式，串联福建优质文化和旅游资源。

在假期来临前，通过多渠道向大众推介，

打响福建“铁路旅游”品牌。

随着福厦高铁开通，列车在省内串联

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黄金旅游通道，“坐高

铁逛八闽”成为一种新潮的福建旅游打开

方式。

“高铁+文旅”深度融合，催生高铁与

热门景区、高星酒店、旅游综合体等多要

素组合，带来旅游业态持续更新——

（下转第三版）

一路山海一路歌
——从福厦高铁长假首秀看“高铁+文旅”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蒋丰蔓

福厦高铁首趟列车上，莆仙戏演员带来精彩表演。 本报记者 林辉 摄来自泉州的蟳埔女用手机拍摄车窗外的风景。 本报记者 林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郭斌） 中秋国庆假

期，虽受台风“小犬”影响，假期后三天沿

海部分景区关闭，但全省文旅市场整体安

全有序、供需两旺。据第三方测算，全省接

待 游 客 3949.41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323.86 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比上年同期

增长 18.0%和 33.2%，分别恢复至 2019 年

国庆假日的 106.1%和 104.7%。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大众出

游热情高涨。节前，时速 350 公里的福厦

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坐着高铁看大海”成

为旅游热点。我省以此为契机，深化“铁

路+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推出“清新福建”

旅游列车 10 条精品线路。假日期间，乘坐

动车高铁出游的游客比例达 21.3%，同比

提高 7.7 个百分点。福厦高铁沿线的福州、

莆田、泉州、厦门等地 4A 级以上景区接待

游客人数分别同比增长 39.4%、154.3%、

98.4%和 26.4%。福州推出多条 2～3 日玩

转福州线路，邀请游客前来感受福州魅

力；厦门推出“乘福厦高铁 游诗意厦门”

旅游线路，引导游客“快进慢游”深度体

验，厦门邮轮母港的中秋国庆海上赏月专

属航线多个航次船票售罄；泉州串联非遗

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对外展现世遗典范城

市、海丝名城风采，泉州西街累计接待游

客 51.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4%；漳州古

城等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持续点

亮假日夜生活，成为文旅消费新选择。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到非传

统旅游目的地体验“慢生活”度假乐趣，小

众反向旅游受追捧。三明、宁德等地入围

“国庆反向游”携程热点榜；南平、泉州、三

明、莆田、漳州 5 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文

旅部推出的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吸引

众多游客赏秋景、品秋韵、享秋实。“订单

来了”平台数据显示，宁德酒店预订率居

全国热门城市第 5 位，霞浦县民宿预订率

居全国县区第 6位。 （下转第三版）

8天长假福建旅游收入逾323亿元
全省接待游客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恢复至 2019年国庆假日的 106.1%和 1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