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地在脚下戛然而止，一条窄窄的

石板栈桥伸向广阔的海洋。近岸礁石

上，千年前刻凿的台阶仍清晰可见；抬头

远 眺 ，作 为 航 标 塔 的 六 胜 石 塔 高 高 矗

立。这里是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石湖码

头 ，也 是 宋 元 泉 州 外 港 码 头 的 珍 稀 物

证。紧挨石板栈桥，如今是石湖码头六

胜塔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

泉州古称“刺桐城”，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节点。2021 年 7 月 25 日，“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五十

六项世界遗产。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

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洛阳桥等

22 处世界遗产点，见证着海洋商贸的繁

华，也诉说着泉州包容开放的城市气质。

申遗成功后，泉州在持续做好世界

遗产保护的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显示出巨大发展潜力。2023
年，泉州实现旅游总收入 1002.4 亿元，同

比增长 68.9%；接待国内外游客 8652.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53.9%。近日，记者前

往泉州，调研泉州文旅走红的流量密码。

城市“微更新”，留存
历史文脉与人间烟火

早上 6 时许，金鱼巷还在薄雾笼罩

中，77 岁的郑卫治就早早提上篮子去菜

场。金鱼巷长约 270 米，宽敞平坦、路面

整洁，郑卫治在这条小巷里已经生活了

30 多年。

上 午 10 时 ，巷 子 开 始 升 腾 起 烟 火

气。三五成群的游客，在巷口的金鱼装

饰图案处拍照留念。走出巷口，向南几

十米，便是中山路。中山路两旁的骑楼

建筑颇有特色，游客漫步其中，惬意悠

闲。朝天门、泉山门、德济门等城门旧

址，静静诉说着古城的历史；黄同益绸缎

纱庄、上海大华书店、罗克照相馆，原样

匾额留存，讲述着这里的繁华商业史。

从上空俯瞰，6.41 平方公里的古城

内，开元寺、泉州府文庙、南外宗正司遗址

等 8处世界遗产点如明珠般错落其间，丰

富的历史遗存、清晰的古城肌理、熙熙攘

攘的人群，都能让人窥见往昔“苍官影里

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盛景象。

然而，曾经的泉州古城并非如今的

模样。管线杂乱架设，房屋老化严重，一

到雨天，街面上脏水横流。很多原住居

民选择了离开，市井气息越来越淡。

2017 年，按照“微干扰、低冲击”的

原则，古城改造工作开始。立面提升，管

线下地，地面铺装，夜景优化，文化元素

融进景观设计。

“古城保护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

在赓续历史文脉的同时，保留原有的烟火

气。”泉州市古城保护发展指挥部指挥长

朱启平介绍，一方面，古城内的众多文化

遗产必须以保护为主；另一方面，古城基

础设施不完善、建筑风貌破旧、交通不便、

业态衰落，也制约着古城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保护的不仅是古城建筑本身，

更是与古城共生共存的生活气息，还有

千百年间孕育而成的文化传承。”泉州府

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主任何振良说。

2021 年，泉州市鲤城区成立古城保

护发展工作专班，将辖区分成重点保护

区、风貌保护区、古城区外围控制地带等

区域，分类保护管控。从泉州市文物局

增设世界遗产科，专人专职进行规划管

理，到建立文物保护项目库，储备、实施

超 120 个文物保护项目，再到建设“福建

省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安 全 监 管 平 台（鲤 城

区）”，多部门共同守护文物安全……古

城风貌依然，离不开科学的规划和管理。

与此同时，泉州还通过以修代租等

方式，完成了多处历史建筑的保护性收

储和盘活，引入咖啡厅、文创商品店等新

业态，为古城带来了客流，也增加了居民

收入。近年来，泉州市完成中山中路及

周边 29 条街巷市政综合提升，目前正在

推进中山南路及周边 46 条街巷整治。

“过去，人们想着搬出古城。看着如

今的古城，谁还想离开呢？”郑卫治说。

活 态 利 用 ，让 非 遗
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明快的乐曲中，舞台上的木偶顿、

