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池府王爷的开基祖庙，厦门翔安马巷元
威殿在全球拥有 2500 多座分炉，仅在台湾就有
800 余座分炉、700 多万信众。“池王”到底是谁？
池王文化为何会成为联结两岸的重要纽带？

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被誉为“闽南四大古
镇”的翔安马巷人头攒动，池王神像和护送队伍
走上台前，台下站满男女老少。1 月 2 日，首届海
峡两岸（厦门）池府王爷文化叙缘大会（简称“叙
缘大会”）在这里举行。此次叙缘大会由海峡两岸
共同举办，以“扬池王民俗文化、促两岸融合交
流”为主题，共叙两岸共同民俗信仰之缘、共同血
脉相连之缘及共同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缘。

以文化为桥 加深相互交流

踏上石阶、跨过门槛、进出虔拜，王双秀已经
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回到翔安马巷。2024年刚
刚到来，担任台湾中华道教民俗文化学会副总会
长的她便带着 100 多名乡亲又一次来到这里祈
愿祈福，进香谒祖。

礼炮响起，鼓乐祝祷声中，舞者左手执龠、右
手秉翟，献上中国古代最高礼仪舞蹈八佾舞，万
众瞩目的叙缘大会正在进行。在两岸嘉宾的见证
下，池王祖庭文化研究院向台湾王爷联谊总会赠
礼，本次赠礼将作为首届海峡两岸（厦门）池府王
爷文化叙缘大会纪念信物，开启两岸池府王爷文
化接续交流交往的美好未来。

相传，池王爷姓池名然，文中举人武中进士。
明万历年间，池然调任漳州府道台时，在翔安与
南安交界的小盈岭偶遇差官，得知差官是奉玉帝

旨意前往漳州播放瘟药，裁减人口。池然不忍百
姓遭殃，随即设计智取瘟药自服，瞬间毒性发作，
脸色变黑，化身于马巷。玉帝得知后，委派在翔安
马巷元威殿为神，保佑乡里乡外万众百姓。

自古以来，池府王爷就以其治国安民、济困
扶危的精神深受两岸人民的崇敬和信仰，池王文
化成了联结两岸情缘的重要纽带。

“台湾大部分神明的祖庙都在大陆。”王双秀
向记者介绍，叙缘大会启幕后，他们将开展系列
活动，通过两岸人员的往来，进一步加深“两岸一
家亲”的融合发展。

以文化为媒 凝聚共同记忆

“惠政宏敷怀抱家国，明延敬畏昭事天下”，
这是悬挂于翔安区马巷元威殿上的一副楹联，彰
显着延续千年的家国使命与责任担当。作为两岸
池王祖庭及池王信俗发祥地的元威殿，还有一个
更加耳熟能详的名字——池王宫。每逢池王爷神
诞祭祀盛典，这里就吸引着海内外信众前来进香
请火，数百年来经久不衰。

对于马巷人来说，池王巡境是记忆中最古老
也是最隆重的民俗活动。鸣锣开道，鞭炮齐鸣，在
信众的护送下，历时一个多小时，池王爷神像绕
境巡游圆满完成。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巡境首
次有台湾宫庙 100多名信众参加。

翔安区马巷池王宫管委会副主任委员许长
春向记者介绍，他们每年接待的台湾进香团在
100个以上。一直以来，他们都积极通过池王文化
的交流，增强两岸民间文化的交流合作及两岸民
众的交流互动。

鹭岛鸡鸣，金门可听。翔安与金门隔海相望，
最近距离仅 1800 米，目前祖籍地为翔安的台胞
有近 40 万人，居住在翔安的金门籍乡亲等台胞
有 2500 多人。先民移居台湾后，把语言文化、风
俗习惯、祖宗牌位、神明信仰等也带到当地，池王
信俗便是其中代表。越过山川，跨过大海，在新家
园营建分灵宫庙的先民们，依然虔诚地供奉着来
自故乡的神明。去年，翔安区对马巷建厅后的首
部志书《马巷厅志》进行了校注，书中提到的翔安
与金门的人文往来，成为“翔金是一家”两岸情缘

的又一重要佐证。

以文化为引 激发情感共鸣

文化腔调互融，风物食俗相交，人间烟火灿
烂。池王神像前，信众祝祷祈福，虔诚的信仰，不
止于血脉，还在于文明。

去年 9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闽台社

会人文交流”“促进文化领域融合发展”“发挥民
间信仰精神纽带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信俗
交流活动”，本次池王文化的交流活动正是这一
文件精神的生动写照。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
任刘国深表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一项重要
的工作就是文化交流。本次叙缘大会是一个很好
的文化载体，伴随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共同的池王
爷文化将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从寻根谒祖、朝圣祭祀，到族谱对接、寻找同
名村，从纪念池府王爷的盛大游行，到随处可见
的风狮爷信仰习俗……翔金两地有着同样的祖
先、供奉着同样的神明、庆祝着同样的节日，在割
不断的血缘亲情的联系中，两岸基层民众越走越
近、越走越亲。

多年来，翔安区以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依
托，不断深化交流合作机制，以池王信俗为代表
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成为维系两岸“五缘”相通
的重要纽带。

文化交流迈步向前，带来的是系列经济交往
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落地在翔安的厦门
首个惠台金融服务中心，前不久举办的 2023 海
峡两岸种业博览会，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厦门翔安
机场、厦金大桥厦门侧等重大项目，都给两岸交
往带来更大契机。

