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日，武夷山市举办趣味
运动会，鼓励残疾人走出家门、
展示自我风采。比赛项目有花
样运球、夹瑜伽球、旱地冰壶、
珠行千里、蒙眼盖章、吹水球、
粘沙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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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启动 2024 年海
洋伏季休渔暨海上船舶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海洋与渔业、海警等部门的 5 艘执法船艇同
步鸣笛启航，开赴闽粤交界海域等重点海域
展开巡检，形成多面夹击、全面覆盖之势，严
厉打击非法采砂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这是平潭打击整治非法采砂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平潭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对非

法采砂展开全链条综合整治，坚持海陆并
治、联合执法，大力开展环保督察，从深层次
解决非法采砂屡禁不止的难题。

顶层设计，保护“真宝贝”

初夏时节，信步平潭龙王头沙滩，岸边
砂粒洁白晶莹，游客正沐浴阳光、游水嬉闹，
好不惬意。“沙子软绵绵的，脚踩上去就像踩
在面粉上一样，可舒服了。”来自河南的刘书
慧不禁感叹。

平潭四面环海，海岸线蜿蜒曲折，更拥
有绵延 70 公里的优质沙滩岸线，这赋予了
其品质出众的海砂资源。

在这里，沙子“中看更中用”。据了解，平
潭屿头岛、大练岛周边海域海砂可用作建筑
填方、海砂淡化，马腿、竹屿口海域海砂能够
被制成玻璃用砂、水泥标准用砂等。

沙，是平潭珍贵的“真宝贝”。随着经济
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这里却成了非
法采砂的重灾区，对当地海砂与矿产资源构
成了新的威胁。

“过度开采海砂，可能对平潭海岸带及
周边海域的地形地貌、生物栖息地等造成不
可逆转的伤害。”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

生态处处长姜德刚表示。
如何守住这片碧海银滩？实验区成立

后，打击非法采砂被提上议程。
循着“海陆并举”的思路，平潭先后出台

《海域采砂管理暂行实施方案》《滨海沙滩保
护与利用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依法严厉打
击整治陆地涉海砂突出问题的通告》等举措，
明令禁止随意开采海砂，对海陆盗采行为实
施行政处罚，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有序推进。

从顶层设计到狠抓落实。在此基础上，
“蓝剑”“碧海”“海盾”等专项执法行动接连
启动，严厉打击盗采砂等违法行为，平潭迅
速刮起了一场“整治风暴”。

铁腕治理，全链条打击

前不久的一个夜晚，在君山片区芦南村
秋下垄附近耕地，实验区执法应急局国土支
队大队长韩祖财正率队在此突击巡查，突然
间，几个打着手电筒的身影进入了他的视
线。见这伙人形迹可疑，不时东张西望、神色
紧张，韩祖财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很有可能
在挖采沙子。

“快停下！你们不许采了！”韩祖财带着
队员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当场查获 3 名嫌疑
人，扣押了采挖、运输设备。

经查，这几名嫌疑人非但没有取得采砂
许可，还心存侥幸，趁着月黑风高之时采砂，
并试图销售至岛外地区以获利。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这类“蚂蚁搬家”式小型采砂案件并非
个案。

记者了解到，随着砂价逐年攀升，非法

采砂违法犯罪行为并没完全杜绝，仍有许多
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昼伏夜出，其行动更加
隐蔽、手段更为狡猾，甚至形成了一条黑灰
产业链条，涵盖盗采、运输、加工、销售等。

重病沉疴还需猛药医。这考验着执法部
门的决心和智慧，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旋
即展开——

实验区执法应急局国土支队不定期开
展砂石经营企业执法检查行动，重点检查砂
石来源等情况，2022 年以来已责令改正违
法经营企业 5家；

利用科技手段，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建立起
无人机巡查制度，在全岛范围内常态化开展遥
感检测，加强海域采砂管理工作，并强化与公
安、综合执法、海警等部门协作、信息共享；

加强群防群治，实验区公安局持续加强岸
线巡防队等人员的专题培训，加大对岸线沙滩
巡防力度，发动群众积极提供涉砂违法犯罪线
索，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
紧盯“采、运、销”各环节，这些年，平潭

