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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进“淄”赶“烤”的盛夏，后有“尔滨”冰雪的燃冬，春暖
花开之际，甘肃天水凭一碗麻辣烫火了！

凭啥是天水？一碗飘香的麻辣烫，是当地人唾手可得的快
乐，也“烫”走游客“偏僻”“匮乏”的固有印象，升腾出物产丰
饶、资源丰富的崭新容颜。

“反差”，是大多数外地游客抵达天水的新印象。
地处秦岭西端、渭水中游，天水是黄土高原的一抹绿，是

莽莽山间的“陇上小江南”，既留存着西北的粗犷，也不失南方
的温润，体现了地域的千面多变。

如果说美食是解锁城市文化地图的一把钥匙，秀美山川、
人文历史则是奔赴的“诗与远方”。来自辽宁沈阳的游客鞠月萱
说：“吃不是唯一的旅游动力，更想看看西北不一样的风景。”

走在天水的大街小巷，浓郁的历史气息和淳朴的风土人
情扑面而来。这是诞生于天水的名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丝绸之路重镇、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丰富的文化
遗产、优美的自然风光。麻辣烫的热辣鲜香从舌尖荡开：打卡
麦积山石窟、探游伏羲庙、观赏千年古柏……每一个转角，都
藏着惊喜。

举办“麻辣烫”吃货节、推出景区优惠政策；随处可见的志
愿者有求必应；开设麻辣烫公交车专线，免费接送游客；本地
人手绘的“逛吃”攻略里，涌动着热情好客；麻辣烫店主拿出

“看家本领”，收学徒授手艺……
从“100元能吃到多少天水美食”，到“这个春天在天水来

一场最酷赏花”，当地麻辣烫摊位客流往来、景区人流摩肩接
踵。有网友热评称：天水一定要接住这“泼天富贵”。

全国游客对天水麻辣烫的青睐第一时间引起当地党委、
政府重视，3 月 16 日，专门召开天水麻辣烫服务保障工作推
进会，全力做好“大客流”应对准备，努力实现“一碗麻辣烫推
动天水大发展”。

始于“寻味”，兴于“游玩”，成于“文化”。这座文化底蕴丰
厚的古城，有的是劲道的口味、对味的邀约、上头的爱。

清明节、五一等小长假即将到来。网友说：“夏有烧烤三件
套，冬有冰雪大世界，春有麻辣烫手捧花。”下一站，又是哪里？

锦绣中国东西交错、南北互动，文旅消费涌动澎湃。以
文旅+百业，百业+文旅，铆足了劲儿发展，把“一时现象”
变“一地品牌”，因地制宜，文化加持，这或是文旅热持续
火的根本。 （据新华社兰州3月18日电）

反差，让“麻辣烫”变文化IP

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19 日，教育部公布
了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结果，并发布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其中，足球运动、马术运动与管理、体育康养三
个体育学类专业被纳入最新目录名单。

据了解，足球运动、马术运动与管理、体育康
养这三个专业的学位授予门类均为教育学，修业
年限为四年。我省的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
列入足球运动专业布点高校名单，也就是说，这两
所高校新增足球运动本科专业。

在本次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24 种新

专业正式纳入本科专业目录：立足服务国家战
略需要，设置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生物育
种技术等专业；聚焦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
深化“四新”建设，设置电子信息材料、智能视觉
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等专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设置中国古典学
等专业；聚焦服务健康中国战略需求，落实体育
强 国 建 设 部 署 ，设 置 健 康 科 学 与 技 术 、体 育 康
养、足球运动等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起，新增专业即可进
行高考招生。

相关新闻>>>

我省两高校新增足球运动本科专业

本报讯（记者 储白珊） 教育部近日
发布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我省 18所高校新增备案和
审批本科专业 29 个，10 所高校撤销本科
专业 18个。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此次高校本科
专业调整，我省高校呈现出新兴专业占比
高、省属高校理工农医类新增专业占比高
的“双高”特点。据统计，我省高校本年度
新增针对紧缺型人才需求而特别设置的

专业 21 个，占比 72.4%；控制专业（指就业
不易但必须设置的专业，记者注）8 个，占
比 27.6%。本年度省属高校新增理工农医
类专业 15个，占比 57.7%。

据了解，我省按照“统筹推进、分类建
设、内涵发展、服务需求”的思路，近年来
加快建立健全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出
台《福建省普通本科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
整优化的指导意见》，实施“一校一策”本
科专业设置计划，统筹推进全省学科专业

