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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4年5月10日上午10时在德化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0

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德化县泮山书苑部分住宅（7号楼2梯4户共100套住宅，面积：
92.47㎡、112.29㎡两种），竞买保证金：5万元/套。标的具体信息详见我公司拍卖文件
或于看样时间到现场咨询。有意竞买者请在拍卖会开始前持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缴纳期限：2024年5月8日17时前（以实际到账为准）。看样
时间：2024 年 4月 19 日—5月 8日；联系电话：0595—22578088、15860503209、
13636913901；报名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浔中镇城后路5号。

共享世遗 研以致学
世界遗产研学旅游发展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纷纷点赞泉州，并围绕研学等主题作交流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郭芳蓉）跨越山
河，共同呈现时光的故事。4月19日，正值
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在泉州召开之
际，德化瓷艺城·陶瓷街开启了一场为期3
天的年度文博盛会“何以中国白——最中
国·文博市集”德化专场。

市集现场，众多既有文化底蕴又兼具
实用性的文创产品成为市民游客热捧的
对象。游客在购买文创产品时，还可以在
盖章本上收集各个博物馆的专属印章。

“平时要跑好几座城市，排队好几个小时
的博物馆，全都浓缩集聚到一条街上了。”
平日里对博物馆及文创产品颇有兴趣的
林女士一早便从泉州中心市区赶赴现场。
现场汇聚了众多文博爱好者，大家纷纷在

现场“打卡”盖章。
这也是2024年“最中国·文博市集”

的首场活动。“‘最中国’的东西不外乎
就是瓷、丝绸与茶叶，这是古代中国对
世界输出的三大宗商品。其中，瓷器的
英文是‘China’，所以我们就选择从瓷
开始。而德化是世界瓷都之一，所以我
们就选择从德化开始。”中国地理杂志
总监林少波介绍道，他们也将该市集作
为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的子项目
来举办。

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代表欧阳绮文表
示，来到这样一个大平台展示他们的文创
产品，是宣传顺德非常好的机会，他们希
望展示给全国的观众。“泉州是一座很有

文化底蕴的城市，市民热情好客。泉州和
南通，都处于海上丝绸之路上，很有必要
互相交流。”南通博物苑文创部主任施东
升说道，泉州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城市，
南通当地很多市民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都
是泉州。

据悉，此次活动共邀请全国40余家以
海洋、陶瓷、茶叶、丝绸等为主题或有相关
镇馆之宝的特色文博机构及博物馆参与。

“通过这个平台，让社会各界充分感受到中
国文博魅力，感受到‘世界瓷都·德化’传承
千年的陶瓷文化魅力。”德化县副县长吕伟
成表示，期望此次活动的举办，能吸引更多
文博爱好者来到德化，旅游观光、投资兴
业，共谋发展、共创双赢。

讲 好 中
国故事，那么
怎么讲故事？
非物质文化
遗产就是一
个很好的载
体。这些非物
质文化遗产
在今天的经
济社会发展、

人们生活中还在活态地保护和传承着。
比如泉州的福船，航程很远，居然在

郑和下西洋时能够到达非洲东海岸。其

次，郑成功收复台湾，就是用福船作为战
舰，打败了荷兰铁舰。这些靠的是水密隔
舱技术，这项技术是中国在造船方面的
一大发明，是对世界航海的大贡献。

泉州有很多非遗，就像水密隔舱海船
制造技术一样，都在不断地得到传承和保
护。比如，晋江的布袋木偶戏，石狮的舞
龙，都保护和传承得很好。

行走、交流、参与，是世界遗产研
学旅游的“三部曲”。我就是通过不断
地行走、交流、参与，来讲好每一处世
界遗产点的故事，并参与到各地一些
非遗项目中。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单霁翔

研学有助讲好世遗故事

第 一 次
来到惠安，我
真的不知道
中国还有这
么好的一个
地方，具有当
地特色的建
筑，还有惠安
石雕，简直太
赞了，希望好

好保护和利用！
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建议通过

现代科技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文旅

融合创新发展的新模式，发挥数字科技对
文物文旅事业及产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
用，培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新生
产力。

我希望泉州继续做好“生态+文化”的
旅游，让每个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在旅游
中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泉州具有丰富的
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建议更好地盘活这
些资源，打响旅游城市影响力。

泉州是一个好地方，我希望每个来泉
旅游的人，来了一次，还想再来一次；不仅
自己再来，还要带朋友来。我想带一个头，
下一次就带家人来泉州旅游。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享建筑遗产国际科学委员会专家委员 裴逸风

下一次我要带家人来泉州旅游

这 是 我
第一次来泉
州 。我 以 前
知道泉州是
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起点
城 市 ，非 常
开心能够来
这 里 考 察 。

虽然来之前看了一些资料，但是来了以
后，还是觉得很震撼！这里有那么多的文
化遗产，还有很多非遗，很有代表性。

关于泉州的研学产业，我建议，以茶
为媒，串起生态旅游产业链。

茶文化是一种分享的文化，茶叶的文明
故事就是各个文明之间交流的故事，可以讲
中国故事，也可以听世界其他国家的茶文化
故事。茶叶也是一种健康饮品，老少皆宜。

茶文化分享健康、自然、包容，还有茶
礼仪，都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因此茶
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媒介，可以通过它来分
享跨文化和跨文明的不同故事。

