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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清智）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3 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出
发90周年，深入推进党纪学习教育，7月1
日，省委宣传部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凝聚磅礴奋进力量”主题党日活动。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出席活动。

活 动 中 ，全 体 党 员 面 向 鲜 红 的 党
旗，用铿锵有力的声音，重温入党誓词。
青年党员品读习近平廉政用典，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崇德尚廉、
持廉守正的思想精髓，砥砺初心使命。
张彦同志为党龄达到 50 周年的老党员
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守正创
新 奋楫争先”主题征文比赛的 13 名获
奖者，依次上台领奖。来自长征出发地

三明、龙岩的 6 名宣讲员作红色故事主
题宣讲，生动展现了苏区红土地上一个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让现场听众真切感
受到革命先辈的崇高品质和长征精神
的磅礴伟力。

通过此次活动，广大党员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一致表示
要永葆忠诚本色，持续加强理论武装，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接续奋斗中挺膺
担当，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
开创福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
新作为。

省委宣传部开展
“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三名工人俯下身，小心翼翼地撬
起门口前埕的地砖，拭去泥土，依次归
置好。“完整的都会尽量留用。”代建单
位厦门集美发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黄山说。

这是厦门第二批集中修缮保护的
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集美颍川世
泽堂的一个修缮片段。

低级别文物主要是指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即那些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
移动文物。与全国一样，受产权归属复
杂、经费筹措有限等多重因素制约，厦
门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一度不太
理想。

如何破题？近年来，厦门通过加强
制度建设、集中保护修缮、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突出科技赋能等措施，走出了
一条具有厦门特色的保护之路。

“快马加鞭”做“慢工细活”

走进集美大社后尾角的颍川世泽
堂，只见缓坡红瓦屋顶鲜艳，屋脊上的
剪瓷作品栩栩如生，新旧瓷片完美衔
接，修缮已近尾声。

突然，“哐”的一声，工人手中老化的
地砖裂成几段。负责现场施工的厦门万
圣形意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泽诚心痛不已：“这种六寸砖停产了，只
能从其他拆除的老建筑四处收集。”

颍川世泽堂由陈嘉庚祖父初建、
其父亲扩建，陈嘉庚先生 1874 年出生
于此。今年 4 月，修缮工程正式启动，7
月完工后计划布展成嘉庚先生青少年
时期的生活场景，为陈嘉庚诞辰 150周
年献礼。

房屋主体架构保存得不错，但屋
顶漏水、墙面剥落、房梁腐朽。施工方
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保护性修缮。

工期短又逢连雨日，修缮只能“快
马加鞭”做“慢工细活”。代建和施工单
位多次找集美校委会并走访老人、专
家，比对大量相关资料，尽力恢复这座
百年古民居的历史面貌。

修缮中，严重外凸的右侧墙体如
何归安是个难题。施工人员把条石逐
一编号，拆卸下后先灌浆加固再重新
归安，工序繁多。屋脊上剪瓷修复时新
旧并用，只修复残损部位，完好部位则

基本保留下来。
与颍川世泽堂一样，位于海沧老

街的低级别文物张振成宅修缮时同样
如此。

由于年久失修，古厝出现横梁空
心化、石拱断裂、屋顶严重漏水等问
题。2021 年，张振成宅启动修缮，成为
厦门首批集中修缮的文物，历时 3个月
修缮完毕。

“房屋巷头横梁的修缮颇为费神。”
负责修缮的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和永说，换梁时需
先做好支撑柱，才能将上面的木构件一
层层拆下，但因横梁嵌入水泥墙体，只
能从两侧墙体凿洞搭建支撑柱。

陈 和 永 解 释 ，闽 南 地 区 古 民 居
大 多 以 插 梁 式 构 架 为 主 ，通 过 梁 柱
之 间 重 力 的 逐 层 分 解 ，可 以 做 到 墙
倒 屋 不 倒 ，对 这 种 房 屋 构 架 的 修 缮
也是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一项
重要技巧。

