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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亚洲文化共同体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
点，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便以“东方第
一大港”的姿态向世界各国敞开胸怀。
本次亚洲文化论坛是第十四届亚洲艺术
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泉州举办此次交
流论坛，无疑具有关键意义。

亚洲合作对话机制的 13 个成员国
——中国、日本、泰国、孟加拉国、柬
埔寨、斯里兰卡等，和相关艺术研究机
构 100 多个代表一起，探讨文化艺术等
领域的诸多话题，并达成 《泉州共识》。

《泉州共识》 强调，亚洲文化的共生共
建，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各国
需要协力合作，为构建亚洲文化共同体
和增进相互文化交流而努力。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世纪，
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无疑可以使
亚洲各国深厚的友谊更上一层楼。”中国
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表示，《泉州共
识》将成为“丝路精神”的结晶。

其实早在 2000 多年前，互联互通、

和谐共生的精神就已经融入了亚洲人的
内核。正如日本茶道里千家第十五代家
元千玄室大宗匠在论坛中谈到：“茶文化
的渊源在中国，我们家近 500 年的茶道
根基也在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
断地到中国来，了解茶文化的根源。”

“茶文化的传播中，我们提到中国会说‘一
衣带水’，这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在
千玄室大宗匠眼中，文化交流将为亚洲乃
至世界的友好交流与和平产生推动作用。

搭乘“一带一路”快车

在本届论坛上，“一带一路”绝对是
个热门的话题。论坛与会嘉宾认为，亚
洲具有多元、璀璨的文化生态，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为亚洲文化交流提供了
新的舞台，将为亚洲文化繁荣、文化自
信创造良机。

亚洲合作对话机制轮值主席国、协
调国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
会主席披尼·扎禄颂巴认为，国与国之间
交往，真正的交流是文化，是心灵的沟
通。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要搭上“一

带一路”快车，为亚洲文化产业发展开
拓新契机、新途径。

“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
条丝绸之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
创作院名誉院长莫言以诗人艾青的一句
诗开启了演讲。莫言表示，丝绸之路从
根本上讲是一条文化之路，它的经济利
益是暂时的，而文化意义则是深远长
久。通过交流，亚洲各国文化早已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文化交流最根本
的目的是文化创新，是继承本国传统文
化中有价值的，学习他国文化中最优秀
的，创造出最能反映当代现实、满足人
民精神需求的新的文化形态。

“如今我们再谈‘一带一路’，不是
简单地复制过去，而是在新的文明周期
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
文明之窗。”上海交大文化部两岸文化研
究基地教授胡慧林表示，艺术节和文化
论坛的交流平台，是传统的继承和展
示，也是新时期人们的交流舞台。

发挥福建地缘优势

在“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中，福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福建是国家规划的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核心区，而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起点城市的泉州，更被定位为‘新海
丝’建设的先行区，其地位、发展引人瞩
目。”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袁勇麟
说，“泉州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又是全国
第一大侨乡，分布海外的侨胞近千万人，
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福建要发挥这
种纽带优势以及地缘优势，以更加宽广的
视野，扩大与‘海丝’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
合作，促进发展共赢。”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先清建
议，我国应采取一种“海上文化走廊”
的新视角，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
工程建设，与沿线各国在挖掘、保护和
传承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领域展开广
泛的合作，使之成为联系中国与“新海
丝”沿线国家和人民的文化纽带。福建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在这
方面亦大有可为。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凭借闽南文
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的优势，福建
在促进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中，无疑可
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抓住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这一契机，打造带动经济发
展的战略支点。

本报泉州电（记者任姗姗、钟自
炜） 由文化部和福建省政府主办的第
十四届亚洲艺术节暨第二届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艺术节日前在泉州开幕。本
届艺术节围绕“情系亚洲 逐梦海
丝”这一主题，从表演艺术、视觉艺

术、交流对话、文都魅力、网络亚艺
节、主题公园活动等六大板块全方位
展示亚洲各国文化风貌。开幕式文艺
演出《海之梦》由亚洲11个国家的艺
术家共同演绎了亚洲文化和谐共生、
人民心心相印的繁华盛景。