综合实验区公安、交通、海事等多部门积极
开展联合执法巡查，加大对重点海域、陆地
采砂频发地区的巡查密度，实行 24 小时严
密监控，严打组织非法采砂及购买、囤积、销
售等非法行为，侦破了一批非法采砂要案。

公益诉讼，打造办案典型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平潭西南端的建民
沙堤，这是一片直插入海的沙滩，呈北缓南
陡之势，因涨潮时形似象鼻，遂得名“象鼻
湾”。“你看，这片海湾恢复得跟以前差不多

了，还凭着高颜值成了网红景点。”平潭检察
院四级检察官助理李坚欣慰地说。

时间回到 2018 年 8 月 12 日，一篇文章
引起了平潭检察院的关注。该文反映，建民
沙堤因有人盗砂出现了巨坑，呼吁相关部门
严查。很快，平潭检察院还收到了一份当地
政协委员的提案——《关于加强建民沙坝保
护管理严厉惩治盗采海砂的建议》。

梳理相关信息后，平潭检察院生态检察
部门干警立刻联合海警等部门赴现场取证
调查。随后协同开展专项打击涉砂犯罪活
动，并对相关涉案人员提起公益诉讼，打出
了一套“公益诉讼+刑事惩罚”的组合拳，力
促生态保护和修复。

但在民事层面，如何将盗采砂对生态
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定性？怎样确定具体
的损害数额？这令当地检察机关意识到，必
须科学评估非法采砂带来的损害，以此确
定修复标准，才能对盗采砂者产生实打实
的震慑效果。

在办案过程中，平潭检察院首创专家报
告辅助办案模式，由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
心专家对环境损害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专
家意见，成功追偿海洋生态损害修复金 71
万余元。

“此后，我们还建立‘岚岛检察蓝’办案
团队，聘请 10 名海洋相关领域的专家担任
首批公益诉讼专家辅助人、特邀检察官助
理，进一步提高法律监督精准度。”李坚说。

围绕加强海陆非法采砂治理，尤其是在
运输和销售环节，平潭检察机关还提出了一
系列建议与防范对策，并综合运用大数据、物
联网等技术开展一体化海洋生态保护工作。

平潭对非法采砂开展全链条综合整治，从深层次解决非法采砂屡禁不止的难题

透过一粒沙，守护那片海
□本报记者 张哲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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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18 日，“‘榕’爱未来”暨福州地区
孤独症家庭全生命周期支持研讨会在福州召开。活动由福州市
仓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福建省心启航助残帮扶中
心（福州地区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资源中心）、北京市戈友公益
援助基金会博雅公益专项基金共同承办。

作为中国第一批儿童友好关爱城市之一，福州首次举办相
关全生命周期支持和特殊需要信托议题的专业讨论会。

本次研讨会以“孤独症人士全生命周期的多元支持”为议题
展开圆桌对话，就孤独症筛查、诊断、干预、教育多元支持及成年
就业和服务以及社区生活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多位行业“第一
人”结合多年自身经历和专业知识，深入浅出畅谈个人看法，以
便社会各界为孤独症人群全生命周期编织支持网。

除了孤独症家庭代表，研讨会集结来自全国多地的资深孤
独症研究、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特殊需要信托及法律行业专家、
金融学者及资深从业者，共同探讨如何为该群体提供全方位服
务、全生命周期支持。同时，就孤独症尤为关注的特殊需要信托
展开普及、探讨。

家长走出来，孩子才有好未来。研讨会上，由福建省心启航
助残帮扶中心发起编写、多位资深专家参与的（福州地区）《孤独
症家庭支持资源手册》发布，为孤独症家庭指点迷津并提供一站
式信息。