集中修缮留住历史文脉

颍川世泽堂的修缮，是厦门文物
集中保护修缮工程的一个缩影。据统
计，厦门现有 1960处不可移动文物，低
级别文物 1657处，且多为祖祠宫庙、私
人产权文物。

低级别文物保护是文物保护工作
的难点，也是传承厦门历史文脉的重点。

为形成保护合力，厦门市从健全
法规制度入手，从源头上落实保护。

2020 年，《厦门市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
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办
法》出台，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将保护发
展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2023 年底，
厦门又修订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将全
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纳入“多规合一”保护工作。厦门
市文旅局还组建 70余人的文物维修专
家库，为各区文物修缮方案进行把关
审核，解决了大规模修缮中专业力量
不足的困难。

同安区五显镇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庶安楼的修缮，为厦门启动文物集中
保护修缮工程提供了契机。

庶安楼是一座建于清代康熙年间
的方形古楼，融汇闽西南土楼、闽中土
堡两种建筑范式，是目前厦门地区少
有的古民居建筑研究范本。2019 年 6
月，庶安楼因台风和雨水导致局部损
坏，厦门随即迅速启动修缮保护。

以庶安楼修缮保护为契机，厦门
着手开展全市历史文化遗产集中保
护修缮工作。厦门市文旅局成立调研
组，以濒危、急需维修、一般维修和基
本完好四种状态，对各级不可移动文
物进行拉网式排查。按照价值优先、
濒危优先的原则，确定首批 163 处抢
险及抢救性维修文物清单，修缮资金
由市财政按比例分配，确保经费补助
到位。市政府连续两年将修缮项目纳
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进行绩效
考核。

2022 年，首批文物修缮完毕，其中

140 余处低级别文物占比约 90%，市、
区两级共投入 2亿多元，保护力度为厦
门市近年来所罕见。2023 年，厦门又启
动第二轮 275 处不可移动文物的集中
保护修缮，已完成修缮 43处。

为文物配上贴心“管家”

“巡查‘醉仙岩天界寺碑刻’无异
常；周围环境安全无隐患……”6 月 26
日，思明区文物保护志愿者许丽仁和
丈夫王郑雄在仔细巡查厦门园林植物
园内的天界寺后，立即通过手机上报
巡查情况。

2016 年 10 月，思明区文旅局率先
在省内推出“文物守护认领”志愿服务
活动，并开发上线“厦门文化管家”系
统，将辖内 199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开放给社会力量认领守护。

2017 年 1 月，发现“醉仙岩天界寺
碑刻”无人认领后，许丽仁夫妇当即以
家庭形式进行认领，每个月他们会对
所认领的文物点巡查两次以上。此后，
思明区还探索亲子认领文物模式，为
文化遗产保护注入年轻血液。许丽仁
的儿子成家后，也以小家庭为单位认
领了文物李世进宅。

2021 年，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文物保护，厦门总结思明区经验，在

“文物守护认领”志愿服务基础上，上
线“厦门文物管家”系统，市民可注册
成为“文物管家”。截至 2023年底，平台
已 注 册 志 愿 者 近 900 人 ，认 领 文 物
1800 多处，巡查 10 万多人次，其间有 2
名志愿者被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表
彰为“最美文物守护人”。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厦门
文物管家”2.0 版本全新上线，增加了
志愿服务、厦门文物、活化利用三大板
块。新版本数据更精细，方便筛选、统
计和导出，相当于为文物配上了贴心
的“管家”。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市还积极探
索数字智慧化等新技术手段在文物保
护和活化利用中的应用，如打造鼓浪
屿元宇宙项目，完成鼓浪屿 53 处核心
要素BIM扫描建模外观场景拍摄和 25
处文保建筑点三维测绘扫描，提升文
物保护修复水平。

“修缮是为了留住文脉，接下来将
积极探索活化利用，推进文旅融合。”
厦门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文物
保护修缮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让
文物融入生活、回归社会、服务人民，
真正地“活”起来。

集中保护修缮、社会力量参与、突出科技赋能，厦门探索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新机制