调整优化。同时，扶持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等基础学科专业，引导布局社会需求
强、就业前景广、人才缺口大的应用学科
专业，加快建设事关公共安全、卫生健康、
生态环保、食品安全等重大民生需求的学
科专业，提前布局前沿、新兴、交叉学科专
业，优先支持支撑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
发展的急需紧缺学科专业，改造提升传统
特色产业需要的相关专业，并加大理工农
医类人才培养，扩大公费医科生、师范生、

农科生等专业定向培养规模。
近年来，相关部门着力规范专业设置

和强化招生就业联动。一方面，从严审核
和限制专业布点数超过全省本科高校数
50%的专业及近三年毕业去向率位于后
10%的专业，优先支持支撑“四大经济”领
域发展的理工农医类专业；另一方面，实
施本科专业招生数动态调整，推动招生计
划向办学质量好、社会声誉高、就业状况
好的学科专业倾斜。

依托全国毕业生就业去向管理系统
数据情况，我省结合定量分析和市场调
研，收集行业发展趋势、岗位需求等就业
相关信息，综合分析毕业生就业情况，为
学科专业优化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我省
严格控制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 50%的专
业招生，调减连续两年低于 50%且整改不
到位的专业招生计划。

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作出新调整

我省高校新增备案和审批本科专业29个
10所高校撤销本科专业18个

据新华社北京3月 19日电
记者 19 日从教育部获悉，日前，
教育部公布了 2023 年度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共新增备案专业点 1456 个、
审批专业点 217 个，调整学位授
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 46个。

据悉，教育部深入推进专业
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工作，引导和
支持高校开设国家战略和区域发
展急需的新专业。统计数据显示，

此次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
3389 个专业点。工学、教育学、经
济学等学科门类的专业点增加数
量位居前三，管理学、艺术学等学
科门类的专业点数量相对减少。

据介绍，本次备案、审批和调
整的专业，将列入相关高校 2024
年本科招生计划。教育部同步发
布了最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 业 目 录》，包 含 93 个 专 业 类 、
816种专业。

全国普通高校
本科新增备案专业点1456个

“不应成为历史的废墟”

日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调研团队来
到华安县沙建镇上坪土楼群，开启 2024 春
季研究生设计课程，研究“非世遗”土楼的
保护活化与乡村振兴。

初见土楼，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
甜甜就被深深吸引。

“虽然土楼代表的共同生活、共同劳
作、共同御敌的生活形态已逐渐变化，但
其文化价值并未减退。尤其是传统榫卯木
结构和夯土墙等建筑技艺，在注重可持续
发展的今天格外富有启示。”土楼在徐甜
甜眼中，是最美的建筑结构之一。

漳州土楼分布广泛，除 20 座世遗土
楼外，还有“非世遗”文物类土楼 414 座、
非文物类土楼 1044 座。除仍在发挥居住
功能的土楼，有些土楼只剩残垣断壁。这
些“非世遗”土楼中，大部分具有可改造
的空间，如何借助“市场之手”重唤土楼
建筑的生命力？

一年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漳州选
取 7座土楼尝试活化利用，并以模型展示。
这 7 座土楼分别是华安县的昇平楼、启丰
楼，南靖县的翠美楼、进士楼、诗德楼，平
和县的宾阳楼、河旧楼。

“我们采取微介入方式，即仅对土楼
现存建筑进行局部修缮，而非完全复建，

同时为已坍塌的部分提供丰富的空间变
化。例如，保留过去几十年间在废墟中生
长的树木，使之融入新的景观。”徐甜甜介
绍说，比如改建已空置 30 余年的启丰楼，
一、二层进行以畲族文化为主的少数民族
非遗展示，顶层改为居住使用，而入口处
的倒塌墙壁经加固后开放为观景平台。

2023 年 11 月，应法国国家建筑博物
馆邀请，该设计项目《福建土楼 活化利
用》专题展览走进巴黎建筑与遗产城博物
馆展厅，展出 7 件大型土楼建筑模型和影
像，呈现地方建筑传统和历史风貌，以及
活化利用后的新形象和功能转型。

展览大受好评。巴黎建筑与遗产城博
物馆建筑创新部主任弗朗西斯·朗伯特曾
在公开采访中表示，土楼的建筑材质、技
术和文化内核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应
当传承下去而不是成为历史的废墟。