挫、停、摆、弹、转，动作一气呵成。端茶

倒水，杯中水满而一滴未洒。木偶戏经

典剧目《大名府》的表演，不时引起现场

观众的惊叹与掌声。

“‘一口说尽千古事，双手舞出百万

兵’，说的就是木偶戏。”表演结束，掌中

木偶戏非遗传承人李云锋从幕后出来，

向观众介绍，木偶戏又称“布袋戏”，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一批年轻人加入保护、传承

掌中木偶戏的行列，为这门古老的艺术

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我所在的晋江市掌

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人员现在以

30 多 岁 的 年 轻 人 为 主 ，每 年 演 出 不 下

400 场。”李云锋说。

代 代 相 传 的 技 艺 ，不 只 是 一 出 木

偶戏。

夜幕降临，人们陆陆续续走进金鱼巷

11号，在南音阁前就座，品清茶赏南音。每

周，南音阁都会举行 4次公益演出。

南音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

称，是泉州人小时候常听的绵长吟唱，也

是离乡人脑海中的无尽乡愁。负责打理

南音阁的郑泽峰出身南音世家，家中自

祖父开始唱南音。

“目前，泉州拥有世界级非遗 6项、国

家级非遗 36 项、省级非遗 128 项，是全国

首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

态保护区核心区。”泉州市文旅局副局长

何奕斌介绍，泉州不仅建立了 12 个非遗

馆、166 个非遗传习所、1000 个非遗展示

点，每年还会举办两期全市非遗传承人培

训班，帮助传承人拓展市场，专门组织短

视频培训班，让非遗走进更广阔的人群。

泉州不断让游客惊艳，离不开对非

遗文化的传承坚守和兼容创新。“正音书

院”文化会客厅开展公益非遗展演，吸引

游客体验非遗文化；晋江木偶新编课本

剧《愚公移山》《九色鹿与捕蛇者》等走进

校园；鲤城区组织“世界级非遗泉州提线

木偶+南音民宿专场”，探索非遗活化的

新方式。针对戏曲、南音等非遗文化的

传承，泉州市设立 1000 万元专项资金进

行扶持。

“我们正在改造修建泉州工艺美术

文化园，计划活化泉州 37 个工艺美术传

统艺种，让更多非遗技艺‘活起来’。”朱

启平说。

业态更新，助力文旅
产业从“网红”到“长红”

“一曲落雨声，伴我到儿时，它就站

在屋顶上看着我们长大。”穿行在泉州红

砖古厝，不经意抬头，阳台上或俏皮或威

猛的滴水兽，是不少泉州人共同的回忆。

如今，一个个滴水兽“跃”上一间间

文创商店的货架。“我们关注泉州城市肌

理中的各种细节，将本地特色元素融入

产品设计，打造泉州的城市 IP。”鲤物文

创品牌创始人黄跃昆说，“我想通过文

创，将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文化宝藏分

享给更多人。”

东西塔日历、泉州花灯、闽南砖雕、

泉州金苍绣……“这两年，像泉州府、鱼

里风物、乐城之旅、西街游客中心等文创

企业的销售量都在不断提升。”泉州市文

旅局资源开发科工作人员介绍，2023 年

开始，泉州市陆续举办城市礼物设计等

文创比赛，通过大赛推动文创升级，将文

化积淀凝聚成精巧的文创产品，实现世

界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对文创行业的支持，是泉州推进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梧林传统村落，200 多幢承载乡

愁 的 百 年 建 筑 散 落 其 间 ，游 客 熙 熙 攘

攘。放眼望去，传统簪花已成为泉州文

旅新风尚。无论是在百年榕树下，还是

古厝街巷里，随处可见头戴簪花的游客。

“不少游客因为‘簪花热’而来，来了

之后才发现，梧林不只有簪花。”梧林传

统村落游客中心负责人许萍秋介绍，梧

林村大力引入文创、非遗、演艺、研学等

文旅新业态，逐步发展成为乡村文化旅

游热门目的地，游客数量逐年攀升。

以前，“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曾是

很多游客的感受。现在，“白天好看，晚

上好玩”成了泉州旅游的新标签。夜晚

的中山路，南少林武术、拍胸舞、青狮表

演等轮番上演，沉浸式演出让游客流连

忘返；“五脚架”艺术市集、老榕树下的音

乐舞台，阵阵歌声让市民游客慢下脚步；

木偶、梨园戏、南音、高甲戏等剧团都增

加了夜间演出的场次……“泉州文旅正

向全时旅游迈进，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不断增加，提升了泉州旅游热度。”泉州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实现‘长红’发展，是每个‘网

