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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城安溪馆自今年6月开馆以来，以其丰
富的非遗文化和独特的茶文化魅力，吸引了大批市
民和游客前来观赏品茗，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进一步提升了泉州古城的文化影响力
和旅游吸引力。

前不久，位于鲤城区金鱼巷的泉州古城安溪
馆，举办了一场“大雪茶会”。活动中，许多市民、游
客围聚在各个体验区，工作人员热情地招呼着大家
品鉴安溪铁观音、观看体验斗茶表演、跟着非遗传
承人制作竹藤编工艺品、品鉴龙涓红粬酒……现场
气氛热烈，茶香四溢。

“安溪馆这站真是意外的收获满满，不仅品尝
了真正的安溪铁观音，还跟茶师傅们学到了很多茶
叶知识，一走进安溪馆就被浓浓的茶香吸引，以后
会经常带朋友来泡茶学习。还有安溪竹藤编，体验
感很神奇。”市民郭先生带着朋友来到安溪馆游览
后说道。

茶会期间，游客还能近距离观看茶艺、南音、高
甲戏等表演，感受安溪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与艺术
魅力。此外，馆内还有安溪铁观音、桔红糕、湖头米
粉、淮山面线、油茶、柿饼、茭白等安溪农特产品展
销，方便游客采购正宗的茶乡特产。游客陈先生
说，“我平时有喝茶的习惯，对铁观音茶叶蛮有兴
趣的，回程的时候准备给亲朋好友带一些，还打算
买些安溪农产品。这次来也看了一些南音、高甲
戏、藤编、斗茶等活动，体验感很不一样，我觉得非
常有意义，不虚此行。”

“大雪茶会”的成功举办，是安溪馆推广安溪茶
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缩影。据悉，泉州古城安溪馆是
安溪县委、县政府精心打造的一个安溪文化展示窗
口，集文化交流、产业展示、文旅推介、非遗体验和
特产销售等多功能于一体。该馆定期开展各种丰富
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旨在向外界展示安溪
丰富的非遗和独特的茶文化魅力。自安溪馆开馆以
来，不仅为安溪特色农产品拓宽了销路、促进了经
济发展，更成为拓宽非遗传承路径、深入挖掘非遗
资源、讲好泉州非遗故事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据泉州古城安溪馆运营负责人林丽敏介绍，安
溪馆自开馆以来，已经开展了十几场的活动，包含
安溪文旅推介、乡镇主题IP活动、主题茶会，以及
联动社会各界资源开展的各项文旅类活动。日常经
营主要以文创伴手礼、乡镇名特优农产品以及大众
茶馆的经营为主。林丽敏说，通过半年以来的运
营，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泉州古城安溪馆这个文化展
示窗口的流量，借助各种活动，安溪馆向外界展示
了安溪丰富的非遗和独特的茶文化魅力，取得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

林丽敏表示，未来他们会继续用好泉州古城安
溪馆这个流量平台，抓住机遇，策划创意传播活
动，持续做好乡镇主题IP，定期举办主题茶会，做
好安溪茶文化和安溪文旅的推介传播，让更多的人
走进安溪馆、走近安溪。 （刘婷婷）

泉州古城安溪馆

引领非遗茶文化新风尚

本报讯“这个井盖凹陷要及时处
理，排除安全隐患。”“混凝土路面破损
也要修复，确保通行的便捷安全。”近
日，安溪县城厢镇海峡茗城小区景力物
业工作人员在日常管理巡逻中发现，小
区外围部分路段出现混凝土路面破损、
井盖凹陷等现象。问题在“730”议事厅
提出后，小区党支部、茗城社区党总支
立即与有关部门对接，协调市政、电力
公司等单位及时修复，排除安全隐患。

据了解，城厢镇立足群众需求，打
造“四度”工作法，即疏堵解难有准度、
关怀举措有温度、调解工作有法度、执

法行动有力度，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
进、高质量落实，深入开展物业管理提
升专项行动。

城厢镇党委书记高显达介绍说，他们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细致摸排核实，梳理
汇总问题清单97条，由挂钩领导督促指
导小区物业逐一对标整改，目前已整改78
条，整改中19条，确保“为民服务十件实
事”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使辖区住宅
小区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蜕变。

