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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江时强 邰晓安 吴剑锋

泉州，枕山襟海，是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之一，马可·波罗笔
下盛赞的东方大港。六胜塔下、
洛阳桥边，红艳如火的刺桐繁花
与泉州港往来穿梭的高樯大舶
交相辉映，造就了泉州“刺桐城”
的美名，泉州港也由此得名“刺
桐港”。

作为宋元时期中国的海上商
贸中心，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在
这里“邂逅”，缔结出东西文化和
谐共生的城市景观，也积淀了刺
桐城多元包容、爱拼敢赢的文化
底色。

这座“半城烟火半城仙”的
“世遗之城”，从陆地走向海洋，
从历史走向未来，文脉绵长、生
生不息。

多元共融

初秋，九日山依旧草木葱
茏，摩崖石刻掩映于苍翠之中，
如同历史的低语，讲述着老城的
过往。

“泉州的开发始自周秦，西晋
末年衣冠南渡，中原士族大批涌
入，为这里厚植中原文化底色。”
泉州南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负责人何春燕介绍，古时晋
人将怀乡之情寄于山水，如今的
泉州才有了九日山、晋江、洛阳
江等具有中原特色的地名。

地处东南一隅，西有戴云、武
夷等山脉阻挡，东有三湾十二港
及太平洋季风的自然优势，因地
制宜的泉州人，便将目光投向了
大海。

唐代以来，泉州儒商并重、大
兴海贸。至宋元时期，刺桐港已与
约 100个国家通商贸易，出现“涨
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2017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开幕式演讲中指出：“古丝绸之路
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
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向西承接中原文脉、向东与
海共生共荣，泉州正是刻印着古
老海上丝绸之路记忆的“活化
石”。“这座城市以包容友善的心
态接纳了不同肤色、语言和宗教
的外来族群，形成了绚丽多彩、
和谐共处的文化多样性城市景
观。”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谢朝
武说。

漫步于洛阳桥上，潮起潮落
间，仿佛一脚踏过千年。

因进出口运输繁忙，为拓展
港口腹地、畅通交通，宋元时期，
泉州掀起修桥热潮，跻身中国古
代四大名桥的洛阳桥便建于此
时。如今的泉州，坐拥世界遗产 1
个（遗产点 22处）、国家级文保单
位 44 处、世界级非遗 6 项、国家
级非遗 36 项。像洛阳桥这样的

“海丝史迹”比比皆是。
历经 1300 多年风雨的开元

寺，是许多游客到泉州旅游的第
一站。寺中大雄宝殿内，二十四尊

“飞天乐伎”藏身斗拱之间，其造
型集佛教妙音鸟、基督教天使、敦
煌飞天于一身，既杂糅又和谐。这
种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融，是泉州
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景观。

行走在泉州的港口码头、街
巷村落，仿佛打开一扇扇“任意
门”，产生时空、地域的交错感：千
米长的涂门街上，府文庙、清净
寺、关帝庙比邻而居；古村老巷
里，“皇宫起”的官式大厝、南洋风
的番仔楼、海蛎壳为建材的蚵壳
厝星罗棋布；市井乡间，闽越遗风
拍胸舞、奇而不俗的惠女服饰、

“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等独特民俗
传承至今……

“多元包容的文化基因融入泉
州的城市肌理，与丝路精神一脉相
传，至今闪耀着融合之美。”泉州市
博物馆馆长黄明珍说，泉州因此也
享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世界多元
文化展示中心”等美誉。

爱拼敢赢

“闽南民众常说，‘爱拼才会
赢’。”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讲
到：“这其中蕴含着一种锐意进
取的精神。”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漫步泉州，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
赢》的旋律时常响起。

泉州市丰泽区真武庙前，一方
巨石拱出地面、宛如龟背，上方石
碑篆刻的“吞海”两个大字，彰显了
泉州人征服大海的豪情。

衣冠南渡，让这片土地染上了
农耕文明的底色；向海图强，赋予
了泉州人爱拼敢赢的勇气。至今，

“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赢

笑笑”仍是泉州人的信条。
曾几何时，晋江还是一个为温

饱犯愁的农业穷县。借助改革开放
的东风，无数晋江“泥腿子”“洗脚
上岸”，靠着“宁可睡地板，也要当
老板”的劲头，拼出一个“民办特
区”，创造出“晋江经验”，成为民营
经济发展的标杆。

