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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田米）
部门预计，未来几天，不会
有强烈的天气影响泉州，
这使得昨天这样的好天气
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全
市继续以多云天气为主，
最近几天的风力也有所减
弱，回落至 5~6 级，阵风 7
级，为出行的人们带来一
丝凉意。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朋友，除了依然要注意夜
晨气温变化较大，及时添
衣预防感冒之外，还要注
意在风干物燥的秋季，应
多喝水、吃水果补充水
分，并且要留意野外用火
安全。

秋干气燥
注意补水

泉州市区天气预报
27日 多云 20℃~25℃
28日 多云 20℃~25℃

厦门市区天气预报
27日 多云 20℃~27℃
28日 多云 20℃~26℃

漳州市区天气预报
27日 多云 20℃~28℃
28日 阴 21℃~26℃

8年磨一剑，姚祥芝在
业务上刻苦钻研、精益求
精，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视
频侦查本领。

今年 7 月 25 日，姚祥
芝研判一名盗窃电动车嫌
疑人租住在一楼房 10 楼。
当他们走向电梯时，巧的
是嫌疑人也在等电梯，虽
然嫌疑人换了一身衣服，
但还是被姚祥芝一眼认
出。“有时候，嫌疑人全身

行头都大变样，但鞋子没
变，我们也会一眼辨出。”
姚祥芝笑着说，干侦破工
作的，都练就了一双“火眼
金睛”。

由于专职视频研判，
他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复
杂的群众求助警情，但
他都当成大案对待，丝
毫不松懈。今年 8 月 26
日早上，赖先生年迈的
母亲外出时走失，家属

四处寻找未果。由于阿
婆年纪大，越晚找到风
险越大，于是姚祥芝主
动留下加班，守着主要
卡口直到凌晨零时许，
阿婆的身影重新出现在
视频中。

姚祥芝说：“虽然不是
一名正式的警察，但自己
真的很热爱公安工作。在
这里我找到了归宿感，能
够实现人生的价值。”

视频堆里练出“火眼金睛”
晋江辅警姚祥芝，两年看视频协助破案534起

“守城人”周焜民：

守护世遗泉州
活化历史文脉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通讯员 庄松树 曾桂蓉 文/图

“姚警官，谢谢你把老人找回来了。”前日，姚祥芝将走
失多日的老人从石狮送回其晋江陈埭的家中。为了找回这
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他在电脑前看了数个小时的
视频。对着电脑一看就是半天，一天要研判多起案件，这是
姚祥芝的“家常便饭”。作为晋江市公安局陈埭派出所的一
名辅警，8年来，他在警务实战中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视频研判工作平凡而
枯燥，每天要面对和处理
各种各样的警情。一天一
夜下来，往往是眼睛红肿、
筋疲力尽。

“屏幕上的每一秒，都
可能是破案的关键。”今年
9月 26日晚 6时许，晋江陈
埭镇溪边村的夏先生报警
称，其一套露天 KTV 音响

设备被盗。
“ 那 里 不 是 偏 僻 路

段，白天作案概率很小。”
凭借着多年的研判经验，
他与同组人员分工看视
频，优先锁定夜间时段。
一人看 4 个晚上的视频画
面，一坐就是 6 个小时，直
到锁定嫌疑人。姚祥芝
说，一旦开始研判，看着

快速播放的画面，整个人
神经都会紧绷着，直到框
定作案时间才会喘口粗
气。

“每次破案后，看着群
众领回被盗财物开心的样
子，感觉自己的付出很有
价值。”近两年来，姚祥芝
共协助破获刑事案件 226
起，治安案件308起。

视频中找“茬” 一坐就是半天

精益求精 练就视频侦查本领

历史文化名城的长期
保护工作，为泉州申遗做了
很好的准备。现在，泉州已
加冕世遗城市，在周焜民先
生看来，“宋元泉州”将成为
泉州的一张世界性名片。
他认为，作为世界遗产城市
这种不可再生资源，一切开
发、利用和管理工作都要以
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前提，

都要以有利于遗产的保护
和保存为根本。遗产城市
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文化观，
需要不断深入和延续。因
此，泉州人民的共同责任将
更加繁重。

在做好提升保护方面，
他建议，保护历史文化名
城，要充分考虑地方文化和
民族特色，文化应当被视为

发展灵感的直接源泉，文化
同样也是社会的调节器。
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特殊重
要性、珍稀性、脆弱易损性，
保护是第一位的。要活化
利用泉州丰厚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充分展现“世
遗泉州”文化多样性的独特
魅力，增强文化影响力，促
进泉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提升与发展。他以西街为
例，认为要让西街活络起
来，应该更多地引进文化因
素，展示更多的泉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把控好商业网点
布局，让老街新生的同时，
留存文化底蕴，更好地展示
丰富多彩的历史积淀，呈现
活态特征，使西街之旅成为
多样性文化之旅。

周焜民讲到，1982年，
泉州市就编制了《泉州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11
年后，市人大审议通过《泉
州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开启了法制护航名城保护
的先河。

泉州作为一座历史文
化名城，所面临的不仅仅是
保护老城和延续文脉问题，
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都要一手抓，从而体现
出一种更为整体的民族文
化精神保护的特征。四十
年来，泉州坚持以保护和
创造具有地方风格的城市
风貌为方向做好规划，妥
善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
街坊及民居特色。在人口
密度、建筑密度、容积率、
用地功能、基础设施的投
入和完善等方面，都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实现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更新。

“在不断优化古城功能
布局，促进古城的可持续发
展，提升人居品质方面，泉
州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周焜民说，多年来，泉州坚
持了“三片一线”的重点保
护核心地段以及风貌保护
区，并划定 50 公里的历史
文化影响圈，保护了城市十

字形的基本结构特色和传
统格局，将集山、水、城三位
一体的环境体系作为古城
整体环境进行保护并形成
古城疏解环，留住城市记
忆，留住乡愁。今后如何标
本兼治，全面提升城市治理
精细化水平，吸引更多活力
人群宜居于古城，在古城工
作，在古城创业，是一个值
得继续探讨的课题。

周焜民先生生于泉州，
长于泉州，他自称是一名

“守城人”。过去数十年里，
他为泉州的城市规划、名城
保护、文脉赓续工作付出了
诸多心血。

他说，建一座新的城市
容易，建一座美丽的城市
难。保护、建设泉州这座优
美的城市，要将历史文化与
城市现代化进程关系处理
好，把山、水、城的自然环境
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处理好、
协调好。一直以来，泉州的
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有序开

展，悠久丰厚的遗产资源不
但得到继承、保护，而且逐
渐鲜活。现在，诸多民间力
量特别是青年一代，也自觉
地加入到宣传、保护历史文
化名城的行列中来，以新的
视野、新的活力、新的方式
宣扬泉州文化。这是一种
振奋人心的新形势，他们的
探索值得赞许和提倡。

他希望，保护世界遗产
城市应当成为社会理念和
公众意识，全市上上下下都
自觉行动起来，延续泉州的
历史文化脉络。

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以特色地方文化促进保护提升

建新城容易，建美丽的城市难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田米 文/图

近日，“小山学堂·泉
州学讲座”文史系列第一
讲在小山丛竹诚正堂精
彩开讲。泉州市原副市
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五祖拳传承人周焜民
先生以文化为切入点，向
市民朋友耐心解读泉州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人
文意义和历史观。接下
来，小山丛竹古书院将继
续邀请文史专家开展泉
州学讲座，挖掘泉州的
历史文化底蕴。

电脑前认真研判案情的姚祥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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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焜民在小山丛竹讲堂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