下一步，翔安区将充分发挥对金对台优势作
用，以包括池王文化在内的民间信俗、闽南文化
传承为精神纽带，不断深化扩大两岸民间基层交
流，以经贸合作、设施相通为核心，携手台商台胞
共享翔安、厦门的改革发展新机遇，推动两岸同
胞走近走亲，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以文化之名，共促两岸友好
首届海峡两岸（厦门）池府王爷文化叙缘大会在翔安举办

□本报见习记者 林闻 记者 陈挺 通讯员 叶晓菲

叙缘大会现场 （资料图片）

全 区 新 增 商 事 主 体 2.96 万 家 ，同 比 增 长
5.8%；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明显 ，获国务院
督 查 激 励 ；位 列 赛 迪 全 国 创 新 百 强 区 榜 单 第
31 名……

过去一年，思明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
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不待扬鞭自奋蹄。2024 年，思明区将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在“发展动能转换
与科技创新、城市能级提升、深化改革”三个方面
发挥引领作用，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为厦门更高水
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谋定后动
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1 月 2 日，位于厦门岛东部吕岭路繁华地段
的厦门国际商务核心区 A1 地块项目施工现场，
大型挖掘机、运输车等施工设备来回穿梭，伴随
着工程车齐声鸣笛，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作为思明区政府重点打造的以产业为主导

的片区综合开发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8.2 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2.44 万平方米，总投资近
100 亿元，是思明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空间载体，将打造为高端商务、多功能商业、酒店
及体育场馆等要素高度聚集的中央商务区、城市
活力区。

“这是华西集团与思明区政府创新模式、开
展政企合作的典型项目。项目开工后将分为 5 个
标段建设，计划于 2029 年全面建成。”项目建设
单位厦门华西鹭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友祥介绍。

包括该项目在内，当天思明共有 11 个产业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13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8.5亿元，为新一年高质量发展带来“开门红”。

项目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如何
确保项目建设按序时进度稳步推进？去年，思明
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抢抓中央支持保障性住
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
改造等“三大工程”窗口期，策划储备专项债项目
包 21 个、总投资约 300 亿元，申报增发国债项目
64个、申报额度超 50亿元，有效夯实资金保障。

走进思明区政务服务中心，只见在现场工作
人员指导下，办事群众在“政务智能办”专区通过

“i 厦门”登记后，只简单填写公司及新监事基本

信息、上传新监事身份证件，系统即自动生成《公
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等
规范文书表格。企业签字盖章，便当场办结公司
监事备案业务。

这是思明区精准高效助企惠企的一个缩影。
去年，思明区持续开展“益企服务”专项行动，打
出稳经济、稳增长“组合拳”——

出台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产业政策 4
项，累计“退减缓降”税费 22.4 亿元，兑现各类扶
持资金 20.4 亿元、惠及企业 2313 家次；推出科创
贷、税易贷、大消费专项贷，目前已提供各类融资
担保 26.7 亿元，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企业成长；
全市首推“视频帮办”，创新推出“政务智能办”服
务模式，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精准赋能下，去年以来，思明区四大主导产
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优势巩固向好，智慧城市
智能系统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金融业支撑强劲有力，在地私募基金管
理公司 136家，形成 5个私募基金集聚区；商贸业
量质齐升，九牧厨卫等 149 家企业入选首批厦门
市供应链企业白名单；文体旅融合发展，获评国
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十
佳目的地。

顺应期盼
民生福祉更加殷实

154 个老旧小区迎来“逆生长”，惠及居民超
3 万户；完成铁路文化公园、鸿山公园改造提升，
建成拾光园等 5 个口袋公园，兜起百姓家门口的
微幸福；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等 41 个项目建设，
建设龙山幼儿园周边等 15 条配套市政道路，完
成 214 个建筑小区、106 条道路排水管网改造，提
升环岛路黄厝路段等景观，改造前埔北等农贸市
场……

去年以来，随着城市品质提升行动的持续推
进，思明城区环境实现颜值内涵双提升。

人民至上，发展为民。思明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破解民生领域突出问
题，用心用情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
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让民生清单从纸上落
到地上。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去年，思明区深入推进“蓝天、碧海、碧水、
净土”工程，厦门东南部海域、筼筜湖入选国家
级“美丽海湾”“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鼓浪屿入

选全国首批“和美海岛”示范创建名单，城区空
气质量优良率保持 100%，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绿色获得感。

教育是民生之基，事关千家万户，情系民
生冷暖。去年，思明区采用模块化建筑技术等
方 式 新 改 扩 建 7 所 学 校 ，新 增 小 学 学 位 5130
个、幼儿园学位 720 个；与北师大等高校合作，
引 育 学 科 名 师 、骨 干 教 师 268 名 ；“ 双 减 ”工 作
经验在全国推广，获评省级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实验区。

发放各项就业补助资金 3516 万元，引进高
校毕业生 2.7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35 万
人；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发放救助补助 9189 万
元，惠及 14万人次；新设 3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4 个居家养老服务站，扩大长者助餐服务覆盖
面；新增 6 家普惠托育机构、486 个普惠性托位，
千人口托位数达 3.66个……

去年，思明区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就业，守住
千家万户的幸福底线。同时，聚焦“一老一小”，织
牢织密民生保障网，托起稳稳的幸福。

擦亮为民底色，厚植为民情怀。接下来，思明
区将坚持民生为本，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兜
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居民群众有更强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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