知名体育品牌安踏是其中的
代表。从 30 多年前的一个小作
坊，到踏上自创品牌之路，在汹涌
澎湃的商业大潮中，安踏勇立潮
头、不断突破，发展为全国领先的
运动品牌。安踏集团执行董事、联
席首席执行官赖世贤说：“敢于冒
险、爱拼敢赢是泉商难能可贵的
品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尽管
会遭遇起伏和挫折，但少有人轻
言放弃。”

晋江的鞋服、南安的水暖、安
溪的光电、惠安的石雕……让泉
州崛起成为全国知名的产业基
地。如今，泉州市共培育出九大
千亿产业集群，境内外上市企业
达 115 家，市场经营主体超 152
万家。2023 年，全市经济总量达
1.22万亿元，成为我国著名的“品
牌之都”。

“站如 东 西 塔 、卧 似 洛 阳
桥。”作为泉州的重要地标，两
塔一桥历经千百年风雨，挺拔
如初，已成为泉州人的精神图
腾，象征着泉州人坚定不移的
意志品格，也彰显着这座城市
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

半城烟火

飞霞映红，华灯初上。中山路
上，灯光勾勒下的二层骑楼，好似
游龙蜿蜒。“古早”的招牌下，四果
汤、石花膏、手工麻糍、牛肉羹等小
吃店宾客盈门。

中山路贯穿泉州古城南北，
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连排式骑
楼商业街之一，串起周边众多背
街小巷，令游客心向往之。“这里
既有闽南建筑的古朴美丽、地方
小吃的特色风味，也有寻常生活
的浓浓烟火气。”游客苏见欣说，
在原汁原味的街巷里慢行，感受
最本真的当地生活，是泉州古城
最让她着迷的地方。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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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泉州的悠悠古
韵开始广为人知。2023年，泉州累
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8652.97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

“泉州的遗产是鲜活的。老
百姓生活在遗产里，遗产就在身
边。”泉州文旅集团宣讲队队长
颜静怡说，作为“活着”的古城，
古老的建筑、艺术、风味与现代
的生活方式在泉州相得益彰，碰
撞出无穷魅力。

为了守护好“半城烟火”，留
住浓浓“乡愁”，近年来，泉州市
坚持以“微改造”提升古城，不搞
大拆大建，力求“见人见物见生
活”，出台《泉州市中山路骑楼建
筑保护条例》《泉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泉州市文化旅
游发展促进条例》等，用法治之
手为城市护航。

泉州湾入海口的蟳埔渔村，
人头攒动。作为蟳埔女传统装
饰的“簪花围”火爆“出圈”，慕
名 而 来 的 游 客 挤 满 渔 村 的 街
巷，村内四处可见簪了满头鲜
花、欢声笑语的游客。

薪火相传的非遗“木偶戏”也
是一票难求，“先订戏票，再订机
票”成为许多人游玩泉州的攻略宝
典。“游客在太阳底下排队3小时，
就是为了看一场我们的木偶戏。”
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键说。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兴
盛彰显文化自信、助力文化传承。

“如今的泉州古城，正成为文
化大秀场。”泉州市鲤城区文旅局
副局长林菲表示，“身边的世遗”激
发了泉州老百姓对本土文化的热
爱，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深耕本土
文创设计，让更多具有浓厚地域特
色的文化“重获新生”。

南音是福建省闽南地区的传
统音乐，距今已有 800多年历史。
作为“中国音乐活化石”，悠扬婉转
的南音一度式微，只能成为流行歌
曲中的一段“戏腔”点缀。

“南音曾是深宅大院的雅乐，
传承至今是系统而丰富的音乐体
系。我们通过钻研创作，加入伴
奏、灯光、音响等元素，让南音适
应现代传播。”泉州点水南乐乐团
成员蔡凯东说，近年来他们乐团
先后到上海、伦敦等国内外城市
演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
解、喜欢这一古老戏曲剧种。

因多元而多彩、因传承而时
尚、因烟火而迷人的刺桐城，正以
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
为契机，迈入新的航程。