不久后，在威尼斯举行的 2023 年豪瑞
可持续建筑大奖赛颁奖典礼上，该项目荣
获亚太地区唯一金奖。媒体评论称：“土楼
的活化利用拓展了建筑边界，让建筑服务
于当地发展。”

在世界舞台的大放异彩，为“非世遗”
土楼活化模型的落地增添了信心和底气。

串联土楼 并联乡村

华安县沙建镇上坪土楼群，是我国明

确纪年最早的土楼群落。从空中俯瞰，“土
楼之母”齐云楼、唯一一座石头墙土楼昇
平楼以及福建第一座大院式土楼日新楼，
呈“品”字形排布。这三座土楼建于明万历
年间，被称作“万历三楼”。

由于独特的历史价值，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把“万历三楼”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土楼文化遗产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
用，不光是关注土楼本身。在华安，土楼跟
村庄、集镇都是融合在一起的。”3 月 2 日，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张悦
的带领下，27名师生来到“万历三楼”，展开
村落调研，走访土楼原有居民及周边村民。

“名为‘日新楼’，为何是这般残垣断
壁？”同学们带着对日新楼曾经样貌的遐想
深入庭安村。他们发现，村庄房屋的墙体、
坐凳等处所用条石，均来自日新楼旧部件，
它们以另一种样貌令村落生息繁衍，继续
陪伴着人们世代生活。可以说，一座日新楼
的年朽，成就了许许多多新楼的落成。

村民邹跃木翻出了泛黄的、自己四处
搜集的关于日新楼的相关历史文献。“日
新楼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万历三楼’中
建设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吸收了
中原地区大院式建筑风格的特点，又融汇
了福建土楼文化传统的方楼。”他一遍遍
向调研团队成员强调日新楼的文保价值，
期待更多人走近它。

鉴于日新楼遗址建筑的特点，调研小

组提出，以游览故事的方式让游客体验村
庄的空间序列。序列起源于庭安村，通过寻
找日新楼的碎片，引导游客行走乡间，穿过
一片竹林幽道，逐渐靠近日新楼，用脚步来
丈量这片遗址建筑，聆听村庄的历史回响。
同学们说，可以设计寻楼、探楼、阅楼、观
楼、别楼等 5个体验步骤，引导游客从东北
和东南方向观赏昇平楼和齐云楼，延续“万
历三楼”的游览时长，再眺望村庄山顶的观
景平台和瀑布，形成更加饱满的旅游路线。

3 月 3 日，在华安文化遗产保护修缮
与活化利用工作座谈会上，政企、高校及
村民热络讨论了如何将“万历三楼”串联
起来，活化周边闲置建筑，并联成文旅流
线和系统的议题。

“‘万历三楼’并非独立的个体，它们
与乡村的生长肌理、村民的生活形态紧密
结合在一起。‘非世遗’土楼的修缮保护与
活化利用，最终要落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上。我们要因地制宜，发挥土楼的潜力，将
土楼作为撬动乡村振兴的一个基点。”华
安县委书记叶毓介绍说，刚出台的华安县
全域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制定了有关文化
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计划，将加
快土楼活化利用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

目前，启丰楼等多座土楼的活化利用
项目已经开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团
队的研究课题也箭在弦上……众多“非世
遗”土楼的活化之旅正在徐徐展开。

2008 年 7 月 7 日，46 座福建土楼登上《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的文化瑰宝。但除此之外，闽山闽水间还散落着
数以千计“非世遗”土楼，也需要保护和开发。

近年来，漳州市协同高校力量，在调研土楼居民生活习俗及周边地理条件的基础上，采取创新措施拯救了多座
不同类型、残败破损的土楼，开启对“非世遗”土楼活化利用的探索实践——

唤醒土楼建筑的生命力
□本报记者 杜正蓝 通讯员 黄建和

本报讯（记者 郭斌） 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由省纪委监
委、省文旅厅联合主办的“文艺倡廉”福建省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晋京展演 18 日晚在北京拉开帷幕。相关部门负责人及首都
观众约 1500 人观看了晋京展演首演剧目——闽剧《贬官记》，
共同体验了一堂生动深刻、独具特色的廉政教育“艺术党课”。

闽剧《贬官记》由省文旅厅出品，省实验闽剧院创排，至今
已演出 567 场。作为本次展演的开幕大戏，《贬官记》不仅是经
典剧目的再次献演，更是对传统艺术的致敬与弘扬。趣味十
足、设置巧妙的情节，细致入微、充满感染力的表演，让观众的
情绪跟随剧中主角的命运、故事的不断反转一起跌宕起伏，在
寓教于乐中感受正义、真诚的无穷力量。