同时，引导物业服务单位以居民需
求为出发点，在日常工作中拓宽对小区
高龄空巢老人、残疾、病灾等重点群体的

服务范围，通过为残疾、重疾、优秀生、三
孩等家庭减免物业费，增设小区公共卫
生间，组织早教志愿服务活动，举办长者
集体生日宴，提供免费清洗风扇服务等
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持续提升小区居
民的获得感、归属感、幸福感。

“我们充分发挥‘一村（居）一法律
顾问’作用，制作村居法律顾问联系卡
并发放至各小区及各物业公司，及时提
供预防纠纷、化解纠纷的专业法律咨询
50余人次，提升调解公信力和说服力，
实现矛盾纠纷化解高质效。”高显达说，
积极受理值班电话、信访诉求、日常巡

查、社区物业直联等多种渠道的举报反
馈，及时有效进行核实查处，共受理29
条，已核处27条，2条正在处理。

今年以来，城厢镇还积极联合安溪县
城管执法局、市监局、消防大队等部门开
展“执法进小区”行动，深度整治违法搭
建、杂物堆放、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促进
物业管理精细化和居民生活品质“双提
升”。高显达表示，他们将围绕“四升一降”
工作目标继续深入开展专项行动，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十件实事”，切实
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水平，让群众住得舒
心、放心、安心。 （章梅霞）

安溪城厢镇：“四度”工作法促小区治理提质增效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湖头，有一片
被科技之光点亮的热土——泉州半导
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安溪分园区（简称

“泉州芯谷安溪分园区”）。这里，一颗
小小的“芯”，绽放成为LED高科技产
业的璀璨明珠，讲述着安溪县产业升级
与创新实践的恢宏叙事。

在该园区的晶安光电生产车间里，
一片片晶莹剔透的蓝宝石衬底正被精
密地加工。作为全球最大的蓝宝石衬底
制造商，晶安光电的每一次技术突破，
都牵动着安溪县光电产业链的神经。

从每月100万片的四寸基板产能，
到六寸基板的稳步增产，晶安光电不仅
打破国际技术壁垒，更以其卓越的品质
赢得全球市场的认可。这背后，是无数
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是泉州芯谷
安溪分园区对科技创新的不懈追求。

随着蓝宝石衬底制造技术的不断成
熟，泉州芯谷安溪分园区开始一场从“点”
到“链”的华丽蜕变。园区积极实施“强链、
补链、延链、优链、畅链”五大工程，吸引一
批又一批光电中下游企业入驻。

信达光电、天电光电、中科生物……
如今，一家家光电企业在该园区内找到
属于它们的舞台，与晶安光电一道，共
同构建一个基本涵盖“衬底—外延（芯
片）—封装—应用”的 LED全产业链
条，年产值突破百亿大关，成为安溪县
乃至泉州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科技创新与人才引育是推动园区
持续发展的双轮驱动器。园区积极与华
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
研合作，与福建农林大学安溪校区共同
建设光电与网络工程实验室，总投入
2100余万元，配备电子学试验台、半导
体激光器综合实验系统和LED光电特
性与色度学测量综合实验仪等大型仪
器设备，以及千级与万级洁净室，聚焦
高水平研发型、实用型人才培养。在这
里，科技与人才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为

园区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活力。

与此同时，园区还立足台湾人才集
聚优势，着眼留住、引进更多台湾人才，
打造台湾人才的温暖港湾。2019年，由
园区台湾人才发起成立的安溪县台湾
人才协会，是全市首个以台湾人才为主
体自愿组成的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团
体，也是全省首个县级台湾人才协会。

光电行业的高速发展，背后是园区
标准化建设的推波助澜。近年来，安溪

县采用“园中园”模式，不断加快推进
“安溪芯园”建设。省重点项目“安溪芯
园”标准化园区用地面积186.6亩，总
投资5.25亿元。目前，A地块建成4栋
标准化厂房，并吸引云端智能、中青
创、斯迈德、友腾光电、正鑫光电等5家
企业签约入驻，总投资超过55亿元。