（新华社福州8月25日电）

——解码古城泉州的文化自信样本

烟火乡愁世遗城

新华社记者王春雨 徐凯鑫 张 玥

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沉睡千
年的莽莽大兴安岭，曾是难以涉足的
高寒禁区。

60年前，嘹亮的“伐木号子”叫醒
了林海雪原，大兴安岭成为国家重要
的木材生产基地。

10年前，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
采伐，让森林静了、绿了，大兴安岭现
已成为我国北疆重要生态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森林是集
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
宝库。要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
就是护财富的理念，在保护的前提
下让老百姓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
收入。

从 1964年开发建设，到 2014 年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再到
如今林下经济和旅游业并举，大兴
安岭正加速把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
势，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路上
阔步前行。

生 态 优 先 从“一 木
独大”到多业并举

“住帐篷房，睡小杆床，吃红高
粱，喝‘三省汤’（省油、盐、菜）”，一
句顺口溜还原了 1964年大兴安岭开
发建设初期的真实情景。为了支援
国家建设，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者
突破万难，累计生产优质木材 1.26
亿立方米。

铁道兵第九师四十五团一营
退伍军人周汝山感慨，在他们的
埋头苦干下，加格达奇至塔河段
的铁路很快就通了车，良材流转
各地，化作万千广厦，有力支援国
家建设。

但由于长期高强度采伐，这片林
区森林资源大幅减少，一度陷入“资源
危机、经济危困”的境地。2014年，大兴
安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林
区生态由此出现转机。

停伐后怎么办？林区人给出了
答案。

“特产蓝莓干、沙棘汁、偃松仁，进
来瞧一瞧啦……”走在大兴安岭地区
塔河县的街头，一个个浆坚果商户的
高声吆喝让人应接不暇。在县城边上，
一家名为大兴安岭益康野生食品加工
有限公司的企业格外醒目，多个大型
厂房在此规整分布。

“小时候就吃着蓝莓和松子等野
生浆坚果长大的。”益康公司董事长喻
在林告诉记者，大兴安岭森林里的“好
东西”不少，早些年由于地处偏远，有
些资源没能利用好，“现在政府大力支
持我们建厂、搞深加工，交通物流等基
础设施也不断完善，家乡的特产卖向
了全国。”

大兴安岭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王
力勇说，大兴安岭共分布野生经济植
物资源达 49种，他们最大程度整合用
好生态产品资源，林产品加工厂、北药
种植园在大兴安岭遍地开花，发展模
式也从“一木独大”向以森林食品、药
材加工等为主导的绿色生态产业体系
转变。近两年来，生态旅游更是在全国
爆火出圈。

“这里气候格外凉爽，最北的地
理位置也很有意义。”初次来到大兴
安岭地区漠河市的上海游客陈丽感
慨，她和家人一路过来，途中的森林
和界江风景无不令人赞叹，当地一些
关联“最北”的景点和文创产品也别
具匠心，“既避了暑，还‘找了北’，明
年还想来。”

夏有凉风冬有雪，捧出绿色就醉
人。近年来，北极珍品汇、龙江第一湾
等各类旅游景点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兴

安岭涌现。“今年入夏以来景区天天爆
满。”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生态旅游发
展公司总经理安石春说，除了打造新
景点，他们还不断完善餐饮、住宿等旅
游配套产业，景区年收入从开始的几
万元提升至千万元。

据统计，2024年上半年，大兴安岭
地区共接待游客 218.92万人次，旅游
花 费 19.79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5.57%、88.48%。大兴安岭地区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局长杨影表示，大兴安岭
地区下一步将持续提升服务质效，深
化文旅融合，构建全域全季旅游发展
新格局。

全力守护 筑牢北疆
生态屏障

“独自守在塔尖，瞭望着眼前一
座座青山，为了国家森林资源，守好
每分每秒时间……”一首由大兴安岭
集团呼中林业局瞭望员柯明伟自创
的歌曲，将林区群众十年如一日地悉
心守护最北生态屏障的护林工作娓
娓道来。

柯明伟的工作地点在位于大兴安
岭腹地海拔1404米的04号瞭望塔上。

“通常每半个小时用望远镜瞭望一
次。”柯明伟说，如果处于防火紧要期，
干燥和大风天气增多，为了能及时发
现火情，每隔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
会瞭望一次。