第三届亚洲文化论坛泉州举行

建设共生共荣亚洲文化生态
雷 蕾

亚洲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文
化的共生共建是亚洲各国人民
的共同心愿，需要亚洲各国为
构建亚洲文化共同体和增进相
互文化交流而努力；

亚洲文化论坛是亚洲国家
间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的共享
机制与合作平台，对增强亚洲
国家的文化共识与价值认同、

推动亚洲文化的合作发展与国
际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
建设是时代“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必然选择，将成
为 亚 洲 各 国 打 造 “ 利 益 共 同
体”、“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
动力量，为亚洲各国携手参与
世界和平发展起积极作用，会
议予以认可并呼吁协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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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亚洲艺术节开幕

由国家文化部与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亚洲文化

论坛11月10日在泉州闭幕。本届亚洲文化论坛汇聚了中外多名

政要及重量级文学家。两天的会期中，13个国家来自文学、历

史、戏剧、美术、音乐、考古等学科的100多名学者专家，共同

回顾了亚洲文化的发展历史，展望了亚洲文化的未来前景，从亚

洲文化的特性看“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对亚洲文化艺术进行了

全方位的展示与多维度的阐释，表达了维护世界文化艺术多样性

和建设共生共荣亚洲文化生态的愿望，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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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福建省
福清市江镜镇南宵村就

“新农村住宅小区”统一
新 建 的 172 套 “ 农 民 公
寓”分配一事举行了一场
别 开 生 面 的 表 决 大 会 。
100 多名村民各自发表意
见，在纪检部门的监督
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通过了分配方案。

近年来，福清市在农
村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
民主管理和廉政监督作
用，在土地征迁、资金使
用、工程进度、工程质量
等方面，都以“一事一
议”的方式，让群众知
晓、参与、做主、监督。

图为村民代表在“农
民公寓”分配大会上进行
投票。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公寓怎么分公寓怎么分 农民说了算农民说了算

晩秋的宁德，山青水碧，茶香果甜。曾是我国18个集
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闽东，经过30年扶贫开发，正将贫
困落后留在发黄的旧照片里。弱鸟先飞“挪穷窝”，滴水穿
石“拔穷根”，目前宁德贫困人口已从77.5万下降到11.3万

（国定贫困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3万元，甩掉全
省末位的帽子。

30年前，福鼎赤溪村深山里畲族村民“衣不蔽体、食
不果腹”的贫困景象经媒体披露，引发了全社会对贫困问
题的关注。随即，一场“久久为功”的扶贫攻坚战在闽东
大地展开。而今，这个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畲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村公路从无到有，2014年
农民人均收入11674元，是1984年的70倍。

“闽东老少边，公路绕山边。铁路沾点边，坐车一路
颠”。交通曾是阻碍宁德摆脱贫困的最大障碍，如今104国
道纵贯全境，福宁、罗宁、宁武高速公路连接南北、拓展
腹地；温福铁路、合福高铁相继通车，衢宁铁路宁德段正
式开工；沙埕、三沙等港口建设紧锣密鼓；100％行政村、
90％自然村通水泥路，农村水泥公路达 3200公里。曾被人
称为“老、少、边、岛、贫”的闽东，公路、铁路、海路
路网发达，山翠、水清、民安，村庄秀美。

九山半水半分田，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一方水土难养
一方人。对此，宁德很早就开始实施整村搬迁工程。这是
闽东扶贫攻坚关键一招。1995年，赤溪偏远畲族村民走出

大山，再建家园。与此同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连
家船民先后上岸。2013年，福安市溪邳村最后一批渔民上
岸定居，溪邳村村委会主任江宽全说，“各级政府始终记挂
我们，年年帮扶，送鱼苗、送技术，村民人均年收入已从
过去几百元增加到 1.3万元。”截至去年，宁德全市累计完
成搬迁33万人，2.5万连家船民全部上岸。