为低级别文物“撑把伞”
□本报记者 林泽贵 邱赵胤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林
巧倩） 6 月 30 日，位于连江经济开发区
的中船赛思亿（福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正式投产。作为全省首家电动船舶产业
制造型企业，该公司主要生产船舶相关
的船舶电推系统、船用电池系统、电池集
装箱等。目前，该公司意向订单达 1.5 亿
元，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1亿元。

电动船舶作为新兴产业，是培育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据悉，中船赛思亿

（福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是响应福建电

动船舶产业政策落地的首家电动船舶产
业制造型企业。自今年 3 月份成立以来，
该公司已签订云南陆港 78m 新能源 14
车汽车滚装船、新加坡新能源电力推进
PSV 等多个项目。其中，印尼 490TEU 新
能源动力系统集装箱船的 1 号和 2 号船
的动力系统已经开始生产。

近年来，连江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申昊科技战略合作项目、胜华连江锂电
新材料一体化项目等陆续签约落地，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厚植新动能、新优势。

全省首家电动船舶产业
制造型企业在连江投产

6 月 30 日 ，福 州 港 罗 源 湾
码 头 ，货 轮 在 泊 位 上 有 序 装 卸
作业。

进 入 夏 季 以 来 ，福 州 港 罗
源 湾 码 头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增 加 ，
港 口 一 片 繁 忙 景 象 ，迎 来 运 输
的高峰期。

近 年 来 ，罗 源 县 持 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助 力 罗 源 湾 港 区 向
绿色、智慧港口转型，实现了规
模化、专业化开发，助推该港区
大 型 散 货 中 转 、储 运 中 心 建 设
进程。

王旺旺 摄

（上接第一版）
目前，九都镇正在建设全域型智

慧航空飞行营地。
“5 月底，世界无人机大会落地南

安，10 个低空经济项目签署框架协议。
目前，南安市低空经济产业培育行动
计划基本编制完成，全市将建设 3个航
空飞行营地。”戴江华说，此次在泉州
举行的 500强企业专场招商大会上，中
国通号集团签约南安，将在南安构建
低空经济产业全新的应用场景和国家
级标杆。

坐拥 7000 多家规上制造业企业、
10 多万家小微企业，使泉州产业链招
商有着广阔的产业应用场景。

从产业链拓向供应链，场景创新
招商火热。如，新引进的武汉优炜芯紫
光芯片制造项目，预计投资超 10亿元，
以二次供水消杀场景为依托不断拓展
应用场景，助力泉州打造光芯片产业。
3月召开的泉州数字场景创新大会上，
发布了 20多个纺织鞋服数字化创新场
景。5月举办的晋江市内外贸高质量发

展场景创新大会，汇聚了专业市场、展
会服务等八大类型的 118 家平台资源
商，吸引了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6 家
采购商参加。

一本图谱让招商“按图索骥”

应该打造什么样的产业链？产业
链招商招什么样的商？一本大开版的

《泉州市产业链图谱》帮你忙。
该《图谱》于去年 5月编制完成，梳

理形成了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纺织鞋
服等 15 条产业链及 5 条战略性新兴产
业新赛道的产业链图谱。今年 6月又新
鲜出炉了《泉州市县域重点产业链情况
表》。这是泉州招商工作的一项创新。

“这张电子信息产业图谱，描绘了
泉州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业基础，介
绍了产业细分。”泉州市招商办负责人

打开《图谱》，向记者详细解读。电子信
息产业图谱中标蓝部分表示该环节在
泉州拥有较多规上企业，标红部分表
示从事该环节企业较少。

落户晋江的睿斯科肿瘤先进粒子
治疗设备项目，就是“按图索骥”的成果。

在晋江集成电路工业园，睿斯科
项目厂房正在加快建设。

“睿斯科项目的落地，将实现晋江
在高端医疗装备生产制造领域的突
破。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30 亿元，对加
快医疗健康产业布局、带动上下游发
展、打造千亿医疗健康产业集群具有
积极作用。”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尤国辉说。