我相信具有丰富文化遗产和茶文化
历史的泉州，将是探索结合研学旅游的一
个合适地点。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部教授、中澳茶文化交流学院院长 Gary Sigley

以茶为媒 串起生态旅游产业链

来 到 泉
州 ，我 倍 感
亲 切 。很 小
的 时 候 ，就
听家人讲福
建 、泉 州 的
故 事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今天实地参
访 ，感 觉 很

不错。
这次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充实，为各地

旅游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马来

西亚华人很大一部分来自福建，双方人员
往来密切，为两地加强旅游合作提供了基
础。但如何吸引年轻群体来福建旅游，还
需要多下一点功夫。

泉州除了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外，
还有宗教、美食、南音、提线木偶、南少林
武术等文化艺术，以及网红打卡点，这些
都可以吸引年轻游客，这是泉州的独特
魅力。回去之后，我计划做一些规划，思
考如何加强两地旅游合作，让更多马来
西亚的游客共赴一场海丝之旅，更深入
地了解泉州的文化传承，感受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

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委员会理事及教育局委员 黄秀琴

让更多马来西亚游客共赴一场海丝之旅
泉州深

厚的文化底
蕴给我留下
了非常深刻
的印象。如
果马来西亚
的华文学校
中小学生有
机会来泉州
研学，相信

收获很大。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多数学生

会讲汉语，学校也会推广中国文化。很
多马来西亚的孩子或家长，通过视频、

网站等途径，对泉州有所了解。但是，
通过线上了解和亲自体验，感受真的
不一样。

说到研学，马来西亚的不少华文学校
往往舍近求远，前往欧美等地。事实上，让
他们来中国、来泉州研学，花费更少，能了
解和学习到的东西更多。

我有三条建议。一是政府可到马来西
亚的华文学校开展推广活动，让更多中小
学生了解泉州；二是可以邀请马来西亚著
名的华文学校校长来泉参观，扩大泉州在
研学领域的影响；三是打造一些适合华人
华侨家庭的精品研学线路，让泉州成为更
多亚洲学校的研学首选地。

马来西亚槟城钟灵独立中学校长 吴维城

加强宣传 让泉州成为亚洲研学首选地

泉 州 的
世界遗产，是
一本世界级
的跨学科融
合的研学百
科全书。

其以“机
构保障、多元
社群、城市结
构 、生 产 基

地、交通网络、整体格局”六大要素，包含
了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
建筑学等学科，共同构建了泉州世界遗产
独特的研学文化景观。

比如，洛阳桥的筏形基础、养蛎固基、
浮运架桥等造桥技术，涵盖了历史、文化、
工程、艺术、生物、地理、环境科学等多学
科融合；福船的造船技术，则涵盖了历史、
地理、物理、艺术、经济、建造工艺、航行原
理、船体机构、风帆原理、海上贸易、航海
技术、福船装饰等多项技术和学科。

研学旅游读本开发，是泉州世界遗产
研学课程实施的保障。建议根据学科特点
细分主题编写，充分体现学科性与专业
性。结合研学者认知水平和研学需求特
点，注重内容的趣味性、实践性和体验性，
切实提升泉州世界遗产研学旅游的课程
质量。

世界研学旅游组织执行主席、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振之

泉州世遗是一本世界级的研学百科全书

特色博物馆文创市集
空降泉州德化3天

综 合

19日，以“共享世遗 研以致学”为主题，
世界遗产研学旅游发展研讨会在泉州惠安
举行。

作为2024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配
套活动之一，研讨会吸引了世界研学旅游组织、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营地协会、故宫学
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国际、国内
旅游研学组织及相关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世遗
研学旅游发展大计，致力提升福建省文旅品牌
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省文旅经济协同发展。

会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作题为《文化的力量，让
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主题分享；《泉州世界遗
产研学旅游资源》《泉州市世界文化遗产研学
课程设计导则》、文物主题游径、《惠安海洋素

养教育研学课程》等在会上推介或发布。会上
还举行了“世界遗产资源城市对话研学旅游产
品开发”主题交流活动。期间，惠安县组织开展
了世界遗产研学资源基地专家观摩考察活动
和非遗研学嘉年华。

本次活动由世界研学旅游组织指导，福建
省文化和旅游厅、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泉州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惠安县人民政府、泉州
旅游协会承办。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代表对世遗泉州和非
遗的魅力由衷赞叹，纷纷与记者分享实地考察
中的体会，并围绕“世遗研学”“茶文化研学”

“营地教育”等主题作交流。
□融媒体记者 张沼婢 林书修 林劲峰 文/图

泉州旅游协会与马来西亚一带泉州旅游协会与马来西亚一带
一路委员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一路委员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与会嘉宾用手机记录下会上与会嘉宾用手机记录下会上
精彩的瞬间精彩的瞬间

身 着 惠 女 服 饰 的 礼 仪 小 姐身 着 惠 女 服 饰 的 礼 仪 小 姐
成成为会场中的亮点为会场中的亮点

世界遗产研学旅游发展研讨会现场世界遗产研学旅游发展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