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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来泉州“研”途皆宝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利用假期研学，带着
孩子去旅行，旅途中真真切切的所见所闻化为实实在在的知识输入。

泉州正是一个合适的研学地。在泉州，你可以从世界遗产点触摸宋元文化的千年传
承，从博物馆里看见历史名城的璀璨光辉，从稻田乡野里体验闽南地域的自然魅力，从千亿产业中感
受“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力量。在今年寒假，来一场“旅游+教育”的神奇化学反应吧！

□融媒体记者 魏婧琳/文 受访者/供图

泉州产业经济发达，在泉州开展工业研学游可
以充分感受传统技艺与现代产业交相辉映的盛况。

在晋江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你
可以参观闽南古早味观光工厂并体验制作侨乡手
工面线，当一回手艺人，体验“古早味”食品的制
作过程。

德化顺美集团是国家级的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是了解德化瓷的好去处。顺美海丝陶瓷

博物馆是德化首家以“海丝”“中国白”为主题的非
国有博物馆。其中，300余件曾远销海外的瓷器集
中展示了宋元明清时期德化瓷的对外贸易史。在这
里，不仅能回望历史，还可以深入了解陶瓷生产线，
从倒坯、翻模、修坯、擦水、干燥到上色、素烧、上釉、
烧成，每一个步骤都精细到极致。顺美集团负责人
郑鹏飞说：“除了参观之外，游客还可以参加陶瓷
DIY活动，制作属于自己的瓷器。”

茗香万里的安溪茶、走
遍全球的晋江鞋、漂洋过海
的德化瓷，泉州的国潮产品
持续出海。从企业的发展中，
便能看见泉州人的开拓进
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这必能赋予研学之旅不
一样的意义。

走进泉企 聚焦国潮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走进
田间地头，感受自然风景；走进海洋馆，解码蓝色星
球；走进动物园，探索生命奥秘。校园之外，更有一片
广阔天地。

与北极熊、白鲸等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生物近
距离接触，开展奇妙的研学之旅……泉州的海洋公
园就是一把把开启海洋知识宝库的神奇钥匙。走在
美丽的海洋长廊，从绚丽多彩的热带鱼到憨态可掬
的企鹅，从优雅灵动的海豚到庞大凶猛的鲨鱼，海
洋鱼类成群结队地环绕身边，每个特色展缸都能让
你目不转睛。据欧乐堡海洋王国乐园常务副总经理
王本明介绍：“我们开设了不少研学特色课程，拥有

研学导师证的工作人员超过40人，寒假还开设特
色课程。”

位于晋江安海的泉洲海洋公园同样适合孩子了
解海洋生物知识。在海豚馆里，你能看到聪明伶俐的
海豚高高跃出水面，在训练师的引导下进行精彩表
演，3D大门、美人鱼剧场、海狮海豹秀都能让孩子们
快乐地了解海洋奥秘。

“我看到了萌萌的大熊猫啦，太可爱了。”在
丰泽区幼儿园读小班的李辰佐小朋友元旦期间
去了泉州海丝野生动物世界，他很期待寒假里再
去一次。该游乐园位于泉州洛江马甲，规划建设
1000 多亩，一期 500 亩，目前拥有 100 多种 2000

多只野生动物。园区工作人员林先生介绍：“开
园以来，我们每年都会接待春游、秋游的研学
师生。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与羊驼、梅花鹿、环
尾狐猴等小动物进行亲密互动，亲手给它们喂
食，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孩子们能更加深入地
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特点，也能培养孩子的
生态保护意识。”

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到福建崇武海洋科普馆、
东湖公园动物园等动物世界，探索更多未知的大
自然，还可以到永春牛姆林看山地风光，到
泉州台商投资区田野观光果园感受新一年
的硕果丰收。

探索自然 开阔眼界

研学离不开博物馆，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
文明的重要殿堂，也是感知一座城市历史底蕴和文
化气息的窗口，浓缩着一座城市的历史精华。

“看展式研学”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目光。泉州
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我国最早的海事类专题博物
馆，通过丰富独特的海交文物，生动再现我国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辉煌的历史场景。它不仅是一座历史文
物的陈列馆，更是一座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外开放与
交流记忆的宝库，每一件文物都诉说着一段跨越时
空的旅程，每一块石碑都记录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辉
煌篇章。