孤独症家庭全生命周期
支持研讨会在榕召开
发布孤独症家庭支持资源手册

本报讯（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黄言亮 张丽娟） 18 日，
2024 年海峡两岸将乐 100 越野挑战赛暨福建省越野跑联赛在将
乐开赛，来自国内外近千名运动员参赛。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男女 100 公里、50 公里、30 公里、5 公里
四个比赛组别，既为高水平选手提供竞逐的舞台，也让广大越野
路跑爱好者能够参与其中。比赛路线串联起文博小镇、九仙山、
玉华洞风景区等多个风景名胜打卡点，参赛选手通过定向越野
方式穿越田野、村庄、高山和密林，在领略越野跑魅力的同时，体
验“美丽中国·深呼吸第一城”将乐的旖旎风光。

“虽然天气比较热，但整体参赛体验很不错。将乐有山有水
有树林，还有人文景观，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县城，希望下一届还
能来参加。”来自潮汕的詹浩宏以 4 小时零 3 分的成绩获得了 30
公里男子组的第一名。

此次比赛邀请了多位台湾运动员参赛。“我虽然才来一天，
但很喜欢这里，将乐有山有水是个好地方，台湾也有越野 100，
希望两个比赛结为姐妹赛，大家一起参加比赛，通过体育开展更
多的交流。”带队参赛的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台湾超级马拉松运
动协会理事长郭丰州说。

多年来，将乐县坚持“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的理念，把握禀
赋优势，以九仙山山径赛为载体，持续推动山地户外体育运动项
目的发展，不断加大体育产业发展力度，从体育竞技方面扩大两
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2024年海峡两岸
将乐100越野挑战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通讯员 刘钦赐 郑文典） 旅游业是
“幸福产业”。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14 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
题是“畅游中国·幸福生活”。5 月 18 日至 19 日，2024 年“5·19 中
国旅游日”暨“人文芗城·和乐蕉海”旅游文化节在漳州市芗城区
林语堂文化园举办。

文化节以“家—宴—情—和—乐”五个活动为线，对应“祝
福—吃福—爱福—亲福—享福”的“五福式”闽南幸福生活，彰
显闽南文化底蕴。

“家—祝福”主线指向珠里村闽南婚庆习俗馆，现场举办闽
南婚庆习俗馆的揭牌仪式、演绎闽南水上娶亲情景，展示闽南传
统婚俗文化。烟云小镇摇身一变成为“宴—吃福”主线的民国小
镇，同时引入闽南、芗城传统特色美食，展示当地美食文化与“漳
州式”休闲生活。

“情—爱福”主线举办复古派对，引入复古风照相馆、百老汇
小舞台、西式美食等业态。林语堂故居作为“乐—享福”主线的慢
生活体验区，集乐器演奏、书摊、文创等要素于一体，让市民群众
的脚步在音乐与书香中慢下来，享受悠闲的周末时光，寻找生活
的本质。

“和—亲福”主线活动以园区游览动线为基础，游客在飞行
棋、滚铁环、抽陀螺等游戏中完成互动打卡，收获怀旧乐趣；在热
气球上俯瞰十里蕉海，领略蕉海山势的错落之美，欣赏自然风光。

品味“五福式”闽南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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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郑智德 文/图） 18 日，“向
往德化·清凉一夏”2024 年德化县山地旅游节活动在德化县石
牛山景区举办。

活动旨在全面展示德化丰富的山地旅游资源，通过创造主
客共享的旅居生活，打造德化山地旅游新名片，为即将到来的暑
期旅游旺季预热造势，吸引市民和游客全方位体验德化山地旅
游产品。

此次活动包括 2024年德化县山地旅游节启动仪式、“向往德
化”山地旅游生活展、山间时光·德化下午茶、山谷音乐·在瀑布
下的音乐狂欢派对等。开幕式上，发布并推介了 4 条德化暑期最
值得打卡的宝藏旅游线路，分别是：最爽心“中国白”馆游、最爽
肺“避暑鲜氧”游、最爽身“亲水逍遥”游、最爽意“野奢露营”游。

据悉，近年来德化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强龙头、
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等多项举措，让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为

“世界瓷都”添彩赋能，2023年旅游收入突破 100亿元。

德化举办山地旅游节

（上接第一版）

展馆互动，交流间攀升活跃度

在漳州，博物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交
流展览模式，是提升文物活跃度的一大特色。

