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王树帆）世遗泉州，怎
么玩最畅快？在泉州市文化强市建设暨2024
年文旅经济发展大会上，“一部手机游泉州”小
程序上线，致力于用“大数据+文旅”打造一站
式全域旅游服务，让游客安心在泉州畅玩。

“一部手机游泉州”小程序系官方旅游
服务平台，由泉州市文旅局
与泉州交发集团共同建设
运营，以科技赋能、数据驱
动为游客提供覆盖“吃住行
游娱购”的一站式服务。同
时通过构建文旅产业大数
据分析，为文旅主管部门提
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一部手机游泉州”
小程序上线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王树帆）2021年7
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授予泉州世界遗产证书。

在昨日举行的泉州市文化强市建设暨
2024年文旅经济发展大会上，大会为鲤城、
丰泽、洛江、石狮、晋江、南安、安溪、德化、
台商投资区等9个世界遗产地颁发证书。

泉州9地获颁
世界遗产证书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王树帆）为普及泉
州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在泉州市文化
强市建设暨2024年文旅经济发展大会上，
《世界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
中心”突出普遍价值研究报告》新书发布。

该书对泉州项目申遗文本技术核心内
容进行提升，收录的突出普遍价值及遗产构
成体系的核心研究内容，向世人讲述了
10—14世纪中国开放、互信、对话、融合、进
取的海洋文明发展理念和推动世界海洋贸
易多元繁荣的生动故事。

世遗之城泉州
核心价值何在
收录遗产构成体系核心

研究内容新书发布

世遗之城文旅风 万紫千红总是春
——泉州文旅经济发展大家谈

在泉州市文化强市建设暨2024年文旅经济发展大会上，石狮市、市文旅局、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猫途鹰在线旅游平台、八仙过海旅游集团、南王环保科技公
司主要负责人围绕不同主题分享文旅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成果。 □融媒体记者 王树帆 叶虹羽/文 陈起拓/图

近年来，石狮市全力创建国家
级滨海休闲旅游城市，持续擦亮“海
丝、滨海、美食”三张亮丽名片，成功
打响“宋元中国看泉州·海丝航标看
石狮”“宋元海丝宴”等文旅IP，获评

“闽菜地标美食城市”，连续四年跻
身“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行列。

坚持以“滨海线”串联“山海
城”。致力打造“快进慢游”旅游交通
网，累计投入30多亿元打通滨海旅
游观光风景长廊，国道G228线石狮

段成为福建省“1号滨海风景道”的
样板工程。加速布局高端酒店群、特
色民宿等滨海旅游配套，形成以“海
丝三宝”为核心、“十里黄金海岸”为
龙头、“红塔湾旅游路和峡谷旅游
路”为主景观轴线的“山、海、城”联
动发展全域旅游格局。

坚持以“新场景”赋能“新业
态”。成功创建生态旅游小镇、旅游
特色村、智慧景区、“水乡渔村”休闲
渔业基地等一批省级文旅品牌，致力
打造十里黄金海岸水上运动、蚶江橘
若·十里长堤等一批特色项目，优化
提升祥芝“小威海”、“海天佛国”洛伽
寺、锦江外线等一批网红打卡点，有
效拓宽滨海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空间。
开拓“文化＋旅游＋美食”跨界融合
发展模式，规范提升红塔湾、古浮湾

等一批滨海美食街区，复原《山家清
供》全系列菜肴，组织“宋元海丝宴”
走进国家博物馆等数十场大型专业
节展。

坚持以“含心量”提升“含金
量”。创新用好“旅游＋展会”“旅
游＋赛事”等业态，连续多年举办
蚶江海上泼水节、祥芝渔民文化
节、永宁城隍文化节等三大节庆，
策划举办跨年文旅消费季、半程马
拉松等活动。建立高效联动、多渠
道反馈的旅游投诉受理机制，全方
位优化旅游市场监管服务；新增滨
海旅游夜间公交专线和免费接驳
服务，已惠及游客超20万；高标准
建设游客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
等景区设施，持续增强公共服务承
载力。

打造滨海旅游名城
石狮市委书记蔡永生

泉州旅游持续火热，上半年全
市旅游指标继续在全省走前列，7
月以来，中心城区住宿率达85%以
上，蟳埔村每天有游客 3万—4万
人，泉州古城每天有游客4万—5万
人；泉州木偶剧院每天 4—6 场演
出，场场爆满；泉州海交馆、市博物
馆、市非遗馆等文化场馆日均接待
游客超1万人。

为推动泉州文旅经济行稳致
远，全市文旅系统持续实施文旅+、
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年专项行动，培
育新供给、新场景、新业态、新消费。
以世界遗产为核心，强化创意创新，

