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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海声中万国商”，这是宋代李邴描写当年福建
泉州盛况的诗句。2 月 11 日，泉州再次迎来海内外宾
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文化建设与文化保护并重

2013 年 8 月，泉州当选中国首届“东亚文化之
都”。这要归功于这座城市辉煌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
泉州是海丝之路的重要起点，在唐朝，泉州“刺桐
港”即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时期，
这里是“东方第一大港”，与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
贸易，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聚集地和交汇点，呈现
出“市井十洲人”的空前盛况。

立足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泉州的“东亚文化
之都”建设风生水起。一系列文化活动让“文都”文
采飞扬：2014年，泉州成功举办“东亚文化之都·2014
泉州活动年”和“2014 泉州丝海扬帆嘉年华”系列活

动。2014年9月，泉州作为唯一的“海丝”代表城市，
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的“丝绸之路与创意
城市”展览并取得成功。

2014 年以来，泉州大力实施“古城—古港—新区
—全域联动”一揽子文化项目，推进文化产业开放开
发；打造“海丝”文化旅游产品项目区，大力推进

“海丝”旅游发展；推动泉州与东南亚各国在茶文化、
雕艺文化、陶瓷文化、香道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海丝”文化的挖掘和传播。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仅“海丝”代表性遗产点
就有18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15处。近年来，泉州
先后投入 3亿多元，对“海丝”遗产点进行修缮整治，
同时大力实施“古城文化复兴计划”和“古港转型升
级行动”，筹划“海丝”文化保护传承项目46项。

项目带动与经贸合作加速

当下，泉州迎来了千载难逢的
历史性机遇：泉州建设“海丝”先
行区已正式列入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
城市。

建设“海丝”先行区，项目带
动成为主要抓手。当前，泉州已甄选
了一批带动力强的项目，涵盖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经贸合作、文化旅游
发展、社团人员交流等多个领域。

不到一年时间，泉州中兴海丝
路跨境电商项目实现交易额2亿元
人民币，随着进出口和自营产品官
方商城 3 个平台陆续上线，预计至
2016 年，交易额可放大至近百亿
元。借助“新海丝”建设的东风，一批
大型项目取得显著进展，初步构建
起“海丝”建设的关键项目支点。

经贸合作成为“海丝”先行区
建设的主阵地。2014 年 11 月，泉

州承办了首届中国 （泉州） 海上
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近
来，以“海丝”沿线的商贸合作
为主题，泉州策划生成一系列的
博览会和展会，深度拓展东盟、
南亚、中东、非洲等重点市场，
推进跨境电商等新商业模式落地
发展。同时举办了“中国品牌企业走进非洲”等一系
列海外专题推介会，受到诸多品牌企业及相关投资者
的关注。

搭建沟通与合作新平台

无论是打造“东亚文化之都”，还是建设“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都涉及对外交流合作。因此，
沟通最重要，协作最关键。作为与“海丝”有最直接
关系的城市，泉州充分利用与“海丝”沿岸国家和地
区在商缘、文缘、亲缘上的独特优势，积极搭建“海
丝”沟通协作平台机制，在交流合作方面勇于先行。

2014年2月，泉州举办了“新世纪丝绸之路经济论

坛暨华文媒体万里行”活动；2014年6月底，泉州成功
承办了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城市论坛，发起建立“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的倡议。在泉州举办的 21
世纪“海丝”商务圆桌会议上，与会代表共同倡议设
立 21世纪“海丝”常态化多边商务合作机制，并决定
在泉州设置秘书处和筹备办公室。

如今，更高规格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
讨会”落户泉州，国内外高端智库的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共同谋划“海丝”建设战略。研讨会以“打造命
运共同体，携手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
设立了3个圆桌会议。此次研讨会必将为沿线国家共谋
发展、共同繁荣提供新的契机，必将进一步推动沿线
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本报泉州电（章文秀） 来自海陆丝绸之路沿线城
市的代表和机构代表，1月9日在福建泉州参与了发起
成立“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的筹备事项，并一致
同意发表《泉州共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白桦表
示，随着城市化进程，服务和技术的不断革新创新，
城市作为主体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像泉州等联
结海陆贸易和文化往来的枢纽城市，借助丰富的历史
文化积淀、经济发展水平和战略性地理位置等，必然
在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根据 《泉州共识》 的倡议，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

盟将创建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拓展更富有成效的经
贸合作、共同推动丝绸之路文明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以及推动建立海陆丝
绸之路城市联盟工商理事会等。

自 2013 年 9 月中国领导人向有关国家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来，中
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总结多年参与丝绸之路区域
合作的经验，通过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以及泉州、福州、厦门、漳州等有关机
构和城市联络沟通，形成了设立“联合国海陆丝绸之
路项目”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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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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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色厦门”到“生态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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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停靠在福建省连江县可门港的“中海才
华”轮将启航前往南非。为让漂泊在外过年的船员感
受到家乡新春的温暖和喜庆，福州边检站为前来团聚
的船员家属开通了“春节团圆通道”，方便船员和家属
团聚，让即将远航的船员感受到“家”的温暖。

图为边检官兵与船员及家属合影，现场洋溢着节
日的欢乐和喜庆。 林含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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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泉州电 （孙虹） 电影 《五祖
拳》 项目暨演员海选启动仪式近日在泉
州举行。“五祖拳作为南少林武术的代表
拳种，盛行于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制片
方代表田琴表示，作为首部闽南文化传
承功夫电影，影片 《五祖拳》 将使这一
承载闽南文化的古老拳种发扬光大。

