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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智勇）阅读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8日上午，“学习新思想 建设新
泉州 书香伴我行”2023 年泉州新华书展
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开幕。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霜，以及福建
新华发行集团和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领导
参加开幕式。

此次书展是我省第十七届“书香八闽”
在泉州启动以来，福建新华发行集团落地泉
州的一次重磅“书香惠民”行动，设立了四个
主题书展和三个主题主展区，助力“书香泉
州”建设。

开幕式后的文化讲座上，孔子第七十五
世孙、文儒书院院长孔海钦就《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知、认可、认同》精彩开讲。

本次泉州新华书展由省委宣传部、市委
宣传部指导，福建新华发行集团主办，福建
新华发行集团泉州分公司、中国闽台缘博物
馆、泉州鲤城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
承办，分三个阶段举行，共邀省内外超过百
家著名出版单位到泉参展，展出近两年出版
的万种以上优秀出版物。其中，在中国闽台
缘博物馆的展览至 10日结束。14日—17
日、20日—22日，还将分别在金花人民广场
国潮泉州优品展示中心、鲤城区城市会客厅
两地巡回展出。主题书展期间，还将举行多
场文化讲座，多位名家将莅泉分享各自研究
领域的所思所得。

又讯 （记者陈智勇）尺素传深情，两岸
一家亲。活动期间，与会领导还参观了在中
国闽台缘博物馆举行的“骨肉天亲 血脉相
连”海峡两岸家书特展。该展览分为“血浓于
水、守望相助、维桑与梓、一片丹心、牢记使
命”五大展题，精选了不同时期两岸家书及
相关实物1000余件，并透过家书内容和写
信人生平事迹等方面的解读，较立体呈现两
岸亲人的感人故事。

学习新思想 建设新泉州
书香伴我行

2023年泉州
新华书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殷斯麒 通讯员吴秋瑜）

不少来泉州的游客朋友选择走进博物馆
或文化馆，近距离感受世遗泉州古城的
历史文化魅力。日前，鲤城区正式上线

“刺桐博物之城”微信小程序，进一步方
便市民游客开启“云游”古城新体验。

“刺桐博物之城”微信小程序由鲤城
区委、区政府开发，依托古城丰富的文化
空间载体，系统直观展示藏品展览、体验
研学、文创设计、文旅消费等文旅资源，着
力打造多元博物之城线上平台，以数字科

技赋能文旅发展。目前，“刺桐博物之城”
小程序已集纳41家展馆，并根据展示内
容，分设特色风情、文史、艺术、科普、复合
空间、云展馆等六大系列主题。进入“刺桐
博物之城”页面后，便可了解到展览资讯、
展馆目录等信息，其中，“展览资讯”模块
实时更新相关展览信息，“展馆目录”模块
可查看展馆简介、展览信息和体验项目。
同时，该程序支持地图模式，能实时获取
市民游客当前位置，并一键提供周边展馆
资讯。

“市民游客可以直接扫描展馆标牌
上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也可以通过微
信小程序搜索‘刺桐博物之城’。”鲤城区
社科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在
李贽故居陈列馆、印记闽南（闽南语微型
体验空间）、多栖博物馆等多个展馆摆放
了二维码展板，还将展馆基本信息制作
成宣传册，方便市民游客线下打卡。

接下来，鲤城将深入挖掘古城历史
文化，继续采集和导入信息，依托古城丰
富多元的文化空间和展览形式，打造“沉

浸式”历史文化氛围，同时，也将不断完
善古城文化导览系统，提升市民游客的
体验感和使用感。

古城新玩法 带你“码”上游

本报讯 （记者谢曦）日前，省海洋与
渔业局公布第十六批福建省“水乡渔村”
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名单，全省共有22家
单位入选，其中，我市石狮海洋世界休闲
渔业基地、晋江市英林镇湖尾村休闲渔业
基地、晋江市金井南江村休闲渔业基地等
7家单位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一。

石狮海洋世界休闲渔业基地位于石
狮市永宁镇，以其独特的万吨巨轮造型屹
立于国家3A景区、泉州最美十八景之一
的“十里黄金海岸”东南边。基地开展了水
族馆观赏鱼、人鱼表演、海豚表演、海洋渔
业文化科普、沉浸式潜水体验、捕捞及放
流体验等一系列休闲渔业活动。周边汇集
滨海岸线、黄金沙滩、海湾、礁石以及极具
看点的人文、宗教景观，与永宁镇古卫城、
黄金海岸度假区、洛伽寺、观音山风景区、
石狮红塔湾海岸公园等共同构筑起独特

的休闲旅游度假区。
晋江市英林镇湖尾村休闲渔业基地

位于泉州市围头湾半弧形中心地带，以海
鲜闻名，素有“赶海妙境，醉鲜湖尾”之美
誉。该村结合村落风情、民俗文化及滩涂
生态资源，因地制宜打造“赶小海”专属文
旅名片，催生了一批渔旅融合新产业、新
业态。近年来，湖尾村获评“福建省乡村旅
游村”“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获农业农村部中国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和景点推介。

