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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龙
岩是客家祖地、红

色圣地。神奇的东方古
城堡永定土楼、光辉的古田

会议会址、国家自然遗产冠豸
山、世界客家首府汀州古城、民

间故宫培田古村落，这些举世闻名
的旅游胜地都坐落于此。在龙岩这片

充满魅力的闽西大地上，八方游客云
集 。 2013 年 ， 全 市 共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1808.42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33.49 亿元，分
别比上年增 21.6%和 21.8%。

统一营销 硕果累累

围绕“海峡客家·欢乐龙岩”主题，龙岩旅游
局通过全市旅游统一营销中心整合市内旅游资源，

强化“龙岩”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2013
年，龙岩获评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大中华区
最佳绿色生态旅游名市，永定、连城被确定为福建省
旅游品牌县，长汀县被评为优秀旅游县。

同时，新增四星级旅游饭店 4家、金叶级绿色饭店
5 家，连城天一温泉度假村有望成为龙岩市首家五星级

饭店；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创建数量全省最多，评
定首批海峡客家乡村旅游示范户 74家，新增省三星级
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10 家。10 个旅游名镇完成旅
游发展规划编制。龙岩中元国际旅行社获得市首家
经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业务资质，永定县客家土楼
国际旅行社获出境旅游业务资质。

去年成功举办“薪火相传”万名台湾学生游
龙岩、“两岸中华梦·永定土楼圆”中秋嘉年
华、台湾“海峡客家·欢乐龙岩·璀璨苗栗”龙
岩旅游推介会等活动。

品质旅游 交通先行

去年 12 月 30 日，伴随着 D2353 次
龙岩始发至深圳北的列车缓缓驶出

站台，100 多名来龙岩旅游的深
圳动车首发团游客满意而归。

这次他们游览的是龙岩精
品 旅 游 线 路 —— 沐 浴

天 一 温 泉 、 畅 游
冠 豸 山

水、瞻仰古
田 会 址 、
走 进 客 家
土 楼 三 日
游，享受
到 全 程
免 门 票
的 优 惠
待遇。

“从深圳到龙岩逛土楼只要 4 个
小时的动车车程，周末游很方便。”来自汕
头的袁先生对龙岩的客家土楼向往已久，“龙
岩的山水很独特，每一处旅游景区都和我们那
里不一样，是出门旅游理想的目的地。”

其实，龙深动车的开通，只是龙岩市依托资
源、交通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的缩影之
一。据悉，近年来龙岩旅游局围绕“把龙岩建成闽
粤赣边联结沿海、拓展腹地的生态型经济枢纽”，基
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随着龙岩交通的全面改
善，闽西的区位优势凸显，成为连接闽粤赣三省的枢
纽，形成了以龙岩中心城市为中心，以机场高速公
路、铁路、国道为架构的立体便捷的交通网络。

如今，龙岩作为福建旅游的新亮点,奇山、秀水、

幽洞，民居、民俗、民风,名城、名乡、名人交相辉
映，构成了一幅绚丽风情的画卷。马年新春期间，弘
扬民俗文化的“罗坊走古事”、“姑田大龙甲天下”，
游览名景胜地的“漳平樱花旅游文化节”、“生态连
城·清新游”，走马观花闹元宵的“火红汀州·龙灯
船灯”、“中山古镇花灯节”，让马年的龙岩，增添
了不少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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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积极探索文艺精品创作福建省积极探索文艺精品创作
生产和传播机制生产和传播机制，，精心组织重大革精心组织重大革
命和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重点文学
艺术作品扶持工程、优秀少儿作品
创作工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贯穿于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
2013年以来，全省创作、生产、传
播了一批雅俗共赏、愉悦身心的优
秀文艺作品。在红色题材、道德模
范和先进典型题材、生态建设题
材、历史文化题材、两岸关系题材
和现代生活题材的创作上，都有大
批优秀作品问世。

影视作品成绩凸显

筹 拍 的 电 视 剧 《红 色 交 通
线》，主要讲述上世纪 30 年代初，
上海党中央开辟通往闽西、赣南中
央苏区交通线的曲折故事。大型话
剧 《古田会议》，真实地再现了毛
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人民军队建设
的艰难曲折历程。电影音乐《周恩
来的四个昼夜》 荣获第 29 届金鸡
奖最佳音乐奖。