记者了解到，本次晋京展演将持续至 4 月下旬，在梅兰芳
大剧院、清华大学、北京音乐厅、北京人民剧场等多地上演。

展演共上演六部福建代表性廉政题材精品剧目，既有闽
剧、高甲戏、歌仔戏（芗剧）等 3 个福建本土剧种，也有交响咏
诵会、交响合唱组歌。参演单位既有省属文艺单位、市属文艺
院团，也有基层优秀剧团，是我省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晋京
集中展演。

此次晋京展演活动既是我省舞台艺术创作最新成果的综
合性展示，也将是福建文化旅游形象的全面传播。演出现场将
结合剧目开展福建文旅推介活动，通过文旅宣传海报、推介视
频、文创展示、戏曲普及等活动，向到场嘉宾展示福建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旅游风光，助力福建打造“常来常往、常来
常想、常来常新”的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持续扩大“海丝起
点 清新福建”的品牌知名度。

“文艺倡廉”福建省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晋京展演

本报讯（记者 郭斌 文/图）“ 闽 宁 同 心 手 牵
手，脚印踏实往前走，花卉园建在家门口，脱贫致
富 有 奔 头 ……”19 日晚，再现闽宁协作山海情的大
型原创歌舞剧《杨岭村的故事》在福建大剧院举行了
首场演出。

《杨岭村的故事》是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大
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由宁夏宁红演艺集
团创排。该剧以宁夏六盘山下的杨岭村为剧本创作
原型，讲述了在党和政府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央
企帮扶带动下，乡亲们通过发展畜牧养殖、种植冷凉
蔬菜、搞活乡村旅游，摘掉了贫困村“穷帽子”的奋斗
历程。

《杨岭村的故事》由《绿色梦》《杨岭恋》《富贵梦》
《爱民会》《幸福路》《大棚情》《山水恋》《杨岭红》8 个
篇章组成，演出时长 90 分钟。该剧通过歌舞、说唱、
对唱和合唱等艺术手法的运用，载歌载舞地呈现了
山海携手的感人故事，具有很强的共情和感染力。

“从调研走访到撰写剧本、音乐创作、排练，再到
正式演出，创作历时一年多。”宁红演艺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演出采用“闪回”的手法和结构，以一个小
山村的变化，讲述了脱贫攻坚伟大精神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弘扬和传承，小中见大折射脱贫攻坚的伟
大成就；同时，剧中塑造大量鲜活的人物，用感人故事
生动再现闽宁协作山海情，是一部传播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

据悉，该剧还将在平潭、福安、莆田、厦门等地进
行巡回演出。

再现闽宁协作山海情

歌舞剧《杨岭村的故事》在榕演出

本报讯（记者 肖榕） 记者昨日从福州市橄榄球协会获
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暨香港回归祖国 27周
年，2024川闽渝港榄球交流赛在香港太子警察游乐会举行。

由福州虎揪与厦门台风联合组成的福建省橄榄球男子联
队，与香港警察橄榄球俱乐部男子队进行了 15 人制撞式比
赛；由福州虎吉和厦门妈祖联合组成的福建省橄榄球女子联
队，与香港警察橄榄球俱乐部女子队进行了 6人制触式比赛。

在首先进行的女子触式比赛中，长期共同训练比赛、配合
熟练的香港警察女队占据了全面优势，最终以较大比分零封
了福建女子联队。

在男子撞式比赛中，香港警察男队同样利用配合上的默
契，在开场后迅速进入状态，连续达阵。福建男子联队很快作
出调整，在前锋对抗较为吃力的情况下，着重发挥后锋小快灵
的特点。联队队长江德铃两次高速突破，精彩得分，极大地鼓
舞了球队士气。双方最终达阵数战成平手，香港警察男队凭借
罚踢优势，以 23∶19取胜。

赛后，福建男子联队队长江德铃表示，香港警察队基础功
扎实、团队配合默契、打法明确。特别是纪律严明，场上从不抱
怨裁判和队友，让自己印象深刻，“更加认识到了橄榄球是一
项团队运动，比赛成功检验了训练的成效，今后要更加重视日
常的训练”。

本次交流活动由四川省香港商会、福建省香港商会、香港
警务处湾仔警区与香港警察橄榄球俱乐部联合主办。

题图：女子触式比赛 （受访者供图）

福建橄榄球联队受邀赴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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