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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娱乐带火泉州文旅经济
每年超千场文艺惠民演出深受好评，大型演唱会频频在泉举办，泉州大剧院每月均有多场高雅艺术展演……近年来，

泉州演艺娱乐业持续火爆，让泉州文旅越来越受到世人瞩目。
□融媒体记者 陈智勇 通讯员 郭雅靖 潘军萍 李璇璇 文/图

泉州良好的地理位置造就了
独特的滨海风光。我市全面启动滨
海时尚旅游季，全市各地把滨海旅
游中的文化、美食和美景融为一
体，精心策划丰富多彩的活动，打
造难忘的滨海之旅。图为连日来，
石狮市红塔湾的海边汇聚了大量
游客，畅享滨海之旅。

（融媒体记者陈晓东 摄）

滨海之旅引客来滨海之旅引客来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范金林）文明因交
流而多彩，网络因互鉴而丰富。日前，在
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文明国际交
流互鉴分论坛上，“2024年网络文明国际交
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成果正式发
布，50个典型案例脱颖而出。其中，泉州市
《以海丝文化为根基 加强网络文明国际交
流》以及德化县《讲好瓷器故事 传播时代强
音》案例成功入选。

据了解，“2024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
鉴城市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由中国网络空间
研究院指导，《中国网信》杂志主办，旨在共
同推动营造朝气蓬勃的网络空间，厚植网络
文明国际交流互鉴的沃土，建设崇德向善的
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活动受到各方积极响
应，今年共收到27个省（区、市）报送的105
个案例，这些案例各具特色，从多语种多渠
道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到讲述中国故事增强
文化认同，从线下打卡与线上传播相结合，
到唱响国际交流双向互动“新乐章”，充分展
现了广泛开展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的最
新实践和探索。

2024年网络文明国际
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发布

我市2个案例入选

本报讯 （通讯员连江淮 融媒体记者陈
智勇）全力护航学生开学季，守护未成年人
成长净土。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扫黄打
非·护苗”专项行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
良好的文化环境。

丰泽区委宣传部联合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支队四大队、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
及属地街道社区等，开展校园周边文化市场

“扫黄打非·护苗”专项检查。此次行动共检
查校园周边各类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
场所16家，对存在不符合经营行为要求的
商家，执法人员立即责令整改，下架非法出
版物10册。

晋江市委宣传部联合晋江市公安局、教
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大队等部门成立检查组，先后走访希信中心
小学、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等学校周边书
店、文具店，以及晋江长兴印刷有限公司等
企业，重点排查相关经营单位是否销售盗版
书籍、违法绘本等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有害出版物。

惠安县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县教育局、
公安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等部门开展
开学季“扫黄打非”暨青少年版权保护联合
检查，对辖区20多家经营单位（场所）进行
检查，发现问题线索2条，后续将由县文化
综合执法大队依法对其进行处置。

泉港区将专项行动推向基层，该区山腰
街道组织街道工作人员与聚福社区、锦祥社
区和龙山社区干部成立检查队伍，深入书
店、电影院、网吧开展“扫黄打非”检查工作。

接下来，我市还将持续开展“扫黄打
非·护苗”专项行动，净化校园周边环境，营
造健康、清朗的成长氛围，为未成年人的身
心健康保驾护航。

护航学生开学季
我市开展“扫黄打非·护苗”

专项行动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宗宝 陈森森
通讯员赖永超）近日，2024年泉州市“红领
巾讲科学家故事”大赛复赛暨颁奖仪式在泉
州市科技馆成功举办。

今年3月，市科协、市教育局、团市委
联合启动了 2024 年泉州市“红领巾讲科
学家故事”大赛活动。2000多名学子踊跃
参与，经过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来自全
市各县（市、区）的 60 名学生脱颖而出进
入决赛。

决赛中，60名学生围绕“讲好科学家
故事 争做新时代少年”主题，讲述科学家
们的传奇人生，传递科学精神的伟大力量。
这些故事里，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有面对
困难的不屈不挠，有创新思维的熠熠火花。
最终，决出一等奖 26名、二等奖 34名、三
等奖60名。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到全市各中小
学采集拍摄素材，并在“泉州科普”“泉州市
科技馆”微信平台展播了20期“红领巾讲科
学家故事”优秀参赛作品，展现同学们的青
春风华和对科学巨匠的敬仰。活动负责人表
示，希望同学们以科学家精神擦亮青春底
色，保持对科学的热爱和求知欲，不断提升
自身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努力成长为可堪
大用、能担重任的优秀人才。

讲好科学家故事
争做新时代少年

我市举办“红领巾讲科
学家故事”大赛

广告热线
22503333 22500203 22500205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许雅玲 曾聪虹
黄小玲）昨日，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中南
园区开设的台胞子女幼儿阶段实验班（以
下简称“台胞子女班”）迎来首批小班新生。
这是全省首个只招收台胞子女的幼儿班，
两岸的中华文化认同从幼儿启蒙抓起。