实施“世遗+‘非遗、演艺、民俗、美
食’”等模式，强化“宋元中国·海丝
泉州”城市品牌及“宋元中国看泉
州，半城烟火半城仙”标签。在“演
艺+”方面，构建“1+N ”常态化演艺
体系，做足为了一出戏来到一座城
的文章，推动提线木偶戏“一票难
求”，去年公益票收入超1200万元，
增长14倍。在“非遗+”方面，全市已
有46个网红非遗IP，37个景区、网
红点注入非遗元素；在“明星+非遗+
旅游”模式上，“泉州#簪花围#”全网
话题量超150亿次；陈坤南少林武术
体验“出圈”后，泉州少林寺、清源山

“五一”假期游客增长 3倍。在“美
食+”方面，实施“一县一桌菜”计划，
已推出石狮宋元海丝宴、安溪相府家
宴、永春魁星宴、南安成功宴等美食
IP。下一步，将以“项目+”为抓手，盯

紧149个项目落地见效，重点抓泉州
海交馆扩建、南外宗正司遗址公园、
泉州博物馆提升改造等项目建设。

泉州文旅局还推动全方位跨界
融合，构建文旅发展新业态，实施

“影视+”“国潮+”“科技+”“体育+”
“农业+”等行动。今年已新增影视企
业23家，在泉州拍摄电视剧、综艺节
目超10个，《春色寄情人》《执行法
官》在央视8套热播，创新举办国潮
文化节、工业旅游节，推出12条工业
旅游路线，今年10月将组织重点非
遗+时装创意，代表中国赴法国参加
中法巴黎时装周展览推介。推出“一
部手机游泉州”小程序，启动世遗数
字化展示工程，首期德济门遗址3D
光影秀面市。建设22个金牌旅游村、
121个乡村非遗工坊、12条海丝历史
街区，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特色IP。

推动泉州文旅经济行稳致远
泉州市文旅局局长吕秀家

中国演出市场规模呈现大幅增
长趋势，2023年，全国演出市场总
体经济规模达739.94亿元，创历史
新高。这些年，泉州的演艺经济也呈
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座城市积极
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和节庆活动，如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丝泉
州戏剧周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
市民文化生活，也提升了泉州的城
市知名度和影响力。

作为泉州市重要的文化地标，
泉州大剧院自开业以来，已经举办
演出活动700余场，仅2023年就有
214场，观众人数近8万人次，演出
涵盖歌剧、舞剧、音乐剧、话剧、音乐
会等多种形式，不乏国内外最顶尖
的演艺产品。纽约原版互动体验秀
《蓝人秀》、世界经典音乐剧《剧院魅

影》、爆款原创舞剧《只此青绿》《咏
春》、经典话剧《四世同堂》《惊梦》等
精品剧目在此精彩上演。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
元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拥有对外文
化交流的天然优势。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将和泉州携手共进，不断推动
演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及文旅商
的融合，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
走进中国，也让泉州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
光芒。

推动泉州演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总经理李保宗

猫途鹰在线旅游平台在全球具
有领先的品牌影响力，一直以来稳
居用户出行首选，当前用户体量领
先全球旅行平台。泉州这座拥有千
年历史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遗
产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正成为国际
游客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猫途鹰
在线旅游平台正积极拓展与其入境
旅游发展的合作。

为了更好地迎接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该平台将重点打造古文
化区周边的接待设施，确保外宾友
好酒店能够全量上线，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不仅关注硬件设施的现代
化升级，同时也要以最真诚的服务
让游客能够享受到宾至如归的体
验。在信息服务方面，迭代升级是
泉州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方向。猫
途鹰在线旅游平台将对现有的兴
趣点（POI）内容进行主题升级，使
其更具吸引力和文化内涵，让这些
信息点不仅成为游客探索泉州的
指南，也成为游客了解这座城市深

厚文化底蕴的窗口，并补充建设特
色景点POI，为游客提供更全面、更
详细的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
行程，沉浸式感受泉州的历史文
化。接下来猫途鹰在线旅游平台还
将与泉州携手重点开发和推广文化
古迹类体验产品，结合历史文化资
源设计并发布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旅
游产品，通过产品丰富游客的体验，
进一步提升泉州的文化品牌形象，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而
泉州将成为全球旅游地图上一颗璀
璨的明珠，成为全球旅游者向往的
热门目的地。

让泉州成为全球旅游者向往的
热门目的地

猫途鹰在线旅游平台高级总监唐芸

八仙过海集团以打造大型文旅集群著称，
致力于把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用于旅游项
目的建设中，切实把文化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集团始终秉持做旅游就是做文化这
一观点，做建筑只是做形，做文化是神，做文化则
活，只有把优秀的文化艺术，站在民族文化的最前
沿、最制高点的优秀文化精髓融合到建筑的形当
中，它所展示的生命力和光芒才是不可替代的。