展望未来，泉州芯谷安溪分园区将
继续围绕光电产业链的强链和补链，进
一步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光电产业的重
点企业入驻。园区计划将产业规模扩大
至500亿产值，形成泉州市高新产业的
支柱产业。同时，园区还将深化“党
建+”邻里中心建设，推动园区服务的
常态化、特色化运营，为入驻企业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章艺涵 文/图）

泉州芯谷安溪分园区

双轮驱动构建LED全产业链条

泉州最东极，大美风车岛。惠安县小
岞镇以其壮阔海景、惠女风情、独特魅力，
吸引范迪安、廖昌永等文化艺术界大咖多
次来访挥毫放歌，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艺
术动能。近年来，该镇围绕“小岞生活艺术
岛”建设目标，以艺术赋能、产业发展、乡
村建设为抓手，探索出一条具有小岞特色
的乡村振兴之路，入选2023年泉州市“全
域旅游生态小镇”培育名单，还获得“省级
三星级乡村旅游休闲集镇”“省级文明乡
镇”“2024 年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

‘五好’乡镇”等殊荣。

聚焦乡村文化传承
为乡村振兴“凝心铸魂”

“目前，本馆新展布展工作已接近尾
声，拟于12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近段
时间，小岞美术馆工作人员正为“万里海
疆——中国百名油画家主题系列活动福
建泉州段采风创作作品展”启幕筹备紧张
忙碌着。一场视觉盛宴，即将揭开神秘
面纱。

此次展览与今年8月举办的“万里海
丝路·千年刺桐情”中国百名油画家“万里
海疆”主题作品展福建泉州段采风创作暨
上海音乐学院“千年海丝”小岞音乐周活
动，可谓首尾呼应。这两场音画的交融邂
逅，此前在小岞美术馆拉开序幕，也将在
这里落下帷幕。

小岞美术馆，被誉为“中国当代最美
的滨海乡村美术馆”，入选第16届威尼
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现已正
式挂牌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写
生基地、福建省美协创作基地、福建省校
外美育实践基地等知名院校机构写生基
地，还被中宣部授予“海上丝绸之路青少
年文化艺术交流基地”。2017年以来，该
馆成功举办了“第五届拉美艺术季”拉美
及加勒比客座艺术家小岞写生艺术展、

“丝路山海情”中乌当代美术交流展、“大
美小岞”——2017全国油画名家教授惠
安小岞写生展览、“多彩丝路 美好家
园”——丝绸之路国际青少年艺术展等
活动，吸引一批又一批艺术家到访。

小镇艺术气息愈加浓郁，乡村文化振
兴“丰”景也越来越美。

该镇高度重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乡村振兴

“凝心铸魂”。比如，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工作，梳理非遗代表性项目16
项；深入挖掘小岞传统民俗，开展“千名
惠女游花灯”祈福活动、“惠女靓龙年”民
俗踩街活动；组织传统惠女“拖网”活动，
再现闽南一带古老渔耕文化……这些活
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进
一步提升了小岞的文化软实力和影
响力。

为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小岞镇还积
极与高校合作，共建文化艺术交流平台。
其中，与上海音乐学院合作打造小岞艺术
交流中心，建成后将成为集讲、创、研、演
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平台；与福建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合作设立的福建省美育
人才培养实践基地，为美育水平提升注入
新活力、新动力，让更多人在这里接受美
的熏陶和教育。

小岞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仅重
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民俗活动的开展，还
倾力打造了特色小岞展馆，使之成为弘扬
惠女文化的新地标。这座展馆，在林闻绿老
人的倾心打造下，汇聚了惠女服饰、渔耕器
具、民俗农具等珍贵藏品，生动展现了小岞
的历史文化与惠安女的勤劳智慧，让惠女
文化在这座海岛上焕发出新的生机。

该展馆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
观，更成为惠安县家风家教示范基地和青
少年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地，为乡村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林闻绿的
善举与坚持，是小岞镇乡村文化振兴的一
个缩影，他的事迹也正激励着更多人投身
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伟大事业中。

聚焦富民产业发展
为乡村振兴“强筋壮骨”

走进小岞镇，海风轻拂，渔舟唱晚，一
派生机勃勃景象。在这里，渔业是传统支
柱产业，也是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为推动渔业转型升级，该镇成功注册了