电影《南平红荔》根据第四届
全国道德模范、南平市延平区法院
少年法庭庭长詹红荔先进事迹改编
而成，全面塑造詹红荔法官倾心帮
扶挽救失足少年的感人故事，获金
鸡奖提名奖。

30 集电视剧 《永不褪色的家
园》、话剧 《红土》、电视纪录片

《走向美丽》 等一批文艺作品，从
多个方面反映红土地长汀水土治理
的艰难历程和卓著成果。

话剧《天演惊雷》全面展示以
严复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仁人志士追
求“强国梦”的故事。围绕 19 世
纪末清朝政府在福州马尾造舰船、
办学堂、组建福建水师、驱逐日本
侵略者、开发建设台湾的历史故
事，创作了舞蹈 《船政学堂》、动
画片 《船政传奇》、电视纪录片

《船政学堂》等。

紧扣地域和两岸主题

电影《使命》以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模范检察官、福建省检
察院下派清流县李家乡鲜水村担任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李彬为原型，
真实记录福建省广大农村的巨大变

化和农村工作机制创新的斐然成
就。

电视剧 《妈祖》（获飞天奖二
等奖） 则以福建湄洲的妈祖传说为
主线，精选观音送子、怀胎年余、
观井得符、化草救商等 30 多个经
典故事，生动表现妈祖慈悲为怀、
广施仁爱、扶贫济困、救苦救难的
大爱精神。

电视剧《大南迁》以唐末黄巢
起义中原居民大迁徙为背景，展现
客家先民拓荒垦殖、融合发展、中
转南迁、衍播各地的历史进程，深
刻反映客家先民四海为家、艰苦创
业的宝贵精神。

动画片《白小豚》以关注海洋
为主题，以公益、环保、科教的视
角，讲述两岸儿童团结一致共同解
救被困海豚，共同保护海洋环境的
感人故事。

30集电视剧《青春无极限》紧
扣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以海峡两
岸两代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为主
线，表现两岸两代人共同创业、同
圆中国梦的故事。电视剧 《原乡》
讲述在特殊年代背景下，由大陆到
台湾的老兵与故乡亲人之间日夜思

念、隔海相望的感人故事，表现了
海峡隔不断的亲情，演绎了民族史
上最深沉的乡愁。

加大奖掖扶持力度

为进一步营造生产传播氛围，
鼓励创新，福建建立并创新一系列
办法、制度。比如，出台 《关于

“唱响福建”推动文艺精品创作传
播的意见》，举办影视、戏剧、文
学、音乐、舞蹈、曲艺、民间工艺
创作人才培训班，建立文艺创作人
才培训制度，挖掘、培养优秀文艺
创作人才等。

为坚持正确导向，繁荣文艺创
作，福建对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
生产、传播给予扶持奖励，并不断
加大力度。文化艺术主管部门会同
省财政厅联合出台《福建文艺发展
基金项目资助实施办法》，专项扶
持资助重大文化、艺术门类的创
作、研究、演出、出版、展览等53
个项目，激发文艺创作活力。

扶持奖励真金白银 培训人才着眼创新

福建文化精品频频亮相获好评
章文秀

什 么 是 美 丽 福 建 ？ 望 得 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
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
也是环境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

八闽大地，号称七山二水一
分田。农耕社会中，福建人苦于
耕地资源不足，如今进入工业化
社会，却发现大自然的赐予并不
薄。山山水水让福建拥有丰富的
旅游资源，这种“无烟工业”是
福建加快发展的极大助力。好山
好水让民众生活在一个健康自然
的怀抱里，这是提升幸福感的重
要源泉。很多地方，这种幸福像
在雾霾中呼吸一样，被挤压到了
灰暗的角落里，在福建却像野
花一样绽放。空气清新、山清水
秀也是海西发展的独特优势，在
日益讲究生活质量的今天，这种
优势对两岸人才的吸引力不容小
觑。

有人说要像呵护眼珠子一样
呵护美丽福建。许多人依旧记得
闽地某企业排污在当地造成的灾
害，和随之而来的媒体铺天盖地
的报道。如今事情过去了，但依
旧引人深思。我们常说，既要金
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鱼和熊
掌兼得固然美妙，但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当二者发生冲
突的时候该怎么办？