“对林子肯定有感情，但时间长了
难免会寂寞。”在过去十几年的守塔岁
月里，为了消解孤独，柯明伟将对工作
的热爱和对亲人的思念化作一句句歌
词、一段段旋律，在层峦叠翠间唱出护
林人的坚守与坚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造林
与护林并重，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
然，决不能让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
之功毁于一旦。

为了确保发生火情后，能“打在
早、灭在小”，每年进入防火期，大
兴安岭各地都会组织扑火队员进
行集训。“除了每日体能训练，还会
不定时进行扑火演练，锻炼实战能
力。”漠河市漠河林场党委书记徐

柏林说，通过不懈努力，当地已连
续多年实现“人为火不发生，雷击
火不过夜”。

2014年全面“禁伐”以来，大兴安
岭通过停、管、抚、造等各项措施，让森
林得以休养生息。

一手抓护林，一手抓育林。抚育对
于林区生态的恢复也尤为关键。“春季
我们会将培育好的优质树苗带上山进
行补植补造，冬季则要耐着极寒深入
林间进行中幼林抚育。”徐柏林告诉记
者，抚育是利用森林休眠期，集中清理
病倒枯死木，从而增强森林透光性，促
进林木生长。

十年前，从塔上远眺，是明晃晃
的城镇和稀稀拉拉的树林，如今再
看，建筑已被繁茂的树木遮蔽，目
之所及，尽是绿意。大兴安岭林业
集团公司总经济师胡守庆说，自
2014 年停伐以来，活立木总蓄积、
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实现“三增
长 ”，分 别 达 到 6.44 亿 立 方 米 、
688.52万公顷、86.26%。

据介绍，大兴安岭森林和湿地生
态 系 统 年 服 务 功 能 总 价 值 已 达
7975.03亿元。中国最北森林屏障得以
重筑，野生动物也纷纷重返家园。憨憨
的狍子在路边和游客对视、成群的绿
头鸭在河水中嬉戏……莽莽林海焕发
出勃勃生机。

富民强边 坚持林下
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
匹猎马，一呀一杆枪，翻山越岭打猎
巡逻护呀护山林……”一首鄂伦春
小调带我们穿越至世居于大兴安岭
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几十年前的生
活场景。

随着大兴安岭生态持续恢复和产
业转型发展，有着大兴安岭“最后猎
人”之称的鄂伦春族也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帮助下，走出深山，实现了从居无
定所到安居乐业。

走进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白银纳
鄂伦春族乡，在森林的怀抱中，一座座

五颜六色的小屋整齐排列。“刚下山
时，住的是用圆木盖成的‘木刻楞’房
子；后来，政府为我们盖了砖瓦房、楼
房和特色新居。”鄂伦春族老人孟淑卿
说，她生在传统的游动性住所“撮罗
子”里，她的女儿在“木刻楞”房子里出
生，到外孙出生时，全家都已经住进了
砖瓦房。

漫步白银纳鄂伦春族乡，规整
的水泥路面上不时行驶过几辆来旅
游的自驾房车。“听说前面有鄂伦春
民俗博物馆，我们特地来看看。”跟
着游客一道，刚走进博物馆，身着鄂
伦春族服饰的大姐孟彩红便热情地
迎了上来：“欢迎来到民俗博物馆参
观，感受我们鄂伦春族民族的文化
和技艺。”

孟彩红是鄂伦春传统桦树皮手
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博物馆运
营后她主动来这里为游客介绍情
况，展示手艺。“我想让我们民族的
文化、技艺能够被更多同胞看到、学
到、用到。”孟彩红说，她一有空闲，
就带着村里妇女学习制作民族手工
艺品，带动更多村民靠自己的双手
增收。

“鄂伦春文化也为乡亲们开辟了
一条致富新路。”白银纳鄂伦春族乡
副乡长方娜说，近两年，乡里围绕鄂
伦春族文化创新宣传策划，打造了一
个又一个文旅热点，吸引不少游客来
此参观、打卡，新修缮的博物馆不仅
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还提供了创
业机遇。