“小岞鱿鱼”“小岞紫菜”“小岞虾仁”三件
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极大提升了产品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我们的海产品虽然品质好，但以前
不出名，销路也一般。”据南东村渔民老庄
介绍，自从注册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
海产品“身价”涨了，销路也打开了，现在
大家的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此外，前群村与泉岞鲜食品公司合
作打造的海产品加工研学园，不仅是海
产品加工基地，还是研学旅游的好去处。
游客们不仅可以看到海产品的加工过
程，品尝新鲜的海产品，还可以亲手参与
制作，体验一回当渔民的乐趣。

“这个研学园不仅促进我们村集体经
济增收增效，还进一步擦亮了小岞海产品
市场研学新名片。”前群村党支部书记康
伟滨感到特别自豪，现在许多游客慕名而
来，海产品销量也与日俱增。

在全力打造渔业品牌的同时，小岞镇
还紧跟时代步伐，大力发展深海养殖、深
海捕捞、海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加快传统
渔业“三深”融合升级的步伐。同时，积极

培育文旅特色产业，扶持“盐田北岸”“海
弥儿·小筑”等特色体验民宿，以及“三角
鱼露文创园”等手工艺工坊，致力打造“海
洋＋旅游”“海上赛事＋休闲娱乐”等多元
融合的滨海休闲旅游胜地。

值得一提的是，“万里海丝路·千年刺
桐情”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吸引众多国
内外知名艺术家前来，也为小岞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这次活动不仅让小岞的知名度越来
越响亮，游客也随之增多。我们民宿几乎每
天处于爆满状态，生意比以前红火。”小岞
镇某民宿老板说。绘画、音乐等大型文艺活
动，不仅丰富了小岞文化内涵，还优化了旅
游客源结构。以往，游客主要来自周边地
区，以观光游览为主；现在，众多国内外艺
术爱好者、文化学者等圈内人士慕名而来，
进一步推动本地旅游业提质增效。

聚焦乡村建设提升
为乡村振兴“美颜塑型”

为打通小岞生活艺术岛的活力动脉，

该镇还积极引进惠安县文旅集团等国有
企业作为项目建设投融资主体，筹集专项
债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实施镇
域“三线”“六区”一体规划，以线串点，引
导沿线“文、旅、体、渔”开发，为乡村发展
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在宜居环境打造方面，该镇紧扣建
设目标，谋划生成了一系列重点项目。目
前，小岞生活艺术岛环岛艺术慢道已完
成多个节点建设，成为游客休闲健身的
新去处。漫步于此，海风拂面，轻涛拍岸，
让人心旷神怡。此外，“道路拓通提升”行
动对农村道路和自来水、污水管线等设
施进行改造提升，也进一步改善了村民
的生活品质。

“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下雨天更是
泥泞不堪，出行非常不便。经过此次改造
提升，现在道路平坦又舒适。”后内村村民
康阿姨说。据悉，后内村后尾路全长350
米，原水泥路面由于年久失修，破损严重，
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改善这一状
况，该村开展“白改黑”工程，与施工团队
紧密协作，克服场地狭窄等难题，严控质
量，抢抓进度，将原有破旧水泥路面改造
成为平整、美观且耐用的沥青路面。如今
这里也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广受村民
赞誉。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小岞镇同样
不遗余力。不仅加强海域岛礁、岸线沙
滩等自然资源保护，守护好碧海金沙
和原生态海岸，同时积极推进惠女林
场林业生态文明实践示范基地建设等
生态修复项目，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
底色。

走进小岞惠女林场，只见木麻黄郁郁
葱葱，为这片沿海滩涂披上了绿色的新
衣。林场工作人员介绍说，经过近年来生
态修复和保护工作，林场生态环境也得到
显著改善。

在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小岞镇正
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绘制出一幅美
丽的乡村画卷。未来，该镇将继续秉持

“艺术赋能、向海而兴”发展理念，不断探
索创新，致力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
和典范。 （惠宣）

惠安小岞：海为画布 艺术流彩

大美风车岛大美风车岛 （（康荣彬康荣彬 摄摄））

天电光电生产车间天电光电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