福建给出了答案。福建省决定，自即日开始至 3 月
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重污染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对检
查中发现存在环境问题的将依法查处，责令企业限期整
改。对重金属排放符合“两高”司法解释规定的企业，
要坚决移送公安部门依法侦办。此次专项执法检查范围
包括：化工、铅锌采选冶炼、电镀、皮革、合成革、印
染、造纸、制药和合成氨等重污染行业，重点检查沿江
沿溪、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其上游流域等敏感区域。

不妨为此喝一声彩。只有守得住青山，守得住绿
水，记得住乡愁，我们赚下的金山银山才有意义。所以
环保手段绝对不能软。仅 2013 年 6 月以来，福建省环保
部门向公安部门移送或正在办理移送手续的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就有 34件，其中已经法院判决 2件。成绩凸显的
同时，也反衬出环保任务的艰巨。

有人借用禅师悟道的话说，30年前见山是山，见水
是水。那时工业化对环境的污染还很小，大自然还保有
美好的生态。后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滥砍滥
伐、随意排污不但让鸟儿和鱼儿失去了赖以栖身的家
园，也让人们迷失在环境恶化的雾霾中。而今见山只是
山，见水只是水。污染后的治理，有了新的成效。笔者
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一些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弯
路，我们为何还要再走一遍他们的旧路？我们要做的，
是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彰显福建独特的山水
资源禀赋，让民众望山见水记乡愁，让八闽的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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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温泉爬爬山 逛完土楼瞻古田

龙岩风情画卷让游客着迷
严群星 吴文琴 林 煜

美丽福建美丽福建

古 田
会议会址

汀州古城墙汀州古城墙

由文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泉州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东亚文化之都·2014泉州
活动年”近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开幕。文化
部副部长丁伟、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书
磊、福建省副省长李红、泉州市委书记黄
少萍和韩国东亚文化之都促进委员会委员
长、前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部长郑东采，
日本横滨市副市长渡边巧教等出席。

“东亚文化之都”是由中日韩三国共同
打造的区域性文化交流品牌。当天开幕式
后，100分钟的“三国风”文艺展演轮番亮
相。精彩绝伦的歌舞演出、国际化的舞台
效果、超震撼的声光电组合、美轮美奂的
多媒体舞美、情与景的充分交融，让泉州
人有了一次难得的家门前的文化大餐。这
也宣告了“东亚文化之都·2014泉州”全年
活动序幕的正式拉开。

“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是 2012年 5月第
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签署的 《上海行
动计划》 所开展的一项多边性文化活动。
2013 年 8 月 26 日，泉州从 30 多个申报城市
中脱颖而出，与韩国光州、日本横滨共同
当选首届“东亚文化之都”。在2014年一年
内，三城将以“东亚文化之都”名义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2015 年开始，一年
一度的“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活动将常态
化，推举当年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举办国
的城市当选。

根据协议要求，泉州、光州、横滨将
共同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与合作、扩大文化
内容产业合作、深化文化艺术交流合作、
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

在获评“东亚文化之都”后，泉州市
成立了专门的建设发展委员会统筹规划，旨
在以“古城—古港—新区—全域联动”为城
市文化建设核心，实施四项重点建设计划：

“古城文化复兴计划”、“古港转型升级行
动”、“新区城市文化综合体建设”和“全域文
化资源联动提升”。在此基础上，全力创建闽
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和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实施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最终将
泉州打造成为东亚的、国际性的、“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平台。

目前，泉州市已经陆续启动和完成多
项规划。预计全年文艺演出和交流活动将
超过110场，还将投资9亿元创建国家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兴建泉州图书馆
新馆等一批重点文化项目。

春暖刺桐城 尽览三国风
严群星

▶2月18日，福建泉州边防支队小乍
边防派出所针对“80 后”、“90 后”农民
工对工作环境和待遇不断提高的需求，利
用警务微博、QQ、微信订阅号等网络媒
介开通“网络招工直通车”，协助企业加
大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和创业培训力度，
优先安排就业，破解企业“用工荒”难
题。 邓志新摄影报道

网络直通车破解“用工荒”

◀福建公安边防总队泉州边防支
队组织国家心理咨询师深入一线，为
官兵开展心理服务，帮助官兵提高环
境适应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心理调
适能力这项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
官兵的自信心和意志力，为保障官兵
出色完成各项边防保卫任务注入了心
理能量。

谢建师 柳标忠摄影报道

“心灵相约”深入一线

海西进行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