晋江市金井镇南江村位于围头半岛
东侧，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辖区海岸线长
达3公里，是晋江市重点渔业村。辖区现
有鲍鱼、对虾、鱼类养殖场19家，凭借鲍
鱼产业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亿元村。近年来，南江
村加快推动传统渔业与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白鹭滩涂鸦长廊、福大鲍鱼水产
观光园、鲍鱼壳风铃台、赶小海、鱼虾垂
钓等主题文创网红地，形成独特的渔村
文化魅力。

荣昊休闲农庄项目位于福建省南安
市英都镇西北部、良山村与西峰村交界
处、英溪北岸，基地占地面积达 1600 多
亩，建设有稻虾立体养种试验地、亲子农
耕田、植物观赏园、餐饮接待服务等4个
主要区域，开发了休闲垂钓、观鱼喂鱼、亲
子捉泥鳅、生态景观、生态农业观光、果品
采摘、生态农业示范等休闲体验项目，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南安市向阳休闲渔业基地位于南安
市向阳乡向阳村坂美，基地占地面积
781.75亩，通过将水库养殖与休闲观光相
结合，建成水乡康养步道、休闲垂钓台、水
乡民宿、水乡露营、茶山、荷塘、桃花岛、儿

童戏水体验池塘、摸田螺主题活动、中小
学研学、科普教育等一批休闲旅游项目。

安溪县福田乡福前溪“渔”乐休闲基
地占地面积 385 亩，利用云中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福前溪环社区景观带、知青
岁月馆、芦柑果园等丰富的旅游资源，
加快推动传统渔业与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一批渔旅结合的文化旅游项
目，催生了一批渔旅融合新产业、新业
态，走出一条发展渔耕生态旅游助力乡
村振兴的新路。

德化县渔乐园休闲渔业基地位于4A
级景区九仙山下，利用清澈、优质纯天然
山泉水，改造修建9个养殖池塘，养殖匙
吻鲟15万尾，配套建成游客中心四合院、
鸭嘴鱼特色餐厅、烧烤休闲区、果蔬采摘
区等游客休旅设施，集“吃、住、娱”于一
体，是渔业休闲、旅游度假的理想胜地。

第十六批省“水乡渔村”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名单公布

我市7家休闲渔业企业上榜

本报讯 （记者许雅玲）8日，晋江市磁
灶中心小学举办纪念建校100周年活动。在
活动中，由社会各界乡贤共同筹资创办的磁
灶中心小学教育促进会正式成立，书写了磁
灶乡贤反哺教育振兴的崭新篇章。

2022年8月，为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
展，磁灶镇磁灶社区党委第一书记、磁灶中
心小学教育促进会创会会长吴自勇提出创
办磁灶中心小学教育促进会的倡议，并带领
社区两委干部带头捐赠启动资金。

社区发出的倡议和村干部的善行很
快得到社会各界乡贤的积极响应。其中，
乡贤吴金滨主动跟进，捐出 500 万元；乡
贤吴志榕和福建磁商投资发展责任有限
公司用行动支持磁灶教育发展，分别捐赠
350万元；乡贤吴鸿强和吴清波、吴为难伉
俪等相继捐出110万元……截至目前，磁
灶中心小学教育促进会已收到善款 3900
多万元。

现场还举行磁灶中心小学与泉州师院
附属小学共建揭牌仪式。此外，磁灶中心小
学教学楼奠基仪式也在当天举行，该教学
楼建成投用后，将增加600个优质学位，解
决磁灶及周边社区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
需求。

晋江磁灶乡贤
筹资反哺教育

永春县的“北大门”苏坑镇，毗邻德
化县龙浔镇，是“瓷帮古道”的重要站点、
中国陶瓷特色镇，也是中国佛手茶核心
产区。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乡
村振兴泉州观察团”第十四站走进苏坑
镇，看该镇如何发挥瓷茶产业优势，做实
工贸带动，以“共享共富”理念，讲好业兴
人和的山区振兴故事。

□本报记者 陈凌鹭

筑巢引凤 夯实壮大产业基础

历史上，苏坑镇瓷器大多外销。进入
当代，苏坑镇陶瓷产业依然活跃，陶瓷技
艺薪火相传。2005年，苏坑镇建设全县
首个乡镇级工业园区。如今，苏坑工业园
已开发建成1448亩，入驻企业37家，其
中，陶瓷生产企业21家。

观察团走进苏坑工业园区内的唐
允瓷业，直播间里，主播忙碌地向网友
推销各式茶具、陶瓷用品等，而外面的
仓储区，数十位工人正在包装、打包。

“我们从生产、销售到发货一站式运营，
员工 130 人，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工资
从3000元到2万元不等。”唐允瓷业负
责人林春兰说。

苏坑镇镇长洪晓君表示，近年来，陶
瓷企业的集聚发展，不仅吸引了44家陶
瓷批发企业，近1000家陶瓷类电商企业

落地苏坑，还吸引工艺美术大师前来设
立工作室、工作站，“全镇现有七位省级
以上大师，形成陶瓷艺术大师园，通过与
园区陶瓷企业技术联动，助力陶瓷产品
附加值提升”。