“按图索骥”，进一步夯实万亿石
化产业链。

位 于 惠 安 县 的 泉 惠 石 化 工 业 园
区，中化东大 24万吨/年聚醚多元醇项

目正加快推进建设，目前部分单体土
建已完成 80%。

中化东大（泉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战晓彤表示，泉惠石化工业园区整体
配套好，产业链上游原料可实现近距
离管道运输，既提高安全性，也降低能
耗和成本。同时泉州招商诚意大、营商
环境好，前期手续办理效率高。中化东
大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计划把泉州项目打造为聚氨酯行业的
标杆工厂、明星企业。

目前，泉州还全力推动中化 100
万吨乙烯项目纳规工作，积极推进安
迪苏 30 万吨/年蛋氨酸、顺丁橡胶等
项目落地，延展乙烯、芳烃产业链条，
石化产业“从油头到化尾”全产业链进
一步夯实。

随着产业链招商渐入佳境，泉州
主动拥抱变革，集聚创新要素，在发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赛 道 上 奋 勇 争 先 ，石
化-纺织鞋服、建材-家居、机械-电子
等三大万亿级产业链群计划于 2025
年形成。

“链式”招商看泉州

工人在颍川世泽堂进行脊头彩绘。

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6 月 30 日，
由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主办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3 周年——《大浪淘
沙——红报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书
首发式”在北京角楼图书馆举行。该书由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报业协会集
报分会常务理事、新华日报报史研究所
特约研究员朱军华，中国报业协会集报
分会常务理事、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党委
书记傅志雄共同主编。

《大浪淘沙——红报里的中国共产
党党史》收录了近 300 份散落在民间的
早期报纸，既有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
华北版、《太岳日报》、《拂晓报特刊》、《人
民报》创刊号等，也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福建日报》《胶东日报》《平原日报》《河
南日报》等。

通过书中的藏品展示，读者既可以
了解到孟良崮大捷、辽沈战役、淮海战
役、平津战役等重大事件的历史瞬间，
也能看到延安、潍坊、长春、锦州、沈阳、
天津、北平等大中城市获得解放的光辉
时刻，还能看到“五一”口号发布、新政
协 筹 备 会 召 开、《论 人 民 民 主 专 政》发
表、新中国诞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每一个坚
定脚步。

该书除了以高清图片的形式让读者
一睹红色报纸之风采，还开辟附录（赏鉴
版块），专门收录了 20 篇由两位主编集
到珍报之余撰写的收藏心得。读者从书
中欣赏到大量罕见的藏品的同时，也能
够从这些研读文章中了解到一些集报家
背后的收藏故事。

《大浪淘沙——红报里的
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书首发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福建日报》收录其中

本报讯（东南网记者 原芷晴 通讯
员 吴耀环） 为进一步多渠道促进残疾
人就业，促进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6月 30 日上午，由福建省残疾人联
合会指导、福建省肢残人协会主办的“平
等参与就业，共享美好生活——福建省
首批残疾人网约车发车启动仪式”在省
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残疾人
网约车驾驶员、手驾车司机、肢残人、聋
人、志愿者等代表 100 人，一起见证此次
发车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福建省肢残人协会
理事郑孝春详细介绍了残疾人网约车项

目运行，驾驶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让残疾人网约车运营合法化等情况。同
时，他呼吁广大社会公众，对残疾人开网
约车给予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包容，为残
疾人新业态就业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据介绍，在福建省残联指导下，福建省
肢协多次协调运管部门，并通过政协提案

《关于落实残疾人运营网约车的建议》等多
渠道呼吁开放残疾人报考网约车从业资格
证。同时，福建省肢协积极协调相关网约车
平台，滴滴、曹操出行等平台已开放符合条
件的残疾人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让残疾
人享受平等就业的机会和权利。

福建省首批由残疾人驾驶的
网约车发车

6 月 29 日，不少满头簪花的年轻人来到晋江梧林古村落观光旅游。近年来，晋江
市梧林村大力开展传统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成立乡村旅游运
营公司，引入文创、非遗、演艺、研学等文旅业态，逐步发展成为乡村文化旅游目的
地，游客数量逐年攀升，成为远近闻名的体验式闽南侨文化度假目的地，为侨乡振兴
注入活力。 本报记者 陈信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