“2022年初，得知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
考古活动即将在古雷展开，我们立刻准备配套展
览，多方搜集梳理该沉船的背景及出水文物资
料，对刚出水的文物进行保护和处理，策划‘海贸
明珠——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成
果展’，开创了边考古边展览的先例。”李海梅说，
紧跟热度，他们还组织召开“福建漳州圣杯屿元
代沉船遗址专项研讨会”“考古学视野下的海洋
文明探索暨圣杯屿元代沉船发现 10周年学术研
讨会”等学术会议，放大科普效果，把公众对这次
水下考古的期待值拉满。

一年后，博物馆完成 1.7万件文物的转运接
收、脱盐保护和资料整理工作，策划圣杯屿水下
考古成果展。并且将该展带回到这艘沉船器物
的故乡浙江省龙泉市，在龙泉青瓷博物馆展出。

“这场展览适逢其时，相隔700年后回到当年
生产它的地方展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
主任孙键说，龙泉窑产品是中国最早全球性输出
的陶瓷产品，在此地举行成果展的意义独特。

此番互动展览吸引了一大批水下考古迷前来
打卡，也赚足了眼球，使漳州市博物馆圈粉无数。

“文化的交响总能唤起真切的共鸣。”李海
梅介绍，“域外遗珍——漳州窑瓷器特展”“瓷
影银光——漳州海丝贸易瓷器与银币特展”等
28 场展览分别赴上海、浙江、新疆、宁夏等地
交流展出，让漳州历史文化、“海丝”文化和非
遗文化陆续“走出去”，使博物馆成为文明互鉴
的纽带。

不久前，漳州市博物馆试水商业展览模式，
引进举办“大汉雄风——汉代楚国文物精品
展”，展出银缕玉衣、陶绕襟衣女舞俑、双龙纹玉
佩以及金带扣等大汉珍宝，让市民家门口打卡
重磅历史文物。今年“五一”假期，漳州市博物馆
观众达 24420人次，再创新高。

如今，在漳州博物馆，展厅里多是亲子和年
轻人群。“博物馆是公共教育大课堂，应与千千
万万普通人产生关联、互动乃至共鸣。”李海梅
说，互动中，再厚重的历史，也会乘上时代的浪
潮，以尽可能朴素、亲切的方式走进当下。

（上接第一版）
独具世遗泉州味，正是中央活力区高

标准规划的一个缩影。
“簪花成海引客来”。从“市井十洲城”

在建项目出发，沿晋江北岸向东而行，不
远处即是著名的蟳埔村。虽是工作日，前
来这里体验簪花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

“除了簪花拍照，蟳埔周边好像也没
什么可玩的。”深圳游客小叶感慨。

“蟳埔人气虽旺，但游客体验一下簪
花就走，这是不够的。要把蟳埔人气引向
纵深，让游客在这里有更丰富的体验、更
长时间的驻留。”泉州东海投资公司总经
理助理李旻峰说，中央活力区规划建设的
目的，就是为了集聚人气、商气、烟火气，
与行政中心以及重点打造总部经济的中
央商务区既有区别又融合配套。

中央活力区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起点，规划设计既要实现活态传承，又
要突显新城集聚。2021 年 12 月，中央活力
区开展面向全球的城市设计方案征集竞
赛，吸引国内外 100 多家设计机构参赛。

“我们吸收上海临港和深圳前海的大面积
规划建设经验，高起点、高标准做好顶层
设计。”泉州设计集团董事长赵文圳说，以
中央活力区为眼，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建民
还带领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团队为环
泉州湾“海丝新城”做总体设计。

中央活力区从规划建设之初，就注重
完善“吃住行游娱购”，致力补齐泉州城市
功能配套不足的一系列短板。在总部集聚
短板上，做强文旅、教育、金融、法务、展览
等综合功能，为毗邻的中央商务区增添人
气；在现代文旅街区短板上，一期重点打
造包括“市井十洲城”在内的蝴蝶湾文商
旅综合体，二期做好蟳埔历史文化村落活
态传承；在住宿业态短板上，全市近 3 年
将建成 100 家酒店，其中，中央活力区就
布局高端酒店 10 家；在交通配套短板上，
推动建设金屿大桥、百崎大桥、晋江隧道
等跨江通道，以及中环城路、城际铁路 R1

