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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泉州中
山路迎来“百年诞辰”，数
场主题展点亮中山路。其
中，“百年中山路 时代摄
影展”主题展记录了中山
路百年来的街区变化与日
常生活；“城市影像馆”在
泉州文旅集团“刺桐记忆”
空间中山驿馆二楼开馆，
该展以影像长卷、万亿像
素的图片来展示中山路、
西街、22个遗产点及泉州

各主要景点、城市地标等
壮丽景象；“一切为了群
众”主题图片展在中山中
路 62-64 号展出，有重点
地展示近年来泉州古城保
护提升阶段性成果。

2023 年春节期间，中
山路更是人潮涌动。人们
在中山路赏建筑、品美食、
享购物，与寓意好运连绵
的“幸福兔”、展示泉州制
造晋江经验的“丹宁温暖

兔”拍照打卡，欣赏沿街数
百盏传统精品花灯，开启
百年中山路的奇妙之旅。

百年时光缓缓流淌，
在这条路上留下了斑驳印
记，罗马式钟楼、大上海理
发店、基督教泉南教堂、花
桥慈济宫、市舶司遗址、泮
宫等不同年代的文物古迹
相邻相依；廊柱式骑楼下，
手工艺品店、服装店、特色
小吃店等各色商铺林立。

漫步在中山路，整个街区文
化主题和地域特色鲜明，具
备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和公
共服务等功能，融合观光、
餐饮、娱乐、演艺、非遗展
示、地方老字号、传统手工
艺、文化创意、购物、住宿、
休闲等业态，能够满足游客
和本地居民游览、休闲等需
求，是夜购物、夜美食、夜休
闲、夜旅游、夜娱乐、夜健身
等多样业态的集聚区。

泉州中山路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N据新华社电

3 月 2 日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致电武文赏，祝贺他
就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主席。

习近平指出，中越是山

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
邦。去年以来，我同阮富仲
总书记就巩固传统友谊、加
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
达成重要共识，共同擘画了
新时代中越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的宏伟蓝

图。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
愿同武文赏主席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朝着共同构建中越
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不断迈进。

据越南国家电视台 2

日报道，越南第十五届国会
第四次特别会议当天上午
在首都河内召开，经投票表
决，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武文
赏当选为越南国家主席，武
文赏随后宣誓就职。

武文赏，1970 年 12 月
出生，曾担任胡志明共青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越共广义省委书记、胡志
明市市委常务副书记、越
共中央宣教部部长。2006
年，武文赏当选越共第十

届中央候补委员，是越共
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
中央委员，越共第十二届、
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2021 年 2 月起任越共中央
书记处常务书记。他曾多
次访华。

习近平致贺电武文赏当选
越南国家主席

提高履职能力 坚决扛起神圣使命
在闽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榕集中学习培训，周祖翼对我省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要求

3月1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泉州市鲤城区泉州中山路旅游休闲街区成功入选。
一条中山路，半部泉州史，泉州中山路就像一座“活的博物馆”，那些深藏在街区里的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许

多老泉州人如数家珍，承载着一代代泉州人对古城的重要记忆。去年12月，福建省商务厅公布第二批“福建省特色步行
街”名单，泉州市公布2022年泉州市海丝文化主题街区名单，泉州中山路均榜上有名。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田米 林良标 文/图

“东西两座塔、南北一条
街。”泉州中山路纵贯古城南
北，全长约 2.5公里，沿街廊
柱式骑楼，既结合泉州民居
的传统特色，又融入海交文
化的建筑精华，是历史上中
西合璧的商业街建筑典范，
更是泉州城市发展的历史见
证。2001 年获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
护优秀奖”，入选“中国十大
历史文化名街”，被评为第一
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近年来，泉州致力于打
造“见人见物见生活 留形
留魂留乡愁”街巷文化活样
本，以“绣花”功夫推动街巷
微更新，切实提升老城居民
的人居生活品质。同时，合
理活化利用老建筑，推动街

区业态升级，为街区注入持
续的生命力，让“世界的古
城 活着的古城”愈发鲜亮。

在推动街巷微更新的同
时，街区文旅活动也十分丰
富。去年，中山路文庙片区
的古城讲解员培训班共举办
三期，通过专业讲解员的解
读，让数百位学员受益匪浅，
努力实现文化惠民。

红砖深巷，曲径通幽，骑
楼、石板上雕刻着活灵活现
的图案。错落的几处古民居
通透开阔，沿街巷开设的文
创店、饮品店也不觉突兀
……如今，行走在泉州中山
路，踩着灰白石板路，处处都
能体验到“老泉州”的生活日
常，成为很多来泉州游客难
忘的记忆。

街区文化主题和地域特色鲜明

处处体验“老泉州”生活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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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泉州中山路人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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