泉州是宋元时期闻名世界的海洋商贸中
心，不仅见证了中国海洋贸易的繁荣发展，更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繁荣的海洋贸易，使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重要门户，这一历史渊源为八仙过海旅游集
团的度假区项目提供了灵感与底蕴。因此，集
团充分利用泉州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和生态
环境，深入挖掘“海丝文化”内涵，完美融入度
假区项目建设中，打造出海洋王国、童话世界、
水上乐园等一系列文旅项目。尤其是在“一带
一路”倡议与泉州申遗成功的背景下，近年来
集团更加注重文旅融合，创新旅游形式。

自进入泉州市投资文旅项目以来，八仙过
海旅游集团得到了泉州保姆式的服务，这使得
集团上下干劲十足，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让我
们更加充满信心。在这次大会的鼓舞下，接下
来八仙过海旅游集团将在泉州继续打造出精
品旅游项目，用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服务，为泉
州旅游文化强市做出应有的贡献。

独特的文化底蕴
为发展提供灵感
八仙过海旅游集团董事长李海锋

印刷企业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媒介，承担
着继承和推广中华民族卓越文化遗产的重任，
传递的不只是信息，更是文化的活力。过去的
岁月里，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始终
铭记初衷，致力于传播积极正面的信息，倡导
正直的价值观。

当前，泉州全市上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首要任务，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
积极地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进程。通过
打造智慧工厂、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实施数据
分析和智能化管理等策略，以提高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并不断引进和应用新技术、新设备，
例如印刷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线。同时，在生
产中注重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投入大量资金
和人才资源，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
术，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在印刷行业高质量发展中，拥有高素
质、专业化的员工队伍，是企业保持创新、提高
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的
关键。只有拥有具备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队
伍，才能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南王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构建了优质的人才队
伍，特别是鼓励员工创新方面，让员工积极尝试
新事物、新方法，推动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的发
展。在文旅市场繁荣、文化产业向好的背景下，
南王也将继续发挥文化龙头企业的力量，助推
泉州打造文旅强市，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启印刷业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黄国滨

（上接第一版）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星罗棋
布的历史遗存、匠心传承的非遗技艺、流芳
千古的名人志士……正是有了一代代泉州人
的薪火相传、用心守护，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才能穿越岁月的洗礼，在时光的打磨中愈发
璀璨夺目。夯实文化强市、旅游强市之基，既要
按照“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守护好“有
形”的历史建筑遗存，也要传承好“无形”的文化
精神财富，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一方水土一方
人”；更要从根本上呵护好千年文化生态土壤，
让今后的孩子们也能看到城市的新陈代谢，看
到历史街区的年轮、多元文化的脉络、市井烟火
的氤氲，在耳濡目染中种下热爱家乡的种子，让
文化保护传承更加深远持久。

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要把握“表”
与“里”。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无论“出圈”的是独特的文化艺术资
源、丰富的山海人文景观，或是别样的民俗
活动体验，都必须依靠文化、深耕文化，支撑
城市从“网红”变为“长红”。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正是要在保护的基础上活态传承
利用，从海丝文化、闽南文化、红色文化、华
侨文化中挖掘丰富内涵，全域联动、攥指成
拳，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打造千亿文旅产
业。要融入万物互联、无远弗届的数字时代，
创造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和旅游业
态，打造兼具“泉州味”与“国际范”的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泉州大地上的遗产、流转在指尖的传统
技艺、镌刻在百姓生活里的民风民俗，以“年
轻”的呈现方式“活起来、动起来、火起来”，
为市民、游客创造“处处皆文化、步步是历
史”的体验，用“文化热”带动“城市红”。

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要沟通“内”
与“外”。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
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作为海丝先
行区，泉州更要用文化的百花齐放、互学互
鉴，打开通往广阔世界的窗口。依托“世遗城
市”“东亚文化之都”等平台“借船出海”，邀
约海内外 3000 多万泉州人为家乡“代言”，
协同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旅游节、世
界闽南文化节等 IP，深化民间交流互动，既
系紧世界闽南人同根同源的情感纽带，也吸
引更多国际友人、专家学者、各地游客和我
们“双向奔赴”，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深耕不辍，笃行致远，泉州高质量推进文化
强市、旅游强市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守
正创新、勇立潮头，承千年文脉，开名城新篇，加
快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全国最具烟
火气旅游城市、世界海丝多元文化旅游目的地，
让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文脉传承强自信
文旅融合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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