国际南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主席、
五祖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周焜
民说，随着南少林五祖拳影响的不断扩
大，截至目前，五祖拳已经吸引了亚
洲、美洲、澳大利亚、非洲、欧洲等国
家和地区的众多武术爱好者研习。国际
南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发起于 1989 年，
1990年正式在泉州成立，目前已有 40多
个会员国家和地区。2008 年，南少林五
祖拳被文化部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田琴表示，《五祖拳》电影剧本历经
一年时间多次修改，正在进一步完善。
影片总投资将超过 3000 万元，计划今年
4月底前完成剧组筹建，确立导演演员团
队。今年 10月正式开拍，年底杀青进入
后期制作。

闽南功夫片

海选演员
闽南功夫片

海选演员

距离春节还有几天，福建泉州泉港区峰
尾镇诚平村已到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氛围。
近日，当地公安、边防等部门联合开展“迎
新春、送祝福”活动，现场为村民写春联，
把浓浓的年味和新春的祝福送到农民家门口。

图为村民手拿现场写的春联喜笑颜开。
陈 超 夏仰峰摄

送春联 迎新春

日前，福建龙岩永定区委书记刘先
裘，来到被称为“白云深处”的永定最偏
远的山村——高陂镇曲峰村，走村串户，
与群众促膝谈心、嘘寒问暖，倾听他们的
心声，捎去慰问金，同镇村干部共商发展
增收之计。

由于种种原因，在农村，目前仍有一
些群众身居偏乡僻壤的“白云深处”。临近
年终，这些身居“白云深处”的困难群
众，急需党和政府的关心，这就要求各级
干部要深入基层，到田间地头，到“白云
深处”的穷亲戚家中去，了解他们的真实
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一句问候的
话，一点慰问物资，一条帮扶计策，可谓
礼轻情重，点滴暖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身体力
行践行群众路线，倡导推动“四下基层”，
在闽东3次深入寿宁县下党乡调研，与下党
乡党委书记杨奕周结为“草鞋亲戚”，被传
为佳话。习近平曾说，机关干部接地气很
重要，多接地气，才能培养对人民群众的
感情，不带着深厚感情去联系群众，就可
能是“做秀”。

“白云深处”有“穷亲”。深入“白云深处”
是各级党政干部的责任所在，是接地气的最
好表现。不到“白云深处”去，就不会明白自
己与群众的要求有多远，不结识“穷亲”，就
不会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有多重。但愿我们
的干部常接地气，多结识一些“草鞋亲戚”，
常到“白云深处”的“穷亲”
家走动，对他们多一份关
心，多一点扶持，亲戚常走
才会亲，让“穷亲戚”早
日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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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2 年 6 月开始，福建厦门创建生态市开启了由
“绿色厦门”到“生态厦门”的建设历程。经过12载耕耘，“生
态厦门”已硕果累累，2014年底，厦门市海沧区、同安区、翔
安区、集美区依次通过了国家生态区验收。

集美：发展特色生态农业

集美区近年来走上了一条集约发展生态农业之路。他
们学习借鉴台湾的生态农业建设经验，引进推广台湾农业
新技术，建立农业示范基地……2013年以来，辖区7家企业
11个产品取得绿色、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认证企业数及产
品数位居全市首位。

新村水果、前进花卉、田头仙景芋等一大批“高、优、
特”农业项目在集美发展起来。通过积极推进“一村一品”
建设，集美建成了塔斯曼铁皮石斛研发和深加工基地，大

力扶持捷圣山苏蔬菜专业合作社、名优果树现代农业示范
园、仙灵旗休闲农庄等一批生态型观光休闲农业。

作为岛外大区，工业同样是集美的重点。集美生态工
业可谓 3 条腿走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全面提升生态旅游。

同安：把水文章做好做透

把水管好，把水文章做透，是同安生态区创建工作的
重点。

作为厦门的城市命脉，厦门十大水系中有四大水系分
布在同安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林业、环境基础设
施、生态旅游、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生态文化——七大建设
工程、44个子项目、212.97亿元建设投入，无不由此展开。

据介绍，从 2012年到现在，同安对全区十余个村镇的

水资源开展连片整治，先后投入 2500多万元，建设独立污
水处理设施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等。他们还组织“美
丽乡村”建设，计划用 3至 5年时间，分期分批完成全区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程建设。

同时，同安区持续推进生态林业建设，重点实施了
9882亩生态风景林建设工程，着重对莲花国家森林公园以
及一些景区的重点部位劣质林，实施林相改造，使全区森
林覆盖率达到52.40%。

翔安：发展贯穿生态理念

从 2008年起，翔安区所有新办工业项目，一律进入工
业园区统一管理，形成产业集群中的公用设施产业化、污
染治理统一化、土地利用集约化。一大批产能落后、高污
染、高能耗、有安全隐患的企业被关停，大力开展清洁生产
审核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生态文明村建设成为全区创建
国家生态区的重要着力点。

据统计，目前翔安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已达 16.82
平方米，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81.94%，城市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100%，全区四镇一街道全部建成生
态镇，90个建制村和农村社区建成生态村，其中省级生
态村42个，市级生态村48个，创建环境友好社区11个。

目前，厦门市97.6％的村庄已是省级以上生态村，14
个涉农镇已全部完成国家级生态镇创建工作，在福建省
率先实现了国家生态镇的全覆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岛外4个区相继完成国
家级生态区创建后，强化制度创新和绿色转型，努力构
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四梁八柱”，就成为新的
动力和目标，毕竟，要成为“生态省”建设的排头兵，
厦门的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