行走在闽东大地，不时能闻到茶香。步入福安市坦洋村，
主街两边茶店林立。宁德全市茶园100多万亩，兼有红、绿、白
等茶类。闽东的跨越得益于“念好山海经，做好农文章”。靠山
吃山，靠海吃海。以古田县为中心形成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去
年鲜品达到50多万吨，产值达40多亿元。闽东大黄鱼、海带、
紫菜等海产品丰富。目前，茶叶、水产品、食用菌三大主导农
业累计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六成多。

青山绿水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2014年宁德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417亿元，增幅排全省第一，农民收入中家庭经营
收入占 60.9％。2008 年以来，宁德农民收入增幅一直排在
全省前列。原属国定贫困县的古田、柘荣进入了福建省县
域经济发展十佳。

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宁德吹响新一轮扶贫攻坚号角：
到2020年确保全市农村贫困群众实现全部稳定脱贫；确保
全市450个贫困建制村通过整村推进扶贫，实现群众和村集
体“双增收”。

（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刘亢、项开来、郭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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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 （记 者 常
钦）“产品经检验合格，请放
心使用。”掏出手机扫一下蜜
橘包装上的二维码，种植基
地、收购、加工责任人、检
测机构等信息立即就能查询
——今年展会上的二维码成
了一道“风景线”。日前，来
自国内外的近 5000 家龙头企
业以及合作社齐聚福建省福
州市，拉开了第十三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序幕。

本届农交会由农业部和
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展览规模 12 万多平方米，是
历届面积最大的一次，包括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名优
果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兽
医用品及兽药、水产等 11 个
方面的 45 个展团参展。农交
会还举行全国百家合作社百
个农产品品牌发布等 15 场重
大活动，各地方举办 40 余场
农产品推介活动，有近 5000
家龙头企业、“三品一标”企
业及合作社参展。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开
幕式上说：“本次农交会以

‘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信息化’建设
为方向，集中展示‘十二五’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
展取得的重大成就。”

在展会现场，一扇由上百个装有各种中药材的
玻璃盒子砌成的墙，引得客商频频驻足询问。“我们
从原产地选货，不仅减少流通环节，能产生价格优
势，而且我们产品规格等级、名称、定义都有严格
要求。”该展区负责人说。

本届活动还充分展现了“互联网+”的特色，大
数据、物联网等现代元素在农业中广泛应用。展会
期间还举办了 2015农业信息化高端论坛，农业部信
息中心联合全国 31家省级农业信息中心共同发起成
立了全国农业信息化联盟。

上图为在国际展团的斯洛文尼亚展区，外宾们
和国内代理商们在洽谈。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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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龙岩电（吴丹平、邱晓霞、谢
丽珠）11 月 9 日，“2015 海峡两岸（龙
岩）乡村旅游合作发展论坛”在福建
龙岩举行。国台办、福建省台办、福建
省旅游局、闽台交流协会领导以及台
湾乡村旅游嘉宾、院校师生代表等
200余人出席论坛开幕式。

据介绍，近年来，龙岩市高度重
视旅游产业转型发展，全力打造“海
峡西岸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城市、国内
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全球客家文化

旅游中心”，打造了一批有较高品位
和级别的旅游资源和品牌。依托自然
生态、特色农业、古镇村寨、客家文化
等优势，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健康有序
发展，建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典型试
点，推出了一批观光休闲型、避暑度
假型、乡村体验型乡村旅游产品，乡
村旅游日渐成为游客的新选择、新体
验和新风尚。

来自两岸的学者和嘉宾代表，还
就乡村旅游的发展建言献策。

龙岩全力打造乡村旅游

为期 4天
的 第 五 届 中
国 （ 莆 田 ）
南 少 林 武 术
文 化 节 日 前
在 福 建 省 莆
田 市 开 幕 ，
吸 引 海 内 外
高 僧 大 德 、
武 林 高 手 以
及 大 量 武 术
爱 好 者 等 参
加。

林剑冰摄
（人民图片）

高手云集南少林武术节高手云集南少林武术节

第二届武
夷山国际马拉
松赛日前在福
建 武 夷 山 举
行。来自国内
外的近万名运
动 员 参 加 比
赛。图为参赛
选手从起点处
出发。

邱汝泉摄
（新华社发）

武夷山国际马拉松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