“从前，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个外
地人，近十年来，生态变好了，文化丰
富了，游客也变多了。”白银纳鄂伦春
族乡一民宿老板感慨，从前他靠伐木
养家糊口，停伐后原本只能靠采山货
维持生计，后来伴随乡里交通条件逐
渐向好，政府鼓励支持，他便开起了民
宿，“现在旺季时经常满房，我想着来
年再新建几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随着
“生态家底”越来越厚，“致富路子”也
越走越宽，勤劳质朴的林区人，正在富
民强边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新华社哈尔滨8月25日电）

——大兴安岭筑牢最北生态屏障

增绿就是增优势

在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游客乘坐马拉爬犁（2023年1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 涛摄

（上接第一版）黄岩 10GWh 动力固
态电池产线将于明年正式投产，计
划打造全球领先的固态电池产业
基地。

龙头企业的率先转型和台州政府
的提前布局为汽车产业转型新能源赋
足了能量，为行业描绘出一个集未来
汽车产业创新先行区、国际新能源高
端品牌集聚区、全国汽配产业创新提
升示范区的三大汽车产业极核平台的
美好蓝图。

新模式，改善产业链结构

汽车产业是台州的支柱产业和城
市名片，台州是汽车产业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汽车及零部
件出口基地，拥有汽车及零部件企业
6000多家、上市公司 12家，产业基础
雄厚、规模庞大。

但受经济下行及整车、零部件价
格战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台州汽车产
业销售额不尽如人意，行业展开自省，
更深层的原因得以暴露。

去年，台州汽车制造业户均销

售金额为 1139.4 9 万元，同比下降
8%，产业发展结构失衡、“小散弱”
问题凸显。

“汽车产业的未来趋势，产业会加
速集聚，小微企业将面临严峻考验。
企业要尽早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找到在产业链中合适的定位。”浙江
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院院
长刘浩说。

台州汽车产业想要构建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的“雨林”式生态，发挥好

“龙头效应”是关键。
一是强化龙头企业牵引力。以台

州未来汽车城发展为契机，积极引进
整车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企业资源，
实现新能源、新材料、汽车产业串珠成
链、聚链成群。

二是实化总部企业梯队培育。增
强本土企业归属感，打造台州式民
营经济高地，推动具有发展潜力的
重点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成长为
总部企业，引导企业根植台州、布局
全球。

去年，台州整车制造行业税收收
入仅占汽车制造行业总税收收入的

10.6%，体量不足，难以与汽配产业形
成合力。

为此，台州鼓励整车制造企业强
化创新驱动，布局氢能源电车等，积
极抓住下一个风口，利用汽配产业
集群优势，积极培育新一代整车企
业，进一步提升台州汽车产业的“整
零”协作，从而拉动整条产业链的良
性循环。

新领域，拓宽后市场销路

长三角区域汽车产业是全国的焦
点核心，去年，该区域汽车制造业销售
额占全国比重达35.3%。

台州、常州、芜湖三市，五年前同
处于汽车制造业年销售额一千亿元的

“起跑点”。如今，三者发展各有千秋，
台州仍以传统制造行业为主，常州和
芜湖则在汽车维修、租赁、商务服务等
关联行业加速布局，以拓宽领域在销
售额上实现快速提升。

以商务服务业为例，常州、芜湖采
购金额分别达 77.27亿元和 154.49亿
元，而台州不到50亿元。

这给台州汽车产业一些启示：新
格局下的汽车产业，不应该拘泥于生
产制造，要完善产业链，增强行业发展
韧性。

世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利用智
慧管理平台解决来自全国的小批
量、多种类汽车售后订单，如今该企
业汽车后市场总产值已超总量的
20%；台运车管家平台打造的 1+N模
式，去年服务 4 万辆车，产值近 3000
万元。

当下，台州正积极构建汽车物流
大通道，布局汽车维修、电池回收等
多元化产业生态，做优汽车大数据服
务，做强汽车后市场服务，形成产业
闭环。

汽车产品流通业务，台州也在谋
求新出路。1-7 月，台州出口二手汽
车 21168 辆 ，占 全 省 46.7% 、全 国
10%。借此销路，零配件、车机软件、
维修保养、选装升级等配套服务一举
打开市场。

转型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但台州
已然放下身段，以挑战者的姿态进军
汽车产业的新领域。

台州汽车产业：重“新”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