除了陶瓷产业，苏坑镇通过招商引
资，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改善产业结构，
壮大产业基础。福建省耀诚玻璃科技有
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今年其投入2300
多万元，引进全自动生产线，成为全市首
家生产夹层中空大板玻璃的企业。

观察团成员、泉州师范学院资环学
院院长李子蓉建议苏坑推进产业联动，
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建设观光工厂，整合
佛手茶茶文化、陶瓷工艺大师、“瓷帮古
道”等资源，开展“工匠+工贸”研学，打
造乡村振兴新亮点。

共享机遇 激发乡村共富活力

为发展富民产业，苏坑镇积极打造
永春北部电商产业园，联合苏坑电商协
会实行“平台共享、供应链共享、直播间
共享”“三共享”机制，激发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热情。

在永春北部电商产业园新建成的共
享选品中心，各式茶壶、瓷杯、陶瓷餐具、
围炉煮茶器具等产品摆放在搁架上。苏
坑电商协会会长张东飞介绍道：“每个产

品都贴着一张二维码，它一头连接着消
费者，一头连接着供货商，只要扫描二维
码，即可获得产品链接。大家只要有手机
就可以直播带货，实现‘零成本’创业。”

选品中心的直播产品除了陶瓷，还有
永春佛手茶、永春白鸭、桃溪老醋等农特
产品，其中永露、启品、雅兴、恒羲、桃源雪
梨等品牌的永春佛手茶产品尤为醒目。

作为永春佛手茶的核心产区，苏坑
拥有上万亩茶园，年产茶叶1000多吨，
制茶企业300多家，茶产业从业农户达
1200多户，人员达3800多人，产值超5
亿元。

今年，苏坑动员乡贤投资建设佛手
茶交易市场、洋坪标准化茶叶生产车
间，举办了首届佛手“开茶节”，进一步
推广苏坑佛手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
举办茶王赛，由茶业协会将达到苏坑佛
手茶韵味的茶样统一包装，并给出售价
建议，提高茶农制茶水平和增加茶叶收
益。”苏坑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张
文校说。

观察团成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甘
建安表示，产业发展共享机制，既能引导
年轻人返乡创业，又拓展了企业的销售渠
道，还解决了农村中老龄劳动力就业问
题。建议苏坑兴旺产业的同时，推进“五个
美丽”建设，加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
生活品质，让农村宜居、群众乐居。

互助养老 结伴乐享幸福晚年

来到嵩溪村“乐龄之家”养老服务站，
数十名老人围坐在餐桌旁，而厨房里，几
位老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准备饭菜。2014
年，苏坑镇在嵩溪村试点农村养老“免费
午餐”，10年来，这样的助餐点已经覆盖
全镇所有辖区村，1800多名老人受益。

“我们是‘小老’服务‘大老’，六旬老
人帮厨做饭，七旬老人陪八旬老人聊天
解闷，除了各级经费补助外，用餐的老人
及其子女也纷纷捐资捐物投劳支持，嵩
溪村95%的家庭户参与捐赠。”免费午餐
的发起人王华堂说，单嵩溪村就有三个
助餐点，每天用餐的老人有两三百人，现
在村民家有喜事，都会主动向爱心食堂
捐肉送蛋，先敬老人后宴宾朋，已成为苏
坑的文明新风尚。

依靠老人、发动老人、引领老人反哺乡
村治理。苏坑镇组织各村老人协会推选“乐
龄之家”养老服务站“管家”，选优配齐厨师
长、文体委员等人员，提高服务老人水平。
同时，添置图书室、棋牌室、南音室、乒乓球
室等文化娱乐设施，组织开展丰富文体活
动，组建永春玫瑰慈善服务队，举办“乐龄
陪伴送温暖、慈善公益爱心行”活动，通过

“老人互助养老、社会共同养老”，让农村留
守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贯彻党的二十
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切实增强做好
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心铸魂，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
化上下功夫。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
想舆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提
高舆论引导能力。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促进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
工作，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决有
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敢于亮剑、敢于
斗争。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
领导，落实政治责任，勇于改革创新，强化
法治保障，建强干部人才队伍，为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以钉钉
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不断增
强工作能力本领，提高工作质量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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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李书磊作工作布置。

中央网信办、人民日报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国务院国资委、北京市委宣传部、四
川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铁凝、谌贻琴出席会议。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
金融机构、部分企业、高校，中央军委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乡村振兴泉州观察团”第十四站走进永春县苏坑镇

瓷茶共舞 业兴人和

国内先进食品加工生产线国内先进食品加工生产线

落地安溪落地安溪

近日，我市重点项目
福建味博食品二期增资扩营项

目主体厂房建设完工，正待投产。该
项目位于安溪县官桥镇，计划投资5亿

元，建设标准厂房 5 栋，面积 3.2 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食品加工生产线。二期项目投
产后，将成为国内先进的可溶性大豆多糖、
果胶及食用咸味香精生产线，达产后可实
现日产 10 吨可溶性大豆多糖及日产 10
吨食用果胶，预计年产值可达 3 亿元

以上、年纳税1000万元以上。
（林劲峰 黄东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