线，加快贯通环环相扣的快速路网，逐步
实现东海半岛特别是中央活力区从“交通
末端”到“枢纽中心”的转变。

“目前，备受关注的R1线正在开展工
程可行性研究，主报告已通过专家评估
会。”赵文圳说。

加速度：全市一盘棋统筹

坐北朝南，临江而望。泉州设计集团
的办公大楼，是个好位置。大楼于中央活
力区规划设计伊始就已建成，处于活力区
一期北部。登楼远眺，整个中央活力区的
面貌尽收眼底。

“看，前方是已经封顶的泉州市实验
小学东海分校，旁边是刺桐幼儿园东海校
区，也封顶了。右前方是泉州五中海丝校
区，6月份即将开工建设。这些都是市级最
优质的教育资源。那边是安商房，也即将
封顶。临江头排，就是市井十洲城。”对眼
前一栋栋相继封顶的建筑，赵文圳如数家
珍，“按照由岸向内的秩序，建筑布局由低
到高，设计科学。”

从赵文圳拿出的前后对比照片中，可
以看到，规划建设后，高端大气的活力新
城呼之欲出。“前两年，我们每月对这个地
块都进行航拍，现在每周一拍，因为变化
越来越快了。”赵文圳说。

“看那一片商品房，全部卖完了！”赵
文圳手指的方向，“市井十洲城”后方，可
见一排临江高楼。那是泉州城建因地制宜
重仓东海的地产项目——水墨观海。客户
的购房热情，体现了市场对中央活力区建
设的极大信心。

活力区的建设速度，离不开全市一盘
棋的“控盘效力”。

规划一张图、调度一声哨、供地一个
口、资金一个池、建设一盘棋。包括中央活
力区在内，泉州在全市强化统筹统管，同
步规划建设 24 个片区，大大提高建设效
率和有序度。

泉州城市规划建设还有“四创新”，即
模拟征收、房票安置、投建营管、双向监
理，进一步加持建设速度。“先实行模拟征
收，民宅预签约率都在 98%以上。到了正
式征收，签约率达 100%。”东海投资公司
总经理林海峰说。

“五统一”“四创新”夯实了泉州中心市
区规划建设一体化管理机制，成功扭转了
中心市区 GDP 增幅近十年来长期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的被动局面。中心市区首位度
和辐射力持续提升。2023 年，泉州城建年
度投资量首次突破千亿元，达1295亿元。

活力区的建设速度，离不开建设者夜
以继日的奋斗。

走进东海投资公司办公大楼，你会被
这里浓厚的干事创业气氛所感染。各个办
公室、会议室里人声鼎沸，或讨论建设进
度，或探讨推进难题，或接待群众咨询。即
使到了晚上，这里依然灯火通明。

“ 晚 上 加 班 是 常 态 ，但 看 到 项 目 顺
利推进，心里就有一种充实感。”林海峰
告诉记者，泉州市中心市区城建总指挥
部 就 设 在 这 栋 大 楼 。“ 中 央 活 力 区 规 划
建设是当下中心城市建设重中之重，市
委 市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市 长 担 任 挂 钩 领
导，抽调各部门和国企骨干参与指挥部
工作，市领导每周至少一次到指挥部进
行指挥调度。”

“活力区建设，需要统一指挥、上下
一心。政策透明了，措施有力了，我们社
区干部做群众工作的精气神就足了。”郑
志军说。

目前，中央活力区一期 1 平方公里，
已有学校、安商房、公园、市政道路等共
20 个项目开工建设，其中在建安商房和
商品房 44 栋、总建筑面积 40 万平方米，在
建高端写字楼和酒店 27 栋、总建筑面积
150 万平方米；二期约 1 平方公里，预计今
年 8 月完成征收签约。

耀启东海。刚刚过去的全省文旅经
济发展大会、泉州市营商环境大会，进一
步赋能泉州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位于
环泉州湾中心位置的中央活力区，必将
进一步迸发活力，为全省城市建设作出
样板。

泉州湾畔 新城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