红城市’都在思考的问题。坚持游客至

上、贴心服务、品质第一的理念，是‘流

量’转化为‘留量’的关键。”泉州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刘林霜表示，泉州将聚焦

“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品牌定位，以打造

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为目标，加

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

图①：南音演出现场。

陈英杰摄

图②：游客在蟳埔村游览。

王志超摄

图③：泉州东西塔。

陈英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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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
万国商”，昔日的繁盛留在古城泉
州的记忆中；南音、簪花、木偶戏，
让泉州依然保持着浓浓的烟火
气，成为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
地”。福建泉州在持续做好世界
遗产保护的同时，积极推动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赓续历史文脉，
探索非遗活化，助力文旅从“网
红”到“长红”，推动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R

本报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刘诗

瑶）4 月 12 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自主研制的 130 吨级可重复使用液氧煤

油发动机，圆满完成两次启动地面点火

试验。

至此，该台发动机累计完成 15 次重

复试验，30 次点火启动，累计试验时长

突破 3900 秒，重复试验次数突破我国液

体火箭主发动机试验次数纪录，为后续

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首飞奠定了

基础。

研制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前提是率先

研制成功可重复使用的发动机。相比传

统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火箭将增加

四项关键技术：一是“落得准”，二是“接

得稳”，三是“用不坏”，四是“修得快”。

而实现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可重复使

用发动机的研制尤为关键。该型发动机

作为后续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主动

力，具有综合性能高、拓展能力强、可靠

性高等特点。

在设计研发方面，六院研制团队通

过掌握多次点火、宽范围入口压力启动、

大范围变推力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回

答了如何“落得准”“接得稳”的问题；通

过突破快速简易维护、状态检查评估等

技术，解决了“用不坏”“修得快”的难题；

通过深入分析机理、不断优化结构、充分

开展试验验证，全面治理发动机薄弱环

节，持续提高了发动机固有可靠性。

在智能制造方面，六院研制团队以柔

性敏捷的单元化制造体系和高效融通的

数字化管控体系为基础，以重复使用发动

机关键技术指标要求为牵引，策划实施了

69项工艺攻关与改进研究项目，突破了复

杂结构组合件增材制造一体成型、多型产

品高效自动焊接等关键技术，建立了重复

使用发动机生产制造核心技术体系，大幅

提高发动机工艺技术的先进性和稳定性、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在试验验证方面，六院研制团队围

绕试验效能提升，大力创新研发，推动试

验数字化建设，优化试验能力布局，通过

数字建模、仿真计算、系统调试等手段，

形成了 130 吨级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

动机柔性化试验能力。

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制获新进展
火箭主发动机累计完成15次重复试验

本报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谷业

凯）第十三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奖 13日在江苏苏州颁奖。中国工程院

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凭借在图像

处理、模式识别、多媒体、虚拟现实、计算

机视觉、大规模人工智能系统等领域的

贡献，荣获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

第十三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

术奖共评出 70 个获奖项目成果。其

中，北京大学《深度学习网络设计与优

化算法》等成果，获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网络虚

假视觉信息智能感知技术及应用》等

成果，获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南方电网

数字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完成的

《基础模型与知识融合的复杂电力巡

检视觉智能分析关键技术及应用》等

成果，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是由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起主办、依托社

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在我国智

能科学技术领域享有较高声誉。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颁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