台胞子女班主要招收在晋江置业或工
作的台胞适龄子女，面向集成电路产业园
扩招泉州市认定的一至三层次人才，以及
晋江市认定的一至四层次人才适龄子女。
开学首日，以非遗游戏为主题的打卡游园
活动，让幼儿们体验了闽南话、非遗漆扇、
投壶·投福、簪花围等闽南特色文化。“非常
幸运，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政策，孩子可以更
快地融入本地环境，我们在晋江工作生活
也更有归属感。”晋江集成电路企业台籍员
工王先生说。

为了增强台胞子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幼儿园以“学做人，学做
闽南人，学做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为
培养目标，开设“一主两翼”课程。“一主”
为基础性课程，“两翼”为本土文化特色课
程和英语启蒙课程，内容涵盖闽南艺术、
音乐、体育、游戏和民俗等多个方面。“台
胞子女班的课程模式以及师资配备，是我
们自主创新探索出来的。”园长陈白鹭介

绍，越来越多台胞到晋江就业，相比子女
插班就读，他们更期待专属的小班制教
学，小班化、强师资、有特色的教学模式由
此诞生。

教育是推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促进
民心相通相融的重要基础和桥梁纽带。福
建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教育融合，是招收
台湾学生最为多样化的地区之一。据不完
全统计，福建中小学（幼儿园）在校台生突
破3500人，在聘全职台湾教师767人，位居
全国前列。2023年9月，《关于支持福建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对台胞子女在闽
中小学和公立幼儿园就读实行“欢迎就读、
一视同仁、就近入学”的政策，为进一步探
索两岸教育融合提供了新的路径。全省首
个幼儿台胞子女班开班，正是全省健全台
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教育服务体系的生动
写照。

探索两岸教育融合发展新路

全省首个幼儿“台胞子女班”迎首批新生

台胞子女班的小朋友与老师课间互动台胞子女班的小朋友与老师课间互动 （（融媒体记者张九强融媒体记者张九强 摄摄））

去年五月天泉州演唱会火爆上演去年五月天泉州演唱会火爆上演

这个暑假，泉州市文旅局为广大青
年学子精心筹备了一场专属文化盛宴，
邀请即将跨入高校大门的准大学生以及
在读大学生走进剧场，免费观看泉州提
线木偶经典剧目和大型情景文艺演出
《遇见泉州》，让青春与传统文化碰撞出
绚烂的火花。

提线木偶戏在泉州已传承了上千年，
高超的表演艺术为我市赢得不少国际声
誉。而在文旅经济发展大潮中，我市木偶
表演工作者更是奋勇争先，倾注无数心
血，如今到剧场观看木偶表演已成为海内
外游客莅泉打卡的重要一站。这个假期，
他们献演了近百场精彩木偶表演，深受观
众好评，更是让不少大学生大开眼界，甚
至如痴似醉。大型情景文艺表演《遇见泉
州》，更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它
巧妙地将泉州的历史、文化、风情融入现
代舞台艺术之中，通过歌舞、戏剧、光影等
多种表现形式，让观众穿越千年时光，领
略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

作为名扬海内外的“戏窝子”，近年
来，我市将文艺惠民演出纳入市委、市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南音、梨园戏、提线木
偶戏、高甲戏、打城戏和闽南歌舞等不断
上演，每年一千多场演出助力泉州文旅

“长红”，形成良好的效应。今后，我市还将
出台更多重大举措，创排更多优秀剧目，
引进更多海内外优秀作品，不断满足广大
市民和游客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近年来，我市文旅部门还持续深耕
“百姓大舞台”、“云艺术节”、“3311文化
惠民工程”、“文润刺桐·邻里共享”五大乐
章千场活动等文化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
1+N旅游演艺服务计划，《遇见泉州》商业
演出、“海丝小艺苑”非遗展演成为常态。

超千场演出
打响文艺惠民品牌

五月天、邓紫棋和张学友……近年
来，一批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纷纷走进
世遗泉州，献上一场场高水准的演唱
会。让许多市民在家门口体验演唱会独
特的魅力，也让无数游客因“追星”走进
世遗城市泉州，掀起我市演唱会经济热
潮。许多演唱会一票难求，出现“一场演
唱会带火一座城”的盛况。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文旅经济，去年
我市出台了《泉州市新形势下促进文旅
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激励措施》，对“大
型演唱会”落地泉州采取了多种激励措

施，奖励金额也不断“加码”，吸引众多
明星前来开演唱会。“演艺+旅游”已经
成为一种新的文旅融合模式，为世遗泉
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家喻户晓的“孔雀公主”杨丽萍、
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首席舞蹈演
员胡阳……未来三个月，泉州大剧院
将迎来超强舞蹈阵容，舞剧《赵氏孤
儿》《孔雀》《五星出东方》等陆续来泉
演出，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
到高雅艺术。据悉，泉州大剧院开业
五年多来，每个月均有多场高雅艺术

展演，已经举办了近 800 场精彩演
出，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来泉享受
艺术盛宴。

今后，我市将抓住文旅经济繁荣、
“演艺+”火爆“出圈”的有利时机，进
一步做好演艺经济，促进文旅经济高
质量发展，并将于 2025 年新年前后，
推出大型精品演艺项目《戏剧古厝》。
该剧以海丝文化国际研学营地（原锦
绣庄）为舞台，以泉州非遗、戏剧文化
等为内核，打造一场沉浸式的精品驻
场文旅演出。

“演艺+旅游” 成为文旅融合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