除了海丝文化，人们还可以在泉州深入了解闽
台文化。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集收藏、研究、展示、交流
和服务功能于一体，是祖国大陆唯一一家以反映海
峡两岸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新版《闽
台缘》主题展览于去年9月 27日起向社会公众开
放，上新一批珍奇藏品。青花“完颜氏”铭缠枝莲纹大
盘、彩绘泥塑郑成功坐像、彩绘木雕妈祖坐像、石雕
狮首辟邪、风狮爷陶像……馆内展品佐证了两岸同
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与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新展还为
游客和市民提供了29项新媒体互动体验项目，增加
了展览的互动性和趣味性。通过VR虚拟现实、交互

体验等技术，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展品的内容和场景，
增加观展的沉浸感。“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来自台
湾云林的蔡裔姵、蔡裔珍姐妹在华侨大学就读，她们
表示，寒假里将到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了解更多闽台
渊源。

到博物馆，读懂泉州的文化。这个寒假，为了更
好地推介泉州，各大博物馆将纷纷通过主题展览、文
创产品、非遗项目体验等方式，让市民、游客更加深
入地了解泉州的历史文化与城市魅力。特别提醒：春
节期间，包括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内的部分博物馆
需要提前预约。

看博物馆 识城市魂

泉州拥有22处世界遗产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44处，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4处。在“那
些后劲很大的旅游城市”话题中，抖音官方首推泉
州，评价它为“似古籍般值得细细品味”。

来泉州研学，你可以登山看海，走访世界遗产点，
对话千年古城。泉州22处世界遗产点包括九日山祈风
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
宗正司遗址、泉州文庙及学宫、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
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金
交椅山窑址）、德化窑址（尾林—内坂窑址、屈斗宫窑
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
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

南安的九日山不仅以秀丽风景著称，更以祈风石

刻闻名。漫步在九日山，看一方方石刻，细数宋元文
化，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将深深印刻在孩子的记忆中。

泉州人自古以来便以海为生，海上远航离不开
“风”。因此，古时人们会在九日山下的昭惠庙祈求航
程平安顺利，名曰“祈风”。到了宋元时期，作为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的泉州，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民间祈风传
统逐渐升格成为官方祭典。九日山石刻不仅有书游
记、题诗词者，更有祈风石刻，记录着刺桐港的辉煌。

“刺桐花开了多少个春天，东西塔对望究竟
多少年，多少人走过了洛阳桥，多少船驶出了泉州
湾……”乡愁诗人余光中脍炙人口的诗篇《洛阳
桥》描绘了泉州洛阳桥的悠久历史和泉州湾的繁
忙景象。洛阳桥是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成就

了桥梁工程史上
的壮举，见证了泉州

“海丝”文化的繁荣。古
时这里海内外客商云集，
熙熙攘攘，如今古桥的传
奇还在继续，蔡襄造桥的故事
还在流传。走过一座洛阳桥，
看潮起潮落，品历史百态。

泉州人陈女士在上海工作，今年
寒假，她计划带着读小学一年级的孩
子回到泉州，打卡各个世遗点。她说：

“这将是一堂乡愁课，让孩子了解故乡的
历史，作为泉州人，他一定会为此而自豪。”

访世遗点 品宋元韵

扫泉州通二
维码，查看泉州
市市级以上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
育营地基地、两
岸青少年研学基
地、劳动教育实
践基地名单。

左为九日山现存最早的祈风石刻左为九日山现存最早的祈风石刻，，南宋淳熙元年南宋淳熙元年
（（11741174））所刻所刻。。 （（陈英杰陈英杰 摄摄））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承载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承载““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历历
史的记忆宝库史的记忆宝库 （（泉州海交馆泉州海交馆 供图供图））

到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了解更多闽台渊源到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了解更多闽台渊源（（陈起拓陈起拓 摄摄））

到动物园研学到动物园研学，，培养生态培养生态
保护意识保护意识。。

世遗之城泉州世遗之城泉州，，名胜古迹众多名胜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底蕴深厚。（。（陈小阳陈小阳 摄摄））

孩子们在顺美陶瓷研学基地体孩子们在顺美陶瓷研学基地体
验陶瓷制作验陶瓷制作

游客漫步洛阳桥游客漫步洛阳桥 （（彭燕珍彭燕珍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