空蒙雨亦奇。”近日，由杭州

市委宣传部、杭州文化广播

电视集团指导，中国国家话

剧院、杭州话剧艺术中心创

排的话剧《苏堤春晓》在北京

上演。该剧通过展现北宋文

豪苏东坡两次赴任杭州的经

历，串联起他跌宕起伏的一

生，探索历史题材作品的创

新表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更 好 地 融 入 当 下 、焕 发

活力。

苏东坡给后世留下了许

多灿烂诗文和传奇故事，也

为 文 艺 创 作 提 供 了 丰 富 素

材。近年来，多部以苏东坡

为题材的舞台作品涌现。然

而，要立体生动地刻画苏东

坡 其 人 并 非 易 事 。《苏 堤 春

晓》的 舞 台 上 ，苏 东 坡 的 形

象丰富立体——有“大江东

去浪淘尽”的豪迈情怀，也有“十年生

死两茫茫”的细腻情感；有“拣尽寒枝

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高洁自许，也

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自在……

《苏堤春晓》不仅呈现了一代文

豪的杰出才华，还展示了东坡居士的

放达人生。参与西湖疏浚工程、修筑

苏堤……话剧演绎了诸多历史事件，

在一幕幕生活细节刻画中，让苏东坡

“出世则纵情江湖，入世则济世救民”

的形象跃然而出。

如 果 用 一 个 词 来 概 括 该 剧 的 艺

术风格，那便是“雅趣”。“竖划三寸，

当 千 仞 之 高 ；横 墨 数 尺 ，体 百 里 之

迥。”舞台上，苏轼、苏辙、司马光、王

安石、曾巩等一众文人登场，以文人

群 像 展 现 那 个 时 代 的 风

貌。一叶扁舟，成为剧中的

重 要 意 象 。 扁 舟 中 发 着 烧

的 苏 轼 ，仿 佛“ 遇 见 ”了 妻

子、同僚、恩师，恩怨纠缠、

江湖风雨，随着一叶扁舟远

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

生”……《苏堤春晓》着意于

宋代文人的审美追求，也蕴

含 着 对 人 生 和 宇 宙 的 思

考。嬉笑怒骂间，显出人生

百态；对酒当歌中，过往早

已释怀。

这是中国国家话剧院院

长田沁鑫继《北京法源寺》之

后导演的又一部历史题材话

剧。该剧秉承严肃的创作态

度，由一批优秀艺术家参与

创作，在传承与创新中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舞台设

计上，采用 17 组条屏、9 组纱

框，通过现代结构方式集合

宋画和漆板，呈现美轮美奂

的舞台。“亦庄亦谐、亦悲亦

喜、跳进跳出”的表演方式贯

穿始终，探索着中国传统表

演艺术的创新演绎。《苏堤春

晓》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用 考 究 的 方 法 、实 证 的 勇

气 ，在 厚 重 历 史 间 找 寻 东

坡 ，在 舞 台 光 影 中 演 绎 东

坡。从《北京法源寺》到《苏

堤 春 晓》，田 沁 鑫 持 续 探 索

历 史 题 材 戏 剧 的 创 作 风

格。厚重的历史底蕴、大段

密集的台词、虚实相间的艺

术风格，形成了一条“并不讨巧”的创

作路径。历史文化与现代舞台艺术交

相融合，持续开拓传统文化的当代审

美意蕴，让作品迸发出打动人心的持

久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苏堤春晓》由中

国国家话剧院、杭州演艺集团共同出

品。国有院团和地方院团的合作，是

近年来很多剧目的创作模式。国有院

团的人才、制作优势，可以带动地方院

团的创作。地方院团对当地市场的熟

悉和剧场经营的经验，又可以让国有

院团的触角进一步延伸。期待“国家

队”和“地方队”的携手，能够创作更多

精品力作，让中国舞台艺术蓬勃发展，

为观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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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苏堤春晓》剧照。 中国国家话剧院供图

本报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吴

月）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近日，清华

大学电子工程系方璐副教授课题组、

自动化系戴琼海院士课题组构建了智

能光计算的通用传播模型，首创了分

布式广度光计算架构，研制了全球首

款大规模干涉—衍射异构集成芯片

“太极”，实现了 160 TOPS/W（每焦

耳 160 万 亿 次 运 算）的 通 用 智 能 计

算。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

杂志。

智能光计算是近年来新兴的计算

模态，具备高速、低功耗等特性，有助

于解决人工智能领域的算力与功耗难

题。研发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算

法结构方面，“化深为广”是分布式广

度光计算架构的特点之一。“太极”架

构源自光计算独特的“全连接”与“高

并行”属性，化深度计算为广度计算，

为实现规模易扩展、计算高并行、系统

强鲁棒的通用智能光计算探索了新

路径。

清华大学团队研发智能光计算芯片“太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